
法规简介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搞好会计制度的建设

——《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简介（续）

轻工业部财务司

五、专项资金的来源和占用

专项资金的来源，设置了“专用基 金”、“专 用拨

款”、“专用借款”和“专项应付款”四个科目。“专用基

金”按照基金的种类分设了“更新改造资金”、“大修理

基金”、“企业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 励基

金”、“生产发展基金”等明细科目。“专用基金”科目

中的“更新改造资金”、“大修理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和“职工奖励基金”，应按照规定的比例从生产成本或

营业外支出中提取，并按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合理安排

使用。“企业基金”是按工资总额和所规定的比例，在

缴纳所得税以前从所实现的利润中提取。企业提取的

“企业基金”，应主要用于职工福利设施等方面。用于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金方面的数额，最多不得超过当年

提取数的百分之二十。企业提取的企业基金，也可按

规定的比例直接并入“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

金”进行核算。
企业的“生产发展基金”，是按主管部门规定的比

例，从留用的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其使用范围是：①按

企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比例补充流动资金；②自筹基本建

设项目的支出；③挖潜、革新、改造技措项目的支出；④

归还借款。企业按规定的比例补充流动资金时，借（减）

记“专用基金——生产发展基金”科目，贷（增）记“公

积金——企业流动基金”科目。用生产发展基金购建的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时，借（增）记“固定资产”科目，贷

（增）记“公积金——企业固定基金”科目；同时借

（减）记本科目，贷（减）记“拨出基建款”或“专项

工程支出”科目。企业用生产发展基金归还主管部门借

款时，借（减）记“专用借款”科目，贷（减）记“银

行存款”科目；同时借（减）记“专用基金”科目，贷

（减）记“专项工程支出”科目。有些省、市、自治区，
根据需要在“专用基金”科目下，还增设了“公益金”

和“劳动分红”两个明细科目。这样做也可以。“公益

金”是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用于职工集体福利方面的基

金。其使用范围是：①购置或兴建职工宿舍的基 建 支

出；②兴建职工医院，疗养所等项目的基建支出；③其

他公益支出。“公益金”的提留与使用的核算 方 法，与

“生产发展基金”的核算相似，不再重述。
“劳动分红”是从税后利润分配中，发给职工的一

项劳动报酬，是正确处理企业与职工个人关系的有效措

施。凡企业经营管理搞得好的，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以

发给劳动分红。劳动分红的发放标准，职工每年平均所

得，一般应掌握在本企业一个月的平均标准工资水平为

宜。年终劳动分红的结余，可转入“公益金”合并 使

用。发放劳动分红时借（减）记“专用基金——劳动分

红”科目，贷（减）记“库存现金”科目；结转劳动分红

结余时，借（减）记本科目“劳动分红”明细科目，贷

（增）记本科目“公益金”明细科目。
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专用拨款”，如挖潜

革新改造拨款、新产品试制费拨款、科学研究补助费拨

款等，主要来自二轻主管部门（联社），但也有来自外贸

部门、科研机关和其他方面的，应按拨款的种类和拨款

的单位分户进行明细核算。
“专用借款”主要来自银行，如小型技措借款、轻

纺工业中短期专项借款、出口专项借款、中短期设备借

款、短期外汇借款、更新改造借款、大修理借款等，应

按借款种类分户进行明细核算。此外二轻主管部门也可

能从集中的“合作事业基金”中安排一定数额的专用借

款，因而也需要在“专用借款”科目下单独分户核算。

专项资金的占用，设立了“专项存款”、”拨出基建

款”、“专项物资”、“专项工程支出”、“专项应收款”

五个科目。其中“拨出基建款”系指对本企业独立建帐

的建设单位所拨的用于固定资产建设的款项。拨款时借

（增）记“拨出基建款”科目，贷（减）记“专项存

款”或“银行存款”科目。建设单位将建成的固定资产

交付验收使用后，按工程的实际成本，借（增）记“固

定资产”科目，属于用专用基金进行基建的，贷（增）记

“公积金”科目；属于用专用借款进行基建的，贷（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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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转固定基金”科目；属于用专用拨款进行基建的，
贷（增）记 “联社基金”科目。同时，冲转拨出的基建

款，借（减） 记“专用基金”、“专用借 款”、“专 用 拨

款”等科目，贷（减）记本科目。建设单位交来工程剩

余的材料和款项时，按收回数，借（增）记“专项物

资”、“银行存款”等科目，贷（减）记本科目。
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专用基金未硬性规定

专户存储，实际上是允许暂时不用的专用基金参加生产

周转，只要在需要动用专用基金时银行结算户存款能够

保证支付即可。一般来说，专项资金占用的总额总是小

于来源的总额。对于“拨出基建款”、“专项物资”、“专

项工程支出”和“专项应收款”的资金占用，必须控制

在其资金来源许可的范围内，防止超过而挤占 其他资

金。因为这种挤占一般在短期内无法变活，会影响企业

正常的财务活动。

六、利润和利润分配

这类科目包括：“销售”、“上年利润”、“本年利

润”三个科目。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年度决算的利

润，要经主管部门批准，并经税务部门进行所得税汇算

清交后，才能进行分配。这样，在下年初的一段时间

内，上年度的利润还要留存帐面，同时新的年度的利润

又已出现。为了避免混淆，新制度中分别设置了“上年

利润”和“本年利润”两个科目。至于利润的分配，在

年度决算前所进行的任何分配，包括预交所得税，都属

预分性质，应通过“利润分配”科目核算。

“本年利润”中的“产品销售利润”和“其他销售

利润”，循例先通过“销售”科目核算出来，月终结帐

时才转入“本年利润”科目。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

出，则循例直接在“本年利润”科目核算。

由于二轻工业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省以下各级主

管部门的经费开支，多数未列入国家预算，而规定由所

属工业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交管理费解

决。因此企业在核算销售利润时，除了从收入中减去

“销售税金”、“销售工厂成本”、“销售费用”以外，还
要减去“上交管理费”、“才能求出“产品销售利润”。企

业的产品销售利润，加“其他销售利润”，加“营业外收

入”，减“营业外支出”，才是企业的“利润总额”。

按照国家税法，企业每年所获得的利润，要依率计

征所得税，因此在利润分配上，有所谓“税前利润”、
“计税利润”和“税后利润”。按现行规定，企业可以

从税前利润中首先扣除三笔金额：其一是提取“企业基

金”；其二是从专项借款兴建的项目投产后所增加的利

润中归还专项借款的本息；其三是留归企业使用的“三

废”产品净利润。扣除这三笔金额以后，即为“计税利

润”。从“计税利润”中计征所得税以后，称为“税后

利润”。

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税后利润，要按主管部

门制订的收益分配办法进行分配。原则是企业多留少

交。企业留多少，主管部门集中多少；还要区别对待，
不能一刀切。留归企业的部分，还要按照恰当的比例分

为“生产发展基金”、”公益金”和“劳动分红”。
“利润分配”科目核算企业的利润分配情况（亏损

企业亏损的弥补情况也在本科目核算）。本科目下设：

“提取企业基金”、“归还专项借款”、“留给企业的三废

产品净利润”、“预交所得税”、“预交利润”、“预交合作

事业基金”、“利润留成”和“弥补亏损”等明细科目。
根据现行财务制度的规定，提取企业基金、归还专项借

款和留给企业的三废产品净利润，可在缴纳所 得税以

前，从所实现的利润总额中提取，一般应在年终进行帐

务处理：①提取企业基金时，借（增）记“利润分配——

提取企业基金”科目，贷（增）记“专用基金”科目。②

归还专项借款时，按归还数借（减）记“专用借款”科目，

贷（减）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按已完专项借款工

程成本，借（增）记“利润分配——归还专项借款”科目，
贷（增）记“专用基金”科目。③企业用更新改造资金治

理“三废”项目投产后所产产品的净利润，可以在规定

的期限内留给企业继续用予三废治理项目。留用时，借

（增）记“利润分配——三废产品净利润”科目，贷（增）

记“专用基金”科目。

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营所得的利润，在缴纳所得

税前，按规定提用上述几项款项后，即为计征所得税的

利润，企业按季预交所得税时，借（增）记“利润分配——

预交所得税”科目，贷（减）记“银行存款”科目，企

业的税后利润，按照主管部门制订的收益分配办法，按

月或按季向主管部门预交合作事业基 金时，借（增）记

“利润分配——预交合作事业基金”科目，贷（减）记

“银行存款”科目。
“利润分配”科目，年终应保留余额，在下年度开

设新帐时，可将本科目的借（增）方发生额，分项目直接

过入“上年利润“科目的借（增）方，将“本年利润”科

目的贷（增）方余额，直接过入“上年利润”科目的 贷

（增）方，“

上年利润”科目的贷（增）方余额，是等待继

续分配的利润。
“上年利润”科目核算企业上年度的利润（或亏

损）和利润分配（或弥补亏损）的情况，本科目的余额表

示尚未分配的利润和未弥补的亏损。上年度的决算经税

务部门批准，汇算清交所得税时，借（增）记“上年利润”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科目，贷（减）记“银行存款”科目。企业清交所得税以

后，对上年度的税后利润，要按主管部门批准的收益分

配方案进行分配：①企业提取利润留成时，借（减）记“上

年利润”科目，贷（增）记“专用基金（生产发展基金、

职工福利基金（公益金）、职工奖励基金（劳动分红）”

科目②补交或结转主管部门合作事业基金时，借（减）

记本科目，贷（减）记“银行存款”或贷（增）“应付款项”

科目。本科目经过分配和结转以后应无余额。上年度如

系亏损，应留记本科目，按财务制度规定等待处理。

七、特殊经济内容的会计科目

新会计制度所设的39个会计科目，只能核算一般的

经济内容。有的企业有些特殊经济内容，可以根据需要

增设一些会计科目。
1.因参加各种形式的联营而拨出的资金，可以增

设“拨付联营资金”科目，下设“拨付联营固定基金”

和“拨付联营流动基金”两个明细科目，并在“本年利

润”科目下增设“联营利润”明细科目。
2.接受联营投资的企业，可以增设“联营基金”

科目，下设“联营固定基金”、“联营流动基金”明细

科目。
3.因进行国内补偿贸易业务而拨出的资金，可以

增设“拨付补偿贸易资金”科目。
4.向社员或职工筹集股金的企业，可以增设“股

金”科目，下设“固定基金”、“流动基金”两个明细

科目。

5.企业性质的专业公司和有下属独立核算企业

的总厂，可以增设“拨付所属资金”科目，下设“拨付

所属固定基金”、“拨付所属流动基金”两个明细科目。在
所属企业，可以增设“上级拨入基金”科目，下设“上级拨

入固定基金”、“上级拨入流动基金”两个明细科目。

八、会计报表

新会计制度关于会计报表的设计，总的指导思想是

围绕着资金、利润、成本三个指标体系而设置相应的报

表。月报三种，即：①资金平衡表，②利润表，③商品

产品成本表。年报比月报增加三种，即：①主要产品单

位成本表，②生产费用表，③专项资金表。增加的这三

种表中，两种属于成本指标体系，一种属于资金指标体

系。
资金平衡表反映企业在月末、季末、年末全部资金

来源和占用的情况。其内容，按照固定资金的来源和占

用、流动资金的来源和占用、专项资金的来源和占用分

成三段。来源方称“资金”，占用方称“资产”。表列

项目并不完全与会计科目的名称一致。例如：“固定资

产原值”应根据“固定资产”科目的借方 余额填列；

“折旧”在科目名称表中列为资金来源科目，但在资金

平衡表中列为固定资产原值的减项；“固定资产净值”

在会计科目中并无体现；“联社基金”、“公积金”和

“待处理财产损失”，均不是按总帐科目体现，而是按

明细科目体现；“在产品及自制半成品”根据“基本生

产”、“辅助生产”等科目的余额填列；“在途材料”

根据“材料采购”科目月终将材料成本差异转出以后的

余额填列。这说明报表的编制，不是机械地按照总帐各

科目的余额照抄的。报表项目的名称不一定与会计科目

的名称完全一致。报表中恢复“年初数”金额栏，是便

于考察“期末数”比“年初数”有多大变化。
“利润表”反映企业在月份内、季度内、年度内利

润（亏损）的实现和分配（弥补）情况。新的利润表与过去

相比有了较大变化，从表式的结构看，分为“利润计算”

和“利润分配”两大部分，并有补充资料（一）（二）

（三）部分。“利润计算”部分，应该按月、季、年填

报。“产品销售收入”列出其中“门市部产品销售收

入”，是为了考核企业自销产品所占的比重，也便于分

别计算缴纳工商统一税。“利润分配”部分除“已交所

得税”和“本年已交利润”，可以按月、季、年填报外，
其余各项要求在编制年报时填列。关于“应交利润”、
“年初欠交利润”、“本年已交利润”和“期末未交利

润”四个项目的填列方法，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主要

是“年初欠交利润”和“本年已交利润”如何填列。“年

初欠交利润”项目（29行），反映企业在上年末的欠交

利润和合作事业基金，它应包括上年度的欠交数和以前

年度的累计欠交数。上年度的欠交数额，系主管部门批

准的上年度收益分配方案中，应交利润减除上年预交数

后的差额，可根据“上年利润”科目中补交上年利润之

数和结转“应付款项”科目之数填列。以前年度欠交利

润应根据上年度“应付款项”科目中的有关明细科目的

期末余额填列。“本年已交利润”项目（30行），应根据

“利润分配”科目中的预交利润（预交合作事业基金）、

“上年利润”科目中的补交利润和“应付款项”科目中

已交利润合并填列。“应交利润”项目（28行），应根据

税后利润预分配之数填列，“期末未交利润”项目（31

行），系本年度未交利润和以前年度欠交利润之和，即

28行+29行-30行之数。
必须指出，按照上述编制方法所填列的结果，本表

的17行、18行、19行、25行、27行、30行之和，与资金

平衡表的32行“利润分配”项目的期末数出现了一个差

额，即30行上交欠交利润之数。在编制年度报表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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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月数”、栏改成“上年数”栏。“上年数”栏的数额

应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实际分配数额填列。“上年数”栏

31行“期末未交利润”，应与“本年累计数”栏的29行“年

初欠交利润”的数额相等。
成本报表除“商品产品成本表”和“主要产品单位

成本明细表”外，增设了“生产费用表”。增设此表是为

了分析各项生产费用的比重，考核生产费用预算的执行

结果，并为计算工业净产值和国民收入、核定企业流动

资金提供数据。此表的编制方法，与国营工业企业会计

制度的规定完全相同，可参阅《财务与会计》1981年第

4 期所作的说明。

专项资金表系用以反映各种专用基金以及专用拨

款、专用借款的增减结存情况，并可以看出增加的来源

和支用的去向。为便于编制本表，最好采用多栏式的明

细帐。

这次修订会计制度，虽然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但因

情况复杂，仍难免会有一些问题考虑不到。财政部和轻

工业部在“通知”中要求各地一面试行，一面把意见向

上反映。并且指出：目前，二轻集体工业企业的财务制

度正在修订。在新的财务制度没有正式修订下达以前，

仍应按现行财务制度执行。将来财务制度如有修改，会

计制度还要作相应改变。  （全文完）

新老会计叙家常

为

什

么

旧

帐

余

额

必

须

轧

平

？

王

允

祥

小王上班不

久，只见张会计

把上年度的旧帐

余额都轧平了，

就 不 解地问：

“师傅！这些帐

目明明没有清，

你怎么都把它结

平了？”

张 会 计 一

听，就知道小王

的会计基础知识

还欠缺，便耐心

地对他解释说：

比如采购员的周

转金吧，帐面上

虽然还有30元余

额，这个钱本来

是应该在年终全部收回的，新年度再根据需要和

规定预付给采购员，重新建立帐户。但在实际工

作中，为了简化手续，就将余额结转下年。这时

就必须把旧帐轧平，以表示旧帐结束，转至新帐。

结转到新年度的余额，视同新业务的开始。其他

帐户都要轧平，也是这个道理。张会计还解释说，

会计帐簿不允许封存“开口”帐，而必须是“封

口”帐才能存档。所谓“开口”帐是指尚有余额的

帐簿；“封口”帐是指余额都已经轧平的帐簿。这

样做的原因是：第一，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第二，
说明本年度帐面余额全部轧平，没有问题，便于

以后查阅。张会计

说到这里，小王会

意地点点头，并且

高兴地说：“我懂

了！原来在新的一

年开始的时候旧帐

必须轧平。”

简讯

三

机
部
举
办

总

会
计
师

进
修
班

郭
坦

如

三
机
部
最
近
在
郑
州
举
办
了
一

期
总
会
计
师
进
修
班
。
进
修
班
学
习

的
方
法

，
采
取
讲
课
、
自
学
与
讨
论

三
结
合

。
学
习
的
课
程
有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问
题
、
企

业

管

理

概

论
、
计
划
管
理
、
质
量
管
理
、
劳
动

管
理
、
物
资
管
理
、
成
本
管
理
、
财

务
管
理
、
系
统
工
程
、
电
子
计
算
机

应
用
、
管
理
会
计
、
会
计
报
表
的
审

查
与
分
析
、
经
济

核
算

制

等

。
此

外
，
还
举
办
了
国
外
经
济
管
理
、
税

务
等
专
题
讲
座
。

参
加
学
习
的
是
大
中
型
企
业
的

总
会
计
师
和
副
总
会
计
师
。
他
们
通

过
学
习
，
联
系
实
际
写
了
专
题
论
文

三
十
篇
。
大
家
一
致
认
为

，
举
办
这

样
的
进
修
班
非
常

必
要
、
非

常

及

时
，
它
对
提
高
企
业
管
理
水
平

，
将

产
生
积
极
的
推
动
作
用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法规简介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搞好会计制度的建设——《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简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