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应交税金——应交土地增值税  1 713 000

贷：银行存款  1 713 000

3.补交 1994 年度土地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1993年 12 月 13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自 1994 年起施行，之后，财

政部于 1995 年 1 月 27 日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按照

《实施细则》关于“1994 年 1 月 1 日至本细则发布之日

期间的土地增值税参照本细则的规定计算征收。”的规

定，对于 1994年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没有交纳土地

增值税的企业，应按规定补交。由于 1994 年年终已结

帐，企业补交应由已实现的 1994 年经营损益负担的土

地增值税，只有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补

交的土地增值税，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贷记

“应交税金——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实际补交时，借

记“应交税金——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

（作者单位：财政部会计司三处） 责任编辑  袁 庚

有关我国《会计法》的几个问题
——纪念《会计法》施行十周年

杨时展

三
（六）具体说来《会计法》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会计工

作进行了规范

这个问题具体请看《会计法》第二、第三、第四各章

及其他有关条文，本文只加摘引。

（1）在会计核算方面，规范了以下各点：

一、会计制度的规范。会计科目、会计凭证、帐簿、

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遵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并特别规定，必须保证会计资料的合法、真实、准确、完

整。不得造假凭证、假帐簿、假报表。

二、会计事项的规范。

三、会计年度的规范。

四、记帐本位币的规范。

五、会计程序的规范。

六、会计档案保管的规范。

（2）在会计监督方面，规范了以下各点：

一、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受理。

二、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退回更正，补

充。

三、帐实不符的，按照规定手续，使它相符。

四、对违法的收支不 办理。

对违法的收支，首先应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

效，则以书面报告单位领导人，要求处理，否则，会计人

员应承担责任。

五、对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应向主管

单位或财政、审计、税务机关报告，由他们负责处理。

六、各机关必须接受财务、审计、税务机关的监督，

向组织如实提供会计凭证、帐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及有

关情况，不得拒绝、隐匿、谎报。

伪造、毁灭各种会计资料，利用假凭证及各种会计

资料偷税或损害国家及公众利益的，由财政、审计、税

务机关等追究责任。

（3）在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方面，规范了以下各

点：

一、每个有条件的单位，都要根据需要，设置会计

机构和会计人员，不具备条件的，可将帐目委托注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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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机构代办。

二、会计人员应具备必要的专门知识。总会计师应

具有会计师以上的专业职称。

三、各主管单位对所属会计人员的任免、保护、撤

免上的责任。

四、会计机构内部应建立稽核制度。

五、出纳人员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及收

入、费用、债权、债务等帐目的登记工作。

（七）作为法定的受托责任人，各单位的领导，对会

计法的贯彻，负有哪些责任？《会计法》应如何贯彻？

这个问题很重要。

从《会计法》的精神看，《会计法》主要是以各单位

的领导人为对象的，是单位领导人领导办理本单位会

计工作时应遵守的法，不只是会计人员应遵守的法。各

单位的领导人是这个会计实体的独一无二的法定受托

人，而不是会计人员；出资人是将资金、资本交托给这

个单位的领导人来保值、增值，而不是交托给会计人

员；是单位领导人对资金或资本的运作过程和结果负

报告的责任，也不是由会计人员。会计人员只是在这个

受托单位领导人的领导下分管会计工作，整个会计工

作搞得好不好，委托人满意不满意，责任主要在单位领

导人而不在受其领导的会计人员。从目前一些单位领

导人对会计工作和《会计法》的这种似乎和自己不相

干，因而也不关心、注意的态度看，这些领导人对自己

在会计法上所负的责任是十分模糊的，其责任感是十

分淡薄的。

单位领导人根据《会计法》应负的责任散见于本法

的各章之中。集中起来，有以下各项：

（1）按照本单位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

或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

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设置会计科目和帐簿（第 12

条）。这里说的是“各单位”，不是会计机构或会计人员。

（2）领导本机关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

依照本法的规定，办理会计事务，进行会计核算，实行

会计监督（第 3、4 条）；并保障会计人员的职权不受侵

犯，不受打击报复（第 4 条）；对有成绩的会计人员给予

奖励（第 4条后项）；对受到错误处理的，按照上级意见

纠正（第 23 条）；对不宜担任会计工作的，按照上级责

成，予以撤免（第 23条）。

（3）保障会计资料合法、真实、正确、完整（第 4

条），不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帐簿，报送虚假的会计

报表（第 10 条）。

（4）接受财政、审计、税务机关的监督，如实提供会

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和有关情

况，不得拒绝、隐匿、谎报（第 20 条）。

（5）建立财产清查制度，保证会计记录与实物、款

项相符（第 13 条）。

（6）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根据帐簿记

录，编造会计报表（第 14 条）并由单位领导人在报表上

签名或盖章（第 14 条后项）。

（7）建立会计档案制度，保管会计凭证、帐簿和会

计资料（第 15 条）。

（8）监督本单位会计主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

（9）不遵守上述本法第二章关于会计核算规定的

各节，情节严重的，受行政处分（第 25条）。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受行政处分的人员，是单位领

导人和会计人员。

（10）变造 、伪造或故意毁灭各种会计资料或利用

虚假的会计资料，偷税、漏税、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

要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第 28 条）。

（11）对会计人员提出要求处理的违法收支，要在

十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对决定承担责任（第 19 条），

逾期不作出处理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受行政处分，

给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28 条），这里要追究的，还是单位领导人。

（12）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

28 条），这里要追究的，自然亦是单位领导人。

请注意：1993 年修改后的《会计法》，只 30 条，其中

直接提到单位和单位领导人的，计 16 条，其余各条，甚

至全部《会计法》的逐字逐句，都无不和单位领导人有

关。我们吁请各单位领导人对《会计法》的贯彻，给予充

分的注意，不只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也为了

单位领导人自己切身的利益。

会计人员及会计主管人员对贯彻《会计法》应负的

责任，《会计法》第 21— 27 条及第 18、19 条均有规定，

我相信，会引起会计和会计主管人员足够的注意。

比起 1985 年《会计法》，1993 年修改后完善、合理

得多，如果能够贯彻，必将大大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

序，大大捉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使本法得

以贯彻？除吁请广大单位领导人注意外，是否就以下各

点，予以考虑：

（1）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法》，在贯彻过程中分别在

北京，深圳，海口抓了几个重大典型，整肃了一下，起了

良好作用。《会计法》的贯彻，是否也抓几个典型，狠狠

处理一下，并借此宣传一下？

目前，对假冒伪劣商品，打击得很认真，大得民心。

伪造假凭证、假帐簿、假报表，对国家和公众的危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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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过于假冒伪劣商品，为什么反而听之任之？

假冒伪劣商品可以打击，假凭证、假帐目、假报表为什

么不可以打击？

（2）《会计法》的能否贯彻，关键在单位领导人，财

政部是否可以考虑专发一个文件给各单位领导人，列

举上述几点应负的责任，以期引起单位领导人的特别

注意？领导人违反《会计法》，应该说，故意者少，法盲者

多，特别向单位领导人提醒一下，然后选择少数违法情

况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予以打击，触动一下，可

能会对《会计法》的贯彻有好处。

（3）《会计法》只 30 条，太概括了，不少问题不加补

充，执行有困难。因此，是否考虑制定一部《会计法》的

施行细则，具体补充一下。为了改变目前我们会计立法

过多，过滥的局面，是否考虑一下，将《会计法》颁布以

前所颁发的《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制会计凭证办法》、

《会计核算工作若干规定》、《会计工作规则》、《会计人

员工作规则》……等等，统统明令废止，而将其精神写

入《会计法施行细则》中，使以后我国的会计工作，除依

循《会计法》、《会计法施行细则》、《会计准则》外，再不

必考虑其他，以便集中注意，加强贯彻。

（4）在今天中国，法的贯彻，比法的制定困难得多，

为了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的局面，全国人大

常委会是否考虑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监督、确保人

大公布、施行的一切法律的贯彻？一有违法情事，则两

罪并举。如何？

一句话，《会计法》施行十年了，如何将其作用发挥

得更理想，有待于全国上下共同的努力。一个国家，法

行则强，法削则弱，无法则亡，史有明鉴。为了我们这个

来之不易的今天，也为了我们的更美好的明天，我们在

法的贯彻问题上要抓得紧，抓得更紧。 （全文完）

责任编辑  秦中艮

业务与技术

介绍运用《工 作 底稿 法》

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

应仁贵

众所周知，《财务状况变动表》（以 下简称《变动

表》），是编制难度较大的一张会计报表。对无操作经验

的财会人员来说，如果直接根据帐面记录分析编制该

表，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待最终出现左右两方流动资

金增加净额不等时，再回过头来寻找差错，工作量就大

了。为解决编表中的难点，笔者曾试用《工作底稿法》编

制该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介绍如右：

资产负债表

1993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千元

第一步：编制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以下简称《比较表》）是按照资

产负债表格式增添一栏“增减数”加工而成。通过期末

数与期初数相减，其正值为增加数；负值为减少数。现

将简化了的《比较表》格式及实例列示如下：

上述表内流动资产增减数（A）减去流动负债增减

数（B），即等于《变动表》右方流动资金增加净额（1 000

— 200= 800）。表内非流动负债增减数（D）减去非流动

资产增减数（C），即等于《变动表》左方流动资金增加净

额（5 150— 4 350= 800）。据此计算，左右两方流动资金

增加净额是相等的，满足了《变动表》最基本的要求。从

《比较表》中不难看出，《变动表》右方的流动资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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