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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前 言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使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对
该行业管理规范的要求日益提高，对旅游业人力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作为旅游企

业管理工作重要部分之一的会计信息系统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旅游会

计学》一书的编写，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需要，满足加强旅游企业管理

与核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的培养需求。
此书主要针对非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或在职人员的学习，因此，其中包括了会计

学原理、财务会计学以及旅游企业特殊的经营业务会计核算的基本知识，以满足只

开设一门会计学的专业教学计划。本书在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与关联性 的 前 提 下，
突出重点、精选例题、讲解尽可能简洁明了，以适应非会计专业学生学习 专 业 性 比

较强的会计学之需。
全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旅游会计学概述和第二章旅游会计 核 算 方 法 是 本 书

的基础，也是会计学原理的主要内容；第三章至第十一章是旅游会计实 务 的 部 分。
其中，第三章至第八章是对会计要素基本内容的会计核算，在基本原理基础上更多

地体现当前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第九章集中体现了旅游企业经营 业

务的核算（虽然其他章节也有涉及）；第十章是旅游会计报表的编制和解读；第十一

章是旅游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介绍。本书在正文内容之外，在各章正文之 后 都 安 排

有思考题和练习题，以 帮 助 学 习 者 复 习 和 自 我 检 查 学 习 效 果；有 些 章 节 还 附 有 案

例，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论结合实际地解决问题。
在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于２００６年２月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

政策发生了许多改变，本书恰在此时出版，尽可能吸收最新的准则内容，反 映 会 计

制度的最新发展。
本书由谷卫主编，董红任副主编，主编拟订了写作提纲并进行了全书的总纂和

定稿。本书参编者：董红（第一、二、十章），谷 卫（第 三、四、五、六、七、八、九 章），潘

玉香（第十一章）。在编写过程中，南开大学会计系研究生王丽敏、王凤娟两位同学

参与了部分章节的起草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于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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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会计学概述

第一节　旅游会计学研究范畴

　　一、旅游会计学研究对象

在现代社会中，旅游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加、余暇时间的增多，游山玩水、旅行观光、探 亲 访 友、疗 养 购

物等休闲娱乐活动，已成为大众消费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经营者通过为

旅游者提供食、住、行、游、娱、购等服务，来满足旅游者消费需求并获得收益。以旅

行社业、旅游交通业、旅游饭店业、旅游景区景点业和旅游产品加工业为 主 的 旅 游

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要产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旅 游 企 业 是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会计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因 此，旅

游企业必须加强会计核算和监督工作。
旅游业是以旅行社业、旅游交通业、旅游饭店业、旅游景区景点业、旅游产品加

工业为主的一个关联性很强的综合性产业，涉及工、商、贸、服务 等 行 业，上 下 游 产

业链条关系比较紧密，因此，其会计核算有自身的特点。
旅游会计学是以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景区景点企业等服 务 性 行 业 为 会 计

主体，以旅游企业经济活动过程中资金运动及其结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一

门将会计基本理论与旅游企业的业务实践相结合的行业会计学。
会计属于人类的经济管理活动范畴，其目的是为了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会计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产生于人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信息记载、交流和管 理 的 需 要。
会计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各个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在经济活动中，人 们 总 是 力 求 以 较 少 的 劳 动 耗 费，取 得 尽 可 能 多 的 劳 动 成 果。为

此，人们认识到，很有必要把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具体内容，包括生产经营的投入、
耗费、成果及资金状况进行数量和价值方面的记录和计算，通过比较、分析和考评，
将相关信息整理成册，编制成易于阅读的报表，为信息的使用者了解情 况、进 行 预

测、做出决策提供参考，为国家征缴税收提供依据。于是会计就 产 生 了，并 逐 渐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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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专门的职业。
旅游会计学是旅游业从业者的必修课程之一。在此 特 别 指 出，旅 游 产 品 加 工

企业属于工业范畴，可参考工业企业会计学；旅游交通企业属于交通运 输 业，可 参

考交通运输业会计学，这两者不作为本书的阐述对象。

　　二、旅游会计学的特点

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旅游会计学与一般会计学具有同一 的 会 计 核 算 的 前

提、原则，会计循环、会计要素的具体核算方法，以及会计报表的 编 制 方 法，但 行 业

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旅游会计核算独有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１．综合性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社会服务行业。为了充分满足旅游消费者食、住、行、游、
购、娱等方面的要求，一些大型旅游企业一般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综合 性 的 服 务

项目。如 大 型 旅 游 饭 店 的 经 营 业 务 不 仅 有 客 房、餐 饮 服 务，还 涉 及 商 务、销 售、娱

乐、健身及导游、交通等多个领域。旅游企业这种涉及面广、业务 内 容 比 较 繁 杂 的

情形，就要求会计分别核算各类经营业务的经营成果，最后加以汇总。

２．复杂性

旅游企业除提供劳务服务外，还不得不从事一定程度的生产 加 工 和 商 品 销 售

业务。这样，旅游企业就同时具有生产、销售和服务三种职能，因 此 在 会 计 核 算 时

就要根据不同类别的经营范围，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这使会计核算具 有 复 杂 性

特点。如旅游饭店的餐饮业务中，将食品和菜肴进行加工烹制具有工业 企 业 的 性

质；将食品、菜肴提供给消费者，又具有流通企业的性质；同时，为消费者提供场地、
设施以及优质服务，又具有服务企业的性质。

３．涉外性

旅游企业经营活动不仅限于国内还要涉及境外，接待任务不 仅 涉 及 国 内 居 民

还涉及入境外宾，故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必须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条例和外汇兑换管

理办法，办理外汇存入、转出和结算业务。在企业会计账户中，需 采 用 复 币 记 账 方

法，并计算出汇兑损益。

４．季节性

旅游企业全年经营收入不很稳定，受季节性影响较重。如“五一”、“十一”、“春

节”黄金周，受大众集中休假的影响，业务收入比较集中；而在非节假日，业务清淡，
收入微薄，这使得经营利润呈现季节性波动。

５．敏感性

旅游企业受政治、经济、气候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反应敏感。如疫情、
战争、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等对旅行社的业务影响巨大，有可能导致经营 收 入 大 幅

度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这些影响属不可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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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相关性

任何旅游活动都不是单一旅游企业所能完成的，都需要许多机构的相互配合，
相关性很强。如与各旅行社、饭店、车队、民航、铁 路、轮 船 公 司、景 点，以 及 与 财 务

有关的银行等有关单位的联系极强，业务联系密切，相互间的影响较大。

第二节　会计的含义

会计是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遵 守 既 定 规 则，采 用 专 门 的

方法和程序，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向有关

方面提供经济信息，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管理活动。

　　一、会计的概念

随着会计的发展，其内涵在不断地丰富，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总的来看

有这样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工具论、方法论、信息系统论和管理 活 动 论 等。这 些 观

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会计究竟是一个信息系统，还是一项管理活动上。
持有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观点的人认为，会计主要的功能是通过货币计量，对

一个企业单位经济活动的信息，进行全面、连续、系统的记录、计 量、分 类 汇 总 和 对

外报告，旨在通过信息的加工和披露，反映该单位资金循环周转的状况与状态。所

以将会计含义定位于它是一个信息系统。
不同意此观点的人认为，会计对信息的记录和计量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因为

一个企业单位的会计活动是为其管理的需要而进行的，是为管理服务 的。所 以 应

将会计含义定位于提高单位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
我们认为，两种观 点 之 间 并 没 有 根 本 性 的 冲 突，并 非 完 全 对 立。因 为，会 计

是一种较特殊的活动，它是为一个企业组 织 的 管 理 而 服 务 的，是 企 业 管 理 活 动 的

组成部分，但同时由于公允性和客观 性 的 要 求，它 又 具 有 一 定 的 独 立 性 特 征。不

管是企业组织、事业单 位 还 是 国 家 政 府 机 关，会 计 都 是 一 项 基 础 工 作，会 计 信 息

是一种基础信息资料，为不同的人以不同 的 目 的 加 以 利 用，它 本 身 具 有 独 立 存 在

的意义。
因此，可将会计的含义概括为：会计是以提高经济效 益 为 目 的，以 货 币 为 主 要

计量单位，采用现代化的专门方法，对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进行核算和管理的

系统。

　　二、会计的职能

会计的职能是指会计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从会 计 的 含 义 中 可 以 看 出，会

计有两项最基本的职能———核算职能和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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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的核算职能

核算职能也可以称为反映职能。它是通过 确 认、记 录、计 量 和 报 告，反 映 经 济

活动过程全面、完 整 和 系 统 的 信 息 资 料 的 功 能。这 是 会 计 的 一 项 最 基 本 的 职 能。
为经营管理决策提供信息依据是会计的专司职能，是会计得以存在的 基 础。虽 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但是一个组织的经营管理对各种

基础信息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所以会计的这项职能不会改变。
会计核算职能是以计量作为其特征的，与其他计量技术相比，会计核算职能有

如下一些特点：

１．会计核算以货币计量为主，货币是一般等价物，通 过 货 币 的 计 量，所 有 能 用

货币计量的信息可以加以汇总，因此，会计信息具有综合性特点。

２．会计核算具有连续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所 谓 连 续 性 是 对 整 个 经 济

活动过程进行不间断的核算；所谓完整性是对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全部经济业务 无

遗漏地进行核算；所谓系统性是对经济信息进行科学的分类汇总，使分散的数字变

为了有机的整体。
（二）会计的监督职能

会计监督职能是指会计机构、会计人员通过会计工作对组织 的 经 济 活 动 全 过

程进行监督与控制。由于会计信息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十分重大，所以会 计 工 作 的

规范性很强，会计活动受包括会计法律法规、准则制度和职业道德在内的规范体系

的约束。正是由于会计自身的规范性，所以会计在处理经济业务时，有检查审核经

济业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功能。会计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１．经济业务发生的过程中合法性合规性的检查。企 业 经 济 业 务 的 发 生，必 须

符合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规，符合国家的统一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防 止 违 法、违

规、违纪的事项发生，维护正常良好的经济秩序。

２．经济活动过程的合理性有效性的检查。经营计划、财务预算的经济指标，主

要是财务会计指标，因此，会计信息就成为企业检查、监督和控制其经济 活 动 目 标

完成情况的依据和标准。既可以通过财务会计指标制订计划和预算，进 行 事 前 的

控制，又可以通过对 经 济 活 动 过 程 及 其 结 果 的 记 录 与 计 量，对 比 计 划 与 预 算 的 目

标，进行事后的检查。
会计核算职能与监督职能是会计活动本身所固有的功能，它 们 之 间 既 有 区 别

又有联系。会计核算虽然有它独立性的一面，但它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是为经济

活动的计划、控制和决策提供依据，没有了参与管理的目的，会计的核算 也 就 失 去

了意义；会计监督是以会计核算为基础和依据的，没有会计的核算，也就无法监督。
所以会计核算职能与会计监督职能是会计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两项相互联系的基

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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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旅游会计的目标和任务

　　一、旅游会计的目标

目标是指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旅游会计目标的 定 位 就 是 搞 好 信 息 系 统，

做好管理工作，维护相关各方经济利益。
（一）建立有效、灵敏、安全的会计信息系统

通过建立会计信息系统向信息使用者及时提供可 靠、有 用 的 会 计 信 息。我 国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于企业会计核算的目标作了明确规定：会计提供的信息

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方面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的需要。现代社会，会计信息的 使 用 者 很 多，一 般

包括投资人、债权人、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证券管理机构、旅游 企 业 管 理 当 局、社

会公众等。
（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维护有关各方经济利益

即通过对旅游企业经营管理行为进行预测、决策、控制，开展业绩评价，实现有

效的会计监督；通过有效组织资金运动，合理进行收益分配，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

使资产保值增值，维护好各方经济利益。

　　二、旅游会计的任务

会计的任务，就是为了充分实现会计的职能、目标，是 会 计 在 实 践 中 应 该 完 成

的工作。它取决于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对象以及经营管理的目的和要求。旅游会计

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做好会计核算工作

旅游企业会计通过正确、及时、准确地确认和计量经济活动、核算经营成果，向

管理者提供准确可 靠 的 信 息，以 便 于 管 理 者 进 行 合 理 的 决 策，加 强 内 部 的 各 项 管

理，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向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 门 提 供 会

计核算信息，以便于国家全面地掌握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活动情况，编制国民经

济计划，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和综合平 衡；向 投 资

者、债权人等各有关方面提供会计核算信息，以便他们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做出符合切身利益的投资决策。
（二）做好会计监督工作

会计监督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也是会计工作的一项 基 本 任 务。每 个 单 位 在 资

金运动过程中，其发生的每一项具体的经济业务，都往往涉及与财经法律、法规、制

度以及财经纪律有关的规定，所以，每个单位的资金运动过程，同时也是 执 行 财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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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制度和财经纪律的过程。因此，旅游企业会计监督的主要任务包括：按

照经济管理的目的和要求，监督和控制经济活动过程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监督各项

财产物资的收发、转移、保管、使用和报废是否合乎程序，是否遵循了财务制度和财

经纪律；监督各项收入、支出和费用是否合理、合法，是否执行了 计 划 或 预 算；监 督

成本和盈亏的计算是否真实正确，是否完成计划或预算；保护企业的经济资源和其

他财产的完整，抵制不法行为和违法收支以保护国家和群体利益，维护所有者和债

权人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地向前发展。
（三）做好管理工作

制订计划是企业管理活动的开端，在制订计划时，管理人员需要透彻地了解和

发现问题，寻找处理问题的方案，设想或预测每一种方案采用后可能产生的结果并

从中选出最佳方案，制订实施该方案的具体计划和预算。在此过程中，会计人员不

仅要为草拟、选定方案、计划、预算提供信息，而且还要参与分析 各 种 方 案、计 划 和

预算的可行性及利弊得失，为最终计划的确定献计献策。在计划实施过程中，会计

人员还要采取各种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计划和预算的执 行

情况进行考核和分析。对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的考核和分析，实质上就 是 对 资 金

运动的考核和分析。其目的是为了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找出问 题 和 差 距，分 析 原

因，挖掘潜力，制定改善经营管理的措施和决策，促进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最终达

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第四节　会计核算规则

在会计核算开展之前，要对会计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活动规则先行设定。

　　一、会计基本假设

会计基本假设也称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是会计核算工作 开 展 的 基 本 前 提

条件。假设就是情景设定，有如开展足球比赛，比赛前要先设定 场 地 该 有 多 大，比

赛时间该 有 多 长，场 上 该 有 几 个 队，各 队 有 几 人，踢 什 么 样 的 球 等，主 体、客 体、空

间、时间都一一提前约定，并公示出来，使其得到参赛者、公众的 认 可、接 受 和 共 同

遵守，这样才能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同理，会计作为一项经济管 理 活 动，有 必 要 对

会计情景做出包括主体、客体、空间、时间等方面的合理假定和限定，使较为复杂而

且变化不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转化为特定的会计环境，使其范围、对象、计 量 手 段 统

一化、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标准，这样核算出来的经济效益、财务状况等 指 标 才 具

有公允性、可比性。会计假设具有会计公理的性质，是人们在长期的会计实践中逐

步认识和总结形成的，是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按照国际惯例，我国会计准则确定的会计假设包括 四 个 方 面：会 计 主 体 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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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
（一）会计主体假设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活动特定的空间范围，表现为特 定 企 业 或 单 位。会 计 主 体

假设的内容是指会计活动应以一个独立的实体组织为其主体，从而站在这个主 体

的立场上，独立地反映该实体所发生的一切经济活动。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它应

该具备一些基本条件：①具有独立的财产；②能独立承担经济责任；③独立经营，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
会计主体假设提出的意义是：以某个特定主体的经济业务为会计核算对象，能

够独立地和客观地反映该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在现代经济生 活 中，企 业

与外界有着大量的经济往来业务，形成了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尤其是企 业 与 其 所

有者之间的关系最为特殊，是同一会计主体；而投资者与其所投资的企业是相互独

立的两个主体，因此是两个不同的会计主体。只有严格明确不同会计主 体 之 间 的

界线，才能独立和客观地反映不同主体各自独立运作的情况和结果，才符合不同主

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客观要求。
会计主体与法人主体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法人在经济上必然是独立的，因而

法人主体一般应该是会计主体，但是构成会计主体的并不一定是法人 主 体。任 何

企业，无 论 是 独 自、合 资，还 是 合 伙，都 是 一 个 会 计 主 体。在 企 业 规 模 较 大 的 情 况

下，为了便于掌握其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和收支情况，可以将分支机构作为一会计

主体，要求其定期编制会计报表。此外，在控股经营的情况下，母 公 司 及 其 控 制 的

子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同时都是会计主体，但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母 公 司 和

控股子公司这些独立的法人组成的企业集团可被视为一个会计主体，母公司将 其

控股子公司的会计报表予以合并，通过一份会计报告反映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 况

和经营成果。
（二）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是指会计核算时不考虑破产清算因素，以会计主体持续、正常的经营

活动为前提，是对会计主体生存态势的一种限定。如果处于破产、解体、重组、兼并

等清算态势，则不适用于该核算体系。
持续经营态势是指会计主体按照其现在的经营方针、形式和 目 标 能 够 持 续 地

经营下去，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面临破产清算。企业所持有的资产将按原定用

途使用，企业所承担的债务、债权能按照承诺的条件得以收回或合理清 偿，企 业 发

生的有关预付、待摊或预提、待付等项费用能在受益期间内正常分配，以 保 持 财 务

成果的真实合理。
提出持续经营假设，是因为企业持续经营是长期的态势，清算结业是短暂的活

动。会计核算是为正常的长期的经营态势服务的，会计原则、方法及程序也是在此

基础上建立的。例如，对固定资产应按原始价值入账，固定资产的耗损应按其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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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分期计提折旧摊入成本。如果没有持续经营这一前提，则要考 虑 企 业 清

算因素。在清算条 件 下，固 定 资 产 的 价 值 必 须 按 实 际 变 现 价 值 计 算，不 再 计 提 折

旧。为了解决这种企业经营态势的不确定性给会计核算带来的困惑，持 续 经 营 假

设被提出，作为组织会计核算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持续经营假设不仅是制定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的基础，也为 在 货 币 计 量 假 设

的基础上进行资产价值的确认提供了理论前提。由于假设企业是持续不断地经营

下去的，因此固定资 产 的 价 值 不 能 一 次 全 部 记 入 成 本 费 用，而 必 须 采 用 折 旧 的 形

式，在其使用年限内分期地记入成本费用；由于假设企业是持续不断经 营 下 去 的，
当企业的经营收益和费用的发生与其货币收支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时，企业才 可

以不限于只能以是否收到现金作为收益是否实现的标准；由于假设企业是持续 不

断地经营下去的，因而在一个营业周期结束之后，首要的任务是以获得的收入补偿

已发生的耗费，剩余的份额才是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即利润，从而产生了 区 分 收 益

和资本的必要。
（三）会计分期假设

会计分期，又称会计期间。它是将会计主体连续不断 的 经 营 活 动 人 为 地 划 分

为若干个期间，用来分期提供会计主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信 息。它 是 对

会计核算的时间限定。
从理论上来说，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只有等到企业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最终

结束后，才能通过收入和费用的归集，计算出准确的净收益。但 是，实 际 上 这 是 行

不通的。因为，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政府财税部门、管理部门需要定期了解企业

的经营情况，客观上需要人为地将企业持续的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 短

相同的期间，以反映企业某一时间段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种人为的分期就是

会计期间。
会计期间划分的长短会影响损益的确认，一般讲，会 计 期 间 越 短，反 映 的 经 济

信息质量就越不可靠；当然，会计期间的划分也不可能太长，太长了难以 满 足 信 息

使用者的即时要求。因此，必须合理地划分会计期间。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了我国企业的会计期间按年度划分，以公历年 度 为 一 个

会计年度。这一规定，一是考虑到我国的财政年度采用的是公历年度，为了便于国

家的财政管理，会计年度应当与财政年度相一致；二是国际上一般也是采用公历年

度作为会计年度，即从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另外，也

可以营业年度为会计年度，即以业务的经营周期作为一个会计年度的 起 讫 期。会

计年度确定后，一般按日历确定会计半年度、会计季度、会计月份。因此，企业编制

的会计报表，就有年报、中报（半年报、季报、月报）之分。
会计期间的划分对会计核算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 有 了 会 计 期 间，才 产 生 了

本期与非本期的区别，才需要对经济事项的归属期进行确认，从而才产生了权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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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记账基准。
（四）货币计量假设

货币计量是指会计核算应以货币作为统一的主要计量单位，记 录 和 计 量 会 计

主体的财务活动情况。它是对会计核算计量工具的限定。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衡量一般商品价值的共同尺

度。货币计量这一前提为会计核算提供了一个通用的量化标准，通过采 用 这 种 标

准可以将旅游企业所发生不同的事项换算为可以进行加减的币值数字，有利于 使

用者对会计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利用。所以，会计信息是综合性信息，反映企业全

面、完整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以货币作为统一计量单位是建立在币值基本稳定

的基础上的，如果币值变动超过一定的范围，货币计量假设就失去了基 础，这 一 前

提也应有所调整。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因而，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我国的会计核算以人

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一律通过人民币进行账簿反映。有外币

存款的旅游企业，按照《旅游饮食服务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在账上记录外币金额

和折合为人民币的金额。对于业务收支以外币为主的外资旅游企业，规 定 可 以 选

定某种外币作为记 账 本 位 币，但 在 编 制 和 提 供 会 计 报 告 时，应 当 折 算 为 人 民 币 反

映；对于我国在境外设立的企业，一般是以当地的货币进行经营活动，以 当 地 的 货

币进行日常会计核算，但是为了便于国内报表使用者能够及时了解其财务状况 和

经营成果，企业在向国内报送会计报告时，应当折算为人民币反映。在会计核算中

还会涉及其他计量单位，如消费人次、床位数、设备数量等，这些计量单位只是辅助

性的计量单位。
综上所述，会计主 体、持 续 经 营、会 计 期 间、货 币 计 量 等 假 设 是 会 计 核 算 的 前

提，离开了它们，一切会计活动便无法正常开展，因此它们是任何单位组 织 会 计 核

算工作都应当具备的情景限定。

　　二、会计核算一般原则

会计核算一般原则是指开展会计核算工作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它是衡

量会计核算是否规范的裁判尺度，是会计核算工作应当达到的基本要求，犹如足球

比赛，限定了场地、人数等前提条件外，具体如何开展比赛，是用 脚 踢 球，还 是 用 手

推球，要提前在比赛规则中约定，公示出来，让大家共同遵守，以此作为运动员在场

上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并由裁判在足球比赛中依此执法，犯规的要给予 处 罚，使 比

赛具有公平性和观赏性。会计核算是一项有公信力和交流性的活动，必 须 要 有 统

一的规则供大家遵守。根据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的我国《企业会计制 度》的 规

定，会计核算一般原则包括１３项内容，即真实性原则、实质重于 形 式 原 则、相 关 性

原则、一致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明晰性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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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历史成本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原则、谨慎性原则及重要性原则。
我国１３项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根据其在会计核算 中 的 作 用，大 体 可 以 分 成

三大类：
（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原则

会计信息要具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因此，会计核算要遵守客观性、可比性、一致

性、相关性、及时性、明晰性原则。

１．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又称真实性原则，是指会计核算必须以实际发生 的 经 济 业 务 及 证

明经济业务发生的合法凭证为依据，如实地反映企业各个阶段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资料可靠，不得掩饰，不得弄虚作假等。
客观性原则是对会计核算及信息处理工作的基本质量要求。会计提供的信息

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及有关方面进行决策 的 依 据。如

果会计数据不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甚至歪曲、捏造 事 实，那 么

它不但不能发挥会计应有的作用，甚至会误导信息使用者，导致经济决 策 失 误，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
具体讲，客观性原则要求会计核算的对象应该是合法的，对已发生的经济业务

必须有合法合规的原始发票、收据、支票的存根等凭证来证明其发生，不 受 主 观 意

志或感情的支配，并作为编制记账凭证的依据；会计计量、记录的对象必 须 是 真 实

的交易、事项；会计报告必须如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状况。只有这样，在核算同一经

济业务时，不同会计人员根据相同的原始资料和证据，按相同的会计程序和方法计

量，才会得出相同或相似的、具有可检验性的结果，这样所编制的会计报 表 不 会 出

现与账簿不相符的现象。
要做到客观真实，会计人员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和职 业 操 守，加 强 职 业 判 断 力，

实事求是，不做假账，保证所取得的一切会计资料都符合真实的交易或 事 项；保 证

每一项会计记录都要以合法的审核无误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对于不真实或不合 法

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对于记载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凭证应当退回、补充 或 更 正；对

于经济业务的记录 和 处 理 要 做 到 不 偏 不 倚，符 合 客 观 实 际，以 保 证 会 计 信 息 的 客

观、真实、可靠。

２．可比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是指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会

计核算口径应当一致，互相可比。
具体讲，可比性是指不同企业的同类交易或其他相同事项的确认、计量和记录

的方法要基本一致，同一会计指标要有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定义和特性，会计报表中

的同一项目计算口径、计算范围和方法要基本一致，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的规定选择会计政策，以达到会计信息横向交流的目的，满足我国政府在不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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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业之间的会计信息资料相互可比要求，使之能够通过比较各部门的经济效益，
决定国民经济发展 战 略，调 节 国 民 经 济 结 构，从 而 实 现 资 源 在 整 个 社 会 的 合 理 配

置；满足企业经营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使之能够及时了解市场变化，提 高 企 业 对

市场的应变能力；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使之能够通过比较不同

财务报告，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３．一致性原则

一致性原则又称一贯性原则，是指企业的会计程序和会计处 理 方 法 前 后 各 期

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以使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
在会计核算中，企业对同一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往往有多种核算方法可以选

择，这些方法都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中所允许的，企业可

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进行选择，一旦选定了某一会计核算方法和程序，应在较长时

间内尽量不要变更，这样企业连续各期报告才可互相比较、分析和评价。如果企业

在不同时期应用不同的方法或程序，就可能会造成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会是永久

性的不可消除的差异。如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变动，可能会显著影响其 对 外 报 告

的净收益和资产负债表的内容，从而造成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
当然，一致性原则，并不否认企业在必要时对所采用的会计程序和会计处理方

法做适当变更。当企业的经营情况、经营范围、经营方式或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发生

重大变化时，企业也可以变更会计核算方法，但应当在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变更的

内容和理由、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以及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的理由等。

４．相关性原则

相关性原则又称有用性原则，它是指企业会计核算提供的信 息 应 当 与 会 计 信

息使用者的需要相关，对使用者有用。
相关性原则并不是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报告面面俱到，那样 的 话 会 耗 费 大 量

的人力、物力。故而，企业会计信息只能通过财务会计报告这样 最 一 般、最 主 要 的

通用性标准性强的会计报表向外报送会计信息，使用者通过对通用的会计报表 中

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就能够得到所需要的会计信息，这样的会计信息就符合相关

性的要求。

５．及时性原则

及时性原则是指会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会计处理要及时进行，不得提前和

延后，以便于会计信息被及时利用。
信息是有时效性的，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市场

瞬息万变，只有及时捕获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经营目标，做出正确决策，
获取经济效益。所以，各方面对会计信息的及时性要求越来越高，这一原则越发显

得重要。
在会计核算中坚持及时性原则，一是要求及时收集会计信息，在经济业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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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计人员要及时收集整理各种原始单据；二是要求及时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

理，会计人员在收集各种原始单据之后，要及时编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 等 账 务 活

动，并编制出会计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会计信息，将编制出的会计报 表 在 国 家

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时期内传递给使用者。

６．明晰性原则

明晰性原则是指会计记录和会计信息必须清晰明了，便于理解和利用。
明晰性原则要求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信息简明、易分 辨、好 理 解，能 简 单 明 了 地

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得使用者在运用会计信息时能够准确、完整地

把握会计信息所要说明的内容，从而更好地加以利用。随着我国经济体 制 改 革 的

不断深入，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当 局、国 家 财

税部门等，而且还包括社会上广大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和潜 在 债 权 人、
员工、审计人 员、社 会 公 众 等。这 就 在 客 观 上 要 求 会 计 信 息 要 通 俗 易 懂，增 强 可

读性。
（二）会计确认、计量的原则

我国企业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是受益原则，即谁受 益，谁 承 担 责 任；什 么 时 间

受益，什么时间承担责任；在哪里受益，在哪里承担责任；受益有 多 少，责 任 也 要 成

比例地承担多少。权益与责任应对等，这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而不是以款项是否收

到或支出作为依据确认权益和责任。在该原则下开展会计核算工作更 真 实、更 科

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原则：

１．权责发生制原则

权责发生制原则，又称应收应付制原则，是指会计核算中应当以权利责任的发

生作为会计确认的时间基础。具体要求是：凡是本期已实现的收入，不管现金是否

已收到，都应作为本期收入处理；凡不是本期的收入，即使现金已收并入账，也不应

作为本期的收入。同样，凡属本期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现金是 否 已 支 付，都 应 作

为本期的费用；凡不应归属本期的费用，即使现金已支付，也不作为本期 的 费 用 处

理。为此，在会计核 算 上 需 要 相 应 地 采 取 待 摊 费 用、预 提 费 用 和 预 计 收 入 等 处 理

方法。
与权责发生制相对应的是收付实现制，或称现收现付制，它是以实际现金收付

的会计期间为时间基础来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的处理方法。就是说，不 考 虑 权 利

责任的发生是否应归属本期，只要本期收到现金和支付现金，就作为本期的收入和

费用处理。反之，凡 本 期 未 曾 收 到 现 金 和 未 曾 支 付 现 金，即 使 权 利 责 任 应 归 属 本

期，也不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
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收付制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制度，各 有 其 作 用。权 责 发 生 制

下确认的收益比较合理，但不能反映企业的现金流量；收付实现制虽然不能客观地

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但它直接地反映了企业的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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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

企业经营中的收入和费用有其相关性，相关的收入 减 去 费 用 才 是 利 润。配 比

原则就是指会计核算必须将收入与为取得这些收入所耗费的成本或费用相配 比，
同期入账，以确认各期的损益。它要求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与其 相 关 的 成

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确认，不得脱节，不得提前或延后入账。这是受益原则

中“受益多少，责任也应成比例地承担多少”的具体应用。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收入和费用存在着不同的相关关系，有直接相关关

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因此，需要用不同的配比方法。

３．历史成本原则

历史成本原则，又称实际成本原则，是指企业的各种资产应当按其取得时发生

的实际成本计价，这是一个计量原则。成本是指已完成交易所支付的代价，代表资

产取得时购买方所认可的资产价值。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的资产应以其购进或

建造时发生的实际成本作为入账的计价基础。物价变动时，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

得调整其账面价值。
历史成本原则要求对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 会 计 要 素 的 计 量，应 当 基

于经济业务发生时的实际交易价格或成本，而不考虑以后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并

以此作为日后分摊成本费用的依据。
按照历史成本原则进行核算，由于双方交易过程具有法律效 力 的 原 始 凭 证 容

易取得，确认计量结果便于验证、检查与控制，可以保证会计数据真实可靠，建立在

实际交易基础上的当期损益的计算也更加准确。
币值稳定是历史成本原则运用的基础。在币值发生 变 动 的 情 况 下，按 历 史 成

本计价有其不足：期末账面价值和市场现行价值（可变现价值）不一致，不能如实地

反映此时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该时期经营成果。因而，有人主张在通货 膨 胀 严 重

的情况下，应按资产的重置成本或现行价格来计价。在我国，发 生 物 价 变 动 时，除

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企业不得任意调整会计账面的价值。企业各项财产 以 实 际 成

本入账后，如果发生减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４．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

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是指会计核算应当合理 划 分 收 益 性 支 出

与资本性支出的界限，以正确计算企业当期损益。
企业的支出分 为 收 益 性 支 出 和 资 本 性 支 出。凡 支 出 的 效 益 仅 与 本 会 计 期 间

（或一个营业周期）相关的，属于收益性支出；凡支出的效益与几个会计期间（或几

个营业周期）相关的，属于资本性支出。
收益性支出的受益期短，一旦发生，即计入 当 期 成 本、费 用，与 本 期 收 入 配 比。

销售成本、销售税金及作为期间费用的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等，均 属 收

益性支出。资本性支出是为了取得本期和以后各期收入而发生的支出，它 不 仅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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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计期间的收入有关，而且还与以后会计期间的收入有关，因此不能计入本期成

本或费用，必须先资本化处理，即先反映为资产，然后按受益期逐期摊销，并从各期

收益中陆续得到补偿。例如购入或建造酒店、中央空调等大型设施设备的支出，均

属资本性支出。
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要求企业在确认支出时，要正确区分两类

不同性质的支出，将收益性支出列于利润表，计入当期损益，以正确计算 企 业 当 期

的经营成果；将资本性支出列于资产负债表，作为资产反映，以真实地反 映 企 业 的

财务状况。如果把资本性支出错误地当做收益性支出，就会低估资产和当期收益；
如果把收益性支出错误地当做资本性支出，就会高估资产价值和当期收益，造成资

产、利润不实。
（三）总体性原则

会计人员在执业时，会面临不确定因素问题、核算的 成 本 效 益 问 题、经 济 事 项

的形式与实质不同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遵循谨慎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和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１．谨慎性原则

谨慎性原则，是指针对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会计人员 在 进 行 会 计 处 理 时，在 会

计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要充分预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不得多计资 产 或 收 益、
少计负债或费用，但不得设置秘密准备。谨慎性原则又称稳健性原则，或称保守主

义，要求人们在会计处理上保持谨慎小心的态度，使会计报告使用者提 高 警 惕，把

风险损失尽可能地降低。
谨慎性原则要求会计人员在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程序时，在 不 影 响 合 理 选

择的前提下，尽可能选用一种不虚增利润和夸大所有者权益的做法进行会计处理，
要求合理核算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反映企业存在潜在风险、损失的信息。这有

利于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

能力。

２．重要性原则

重要性原则，是指会计核算在全面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基础上，应

当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具体说来，对于企业经济活

动或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相对重要的会计事项，应突出重点、分别核算、分项反映、力

求准确，并在会计报告中作重点说明；对于那些次要的会计事项，在不影 响 会 计 信

息真实性和不至于误导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可适当简化核算手续，
合并项目，以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提高会计信息效用。

重要性原则的运用首先涉及重要性判断的问题。对于不同会计主体和不同会

计事项来说，重要与不重要是相对的，其判断质量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水平。一

般来说，重要性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从性质方面讲，只要某一会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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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有可能对决策产生一定影响，该事项就属于重要性的事项；从数量方 面 讲，当 某

一会计事项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从而可能对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时，该事项就属 于

重要性的事项。

３．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指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
而不应当仅仅依照他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

在实际工作中，交易或事项的外在法律形式并不总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其实质

内容，所以，当交易或事项的实质与其法律形式不一致时，应当根据其实 质 而 不 能

仅仅根据其法律形式进行核算和反映，否则，将会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例

如，旅游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房产时，尽管从法律形式上看并没有取得其所有

权，但从经济实质上看是以分期付款方式取得固定资产，企业能够对其 进 行 控 制；
因此，会计上应将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视同自有资产进行核算和管理。

第五节　会计核算对象和会计要素

　　一、会计核算对象

从一般意义上讲，旅游企业会计核算对象就是经营活动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资

金运动是从募集资金、投入资金开始，依次经过采购、制造、提供劳务、回笼资金、收

益分配。这一资金的运动变化过程，称为资金循环；资金周而复 始 地 不 断 循 环，成

为资金周转。
旅游企业经济活动的过程，是由不断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构成的，而交易或事项

的发生会引起资金的运动。资金的运动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资金形态的变换，即

所谓资金的循环与周转过程；另一方面是资金量的变化，即资金耗费与收回的过程

和结果。旅游企业通过提供旅游劳务或销售旅游产品而实现收入，表现 为 资 金 的

收回。收入减去各种费用后的余额，就是企业实现的净利润。按规定，企业实现的

净利润一部分分配给投资者，流出企业的资金周转；另一部分以留存收益的形式留

在企业继续参加资金周转。因此，会计核算就是通过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反 映 资 金

的运动，同时又是通过资金运动来描述企业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二、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又称会计对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基本分 类。同 时 它 也 构 成 了 会 计

信息的基本框架。我 国《企 业 会 计 准 则》将 会 计 要 素 划 分 为 资 产、负 债、所 有 者 权

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项。其中前三项反映的是企业在某一时 点 上 的 财 务 状 况，
后三项反映的是企业在某一时期的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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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

１．资产的概念与特征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 或 者 控 制 的、预 期 会 给 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会计上的资产具有以下特征：
（１）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在这里，“交易”是指本会计 主 体 与 外

部主体之间所发生的价值交换行为，如赊购烟酒糖茶等货款、提供导游劳务未收的

款项等；“事项”是指本会计主体内部所发生的价值转移行为，如某酒店客房部从库

房领用床单、被罩等行为。
（２）资产是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在这里“拥有”是指所有权，即指某项资产的

法定所有权属于本会计主体，表明该主体对该项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及 处 置 的 权

力；这里的“控制”，指虽然本会计主体在法律形式上并不拥有该资产的所有权，但

该项资产上的收益和风险已经由本会计主体所承担，表明该主体对该项资产具 有

占有、收益和使用的权力。
（３）资产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

通过有效使用，在未来时期内，有能力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如果一项经济资源不

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不应当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如应收账款，如果它能够

按时收回，就是企业的资产；如果３年以上催收不回，形成坏账，就 不 应 作 为 资 产，
而应作为费用处理。

２．资产要素的构成

企业的资产范围很广，形态各异，按其流动性可分为：
（１）流动资产，指可以在１年或者超过１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

资产。包括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和存货等。
（２）长期投资，是指除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包括持有时间准备超过１年（不含

１年）的各种股权投资、不能变现或不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长

期投资。
（３）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使用期限超过１年的具有实物形态的房屋、建筑物、机

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 具、工 具 等。虽 不 属 于 生

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但单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并且使用年限超过２年的，也
应当作为固定资产。

（４）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或者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

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商誉等。
（５）其他资产，是指除上述资产以外的资产，如长期持摊费用、特种储备物资等。
（二）负债

１．负债的概念与特征

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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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作为会计上的负债应具有以下特征：
（１）负债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的一种结果。该项义务是企业实 实 在 在 承

担的。潜在的义务、预期在将来要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可能产生的债务不 能 确 认 为

负债。
（２）清偿负债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企业无论以现金资产、产品或其他资

产，还是以提供劳务或是以举借新债偿还旧债等方式偿还债务，最终都会导致经济

利益流出企业。
（３）负债有确切的偿还金额和偿还期限。

２．负债要素的构成

负债按其流动性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１）流动负债，是指将在１年（含１年）或者超过１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

债务，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短期借款、预收账款、应 付 工 资、应 付 福 利 费、应 交

税金、应付股利（利润）、其他暂收应付款项、预提费用和１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等。
（２）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在１年或者超过１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负债，包

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等。
（三）所有者权益

１．所有者权益概念与特征

所有者权益（股份制企业称为股东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

有的剩余权益。其特征如下：
（１）所有者权益表明企业的产权关系，即企业归谁所有。所有者权益只有在整

体上、在抽象的意义上与企业资产保持数量关系，它与企业特定的具体资产并无直

接关系，也不与企业特定的具体资产项目发生相对应的关系。
（２）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不得任意抽回，归企业永久使用，并按其投资 份 额 享 有

投资回报和承担经营风险。
（３）所有者权益是对企业剩余资产的要求权，是所有者拥有资产减去负债后的

剩余资产的所有权。

２．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构成

所有者权益的形成来源于这样几个方面：投入资本、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具

体在会计上形成以下几个项目：
（１）实收资本（或股本）是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 投

入的资本。
（２）资本公积，包括资本（或股本）溢价、接受捐赠的资产、拨款转入、外 币 资 本

折算差额等。
（３）盈余公积，是指企业从利润中提留的公积金，包括法定盈余公积金、任意盈

余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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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未分配利润，是指企业留待以后年度分配的利润。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两者合称企业留存收益。
（四）收入

１．收入的概念与特征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

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其特征如下：
（１）收入从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而不是从偶发的交易或事项中产生。所谓日

常活动是指企业正常的、经常的活动，如旅行社提供吃住游等劳务获得 的 收 入 等。
有些偶尔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也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不属于企业日常活动，其

流入的经济利益称为利得，作为营业外收入，而不作为收入确认。如企业处置固定

资产、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而取得的收益就不作为收入，而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
（２）收入可能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增加，也可能表现为企业负债的减 少，还 可 以

表现为两者兼而有之。如企业销售产品取得银行存款，就表现为资产的增加；企业

销售预收货款的商品，就表现为负债的减少；企业销售商品，部分抵债，部分收回款

项，就表现为资产的增加和负债的减少。
（３）收入能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增加。

２．收入要素的构成

按照企业经营业务的主次，可以把收入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１）主营业务收入，也称基本业务收入，是指企业经常性的、主要业务活动所产

生的收入。不同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所包括的内容各不相同。
（２）其他业务收入，是指企业非经常性的、兼营的业务所产 生 的 收 入。如 出 租

包装物取得的收入。
（五）费用

１．费用的概念与特征

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所有者分配

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费用是和收入相对应的，旅游企业为取 得 营 业 收

入必须付出代价，发生一定的耗费。其特征如下：
（１）费用是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可能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也可能表现

为企业负债的增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要注意的是，虽然有的交易或事项也会发

生经济利益的流出，但这些经济利益的流出是属于偶然发生的，不能确 认 为 费 用，
而作为损失处理。如自然灾害损失、企业违约支付的罚款等。

（２）费用最终减少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２．费用要素的构成

旅游企业是以提供服务为主的产业，其劳动耗费主要是人工 费 用 和 经 营 过 程

中的物化劳动耗费。经营过程中能直接认定到某一核算对象的费用，应 作 为 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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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不能直接认定的费用，作为期间的费用。
（１）营业成本

旅游企业的营业成本是指旅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 项 支 出，包 括 直 接

材料、代收代付费用、商品进价和其他直接费用等四项。
（２）期间费用，包 括 管 理 费 用、财 务 费 用 和 营 业 费 用，这 些 费 用 不 计 入 产 品 成

本，而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六）利润要素

１．利润的概念及特征

利润是指企业 在 一 定 会 计 期 间 的 经 营 成 果。利 润 包 括 收 入 减 去 费 用 后 的 净

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如果收入大于费用，其 净 额 为 利 润；如 果

收入小于费用，其净额为亏损。其特征如下：
（１）利润表示旅游企业最终的经营成果。
（２）根据收入与费用之间的差额确定，与收入和费用要素密切相关。

２．利润要素的构成

（１）营业利润，是旅游企业经营成果的主要部分。用公式表示为：
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利润－（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２）投资净收益，是指企业对外投资收入减去投资损失后的余额。
（３）营业外收支净额，是指企业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

营业外收入减去发 生 的 与 其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没 有 直 接 关 系 的 各 种 营 业 外 支 出 后 的

余额。

　　三、会计等式

会计等式，也叫会计恒等式、会计平衡公式，是反映各 会 计 要 素 之 间 相 互 关 系

的一种表达式。它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基础。会计等式有

静态会计等式与动态会计等式之分。正确理解和运用会计等式，对正确 地 进 行 日

常的会计核算、检验账务处理是否正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静态会计等式

旅游企业要进行经营活动，必须要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产，这些资产来源

于债权人的借入和所有者的投入及其在经营中所产生的利润。
从债权人和所有者角度看，将其拥有的资产提供给企业使用，就应该相应地对

企业的资产享有一种要求权，这种对资产的要求权在会计上称为“权益”。权益表明

经济资源提供者应享有的对等利益。可见，资产与权益是同一事物的两 个 不 同 侧

面，两者在数量上必然相等。资产和权益这种在资金量上的平衡关系，就称为会计

等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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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权益

或：资产＝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

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这一等式是会计的基本等式，它反映了某一特定时点上企业资产、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三要素的平衡关系。所以，我们又称之为静态会计等式。它 反 映 了 一 个 会

计主体资金运动的基本规律，同时又是整个会计核算体系建立的基石。
应当注意，负债加所有者权益与资产的具体项目并无一一对应的直接关系，而

是在整体上与企业资产保持数值上的关系，即是一种总量上的相等。
（二）动态会计等式

静态等式反映的是某一时间点上的结果，但不反映变化的过程，而结果正是由

一定时期的变化累计来的。这一过程变化的内容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不断投入和产

出，表示为：
收入－费用＝利润（或亏损）

这一等式反映了收入、费用和利润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企业某一期

间的利润，是已实现的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差额，因此，我们称之为动态的会计等式，
它是编制利润表的基础。利润要素可以说是企业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派 生 物，在 静

止状态下它并入到所有者权益中，在动态的过程中它与所有者权益是并列，同属于

所有者权益性质。可表示为：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或：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

由此可见，会计等式揭示了会计要素之间的关系，它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试

算平衡和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等式的平衡关系，是贯穿于现 代 会 计 中

的一条红线，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平衡关系，对于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　会计核算方法

会计核算方法，是指对会计对象进行连续、系 统、完 整 地 记 录、计 算、反 映 和 监

督所采用的方法。它主要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 会 计 凭 证、登 记 账

簿、成本计算、财产清查、编制会计报表等七种方法，下面分别说明这七种方法的含

义及各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设置账户

设置账户是对 会 计 对 象 的 具 体 内 容 进 行 归 类、核 算 和 监 督 的 一 种 专 门 方 法。
会计对象的内容是复杂多样的，要对会计对象所包含的复杂内容进行系统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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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就要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分类，以便取得各种不同的会计 信 息。一 般 情 况 下，
先将会计对象按其经济性质分成若干个会计要素，然后再针对每个会计要素的 具

体内容，规定其会计科目，并据此设置若干账户进行记录和核算。

　　二、复式记账

复式记账是对每一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额在相互联系 的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记录的一种专门方法。任何一项经济业务的 发 生，都 会

引起资金的增减变动，而且这种变动涉及两个相互对应的方面。例如，以银行存款

购买材料，一方面引起材料的增加，另一方面引起银行存款的减少，这两 方 面 又 是

相互联系的，都需要分别设置账户同时进行核算和监督。采用复式记账的方法，就

是通过这种账户之间金额相等的平衡关系，完整地反映经济业务和资金增减变 化

及其来龙去脉。

　　三、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

会计凭证是用来 记 录 经 济 业 务、明 确 经 济 责 任 的 书 面 证 明，是 登 记 账 簿 的 依

据。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是为了保证记录经济业务发生的书面证明、会 计 记 录 合

理合法、真实可靠而采用的一种专门方法。对于任何一项经济业务，都要由经办人

员或有关单位填制凭证，所有凭证都要经过会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审核，只有经过

审核无误的凭证，才能作为记账的依据。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能为账簿记录提供

真实可靠的原始数据，保证会计核算的质量。它既是会计核算的一种方法，也是会

计监督的一种方法。

　　四、登记账簿

账簿是具有一定格式，用来记账的簿籍。登记账簿就是在账簿上连续地、完整

地、科学地记录和反映经济业务的一种专门方法。登记账簿必须以会计 凭 证 为 依

据，利用设置账户和复式记账的方法，把经济业务按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 门 别 类

地记入有关账簿，并定期进行结账和对账，为输出会计信息、编制会计报 告 提 供 完

整而系统的会计数据。

　　五、成本计算

成本计算是指按照一定对象归集和分配生产经营过程中所 发 生 的 各 种 费 用，

借以确定各个对象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一种专门方法。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过程

的每个阶段，都要用到成本计算这一专门方法，如材料采购成本的计算、产 品 制 造

成本的计算、工程成本的计算、产品销售成本的计算等。通过成 本 计 算，可 以 核 算

和监督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是否节约，并据此计算损益。正 确 地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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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本计算，对于企业降低成本、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要意义。

　　六、财产清查

财产清查就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盘点实物和核对往来款项以查明各项财产

和资金实有数额，保证账实相符的一种专门方法，也是企业财产保全的 重 要 途 径。
为了加强财产的管理、提高会计记录的正确性，必须对各项财产物资和往来款项进

行清查。在清查中如果发现账实不符，有坏账、烂账（包括实物和账务）的 现 象，应

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并要调整账面记录，以达到账实相一致。这 对 于 监 管 财 产 物

资、挖掘物资潜力、加速资金周转具有重要作用。

　　七、编制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是综合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时点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以及

某一特定时期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的书面文件，是企业会计核算的最终成果。
编制会计报表是指根据会计账簿加工整理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会计报表的一种专门

方法。编制会计报表对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经济业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述会计核算的各种专门方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构成一个完整的方法

体系。在会计实务中，必须把这些方法密切配合在一起加以运 用。这 些 方 法 之 间

的基本关系是：对于日常发生的所有经济业务，都要编制和审核凭证；按 照 原 始 凭

证对经济业务进行分类，确认到规定的会计科目及相应账户中；应用复式记账法记

入有关账簿；通过成本计算，归集和分配发生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项费

用；对账簿记录，要定期通过财产清查加以核对；在保证账实相符的基础上，根据账

簿记录，编制会计报表。

第七节　会计规范

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会计是人类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产 物，是

有意识的社会行为，会计核算出来的报告具有社会性，人们必须遵循约 定 的 规 范，
才能保证其公允性、合规性。会计规范是指导和约束会计工作 的 法 律、规 则、制 度

和政策的总称，是约束会计行为的标准，也是评价会计工作的准绳。本节只对两种

规范做出说明，一是法律规范；二是道德规范。

　　一、会计法律规范

（一）会计法律

会计法律是指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和

颁布的有关调整会计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在所有会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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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权威性最高、约束力最强，也最稳定，是最高层次的会计规范。现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是在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首次颁布，１９８５年５月

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１日 分 别 修 订，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 施 行 至

今。它共分为七章五十二条，主要对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法

律责任等做出 了 规 定。它 是 制 定 其 他 各 层 次 会 计 法 规 的 依 据，是 会 计 工 作 的 基

本法。
（二）会计行政法规

会计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制

定发布以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 定，
根据授权和地方需要制定与颁布，调整某些方面会计关系的规范性文 件。它 是 根

据《会计法》制定的，是对会计法律的具体化或某个方面的补充，是第二层次的会计

规范。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法规中，属于会计行政法规的有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由国

务院发布的《总会计师条例》；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经国务院批准，以财政部第五号令

形式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１日国务院发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条例》等。
其中，《企业会计准则》是规范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技术规范。它

由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部分组成。基本准则的内容主要有：①会计核 算 的 基 本

前提，即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期间、货币计量四个情景假设；②会 计 核 算 一 般

原则，即开展会计核算工作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是衡量会计核算是否规范的

裁判尺度，是会计工作应当达到的基本要求；③会计要素准则，包括定义概念、范围

及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④会计报告准则，包括规定报表种类、编制要求、合并报

表的条件、报表解释、财务情况说明等四部分内容。
具体准则，经过若干年的建设，已形成由３６个准则构成的完整体系，涉及四个

方面：①基本业务的具体准则；②特殊业务的具体准则；③特殊行业的具体准则；④
会计报告方面的具体准则。具体包括：《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现金流 量

表（修订）》、《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修订）》、《债务重组（修订）》、《收入》、《投资（修

订）》、《建造合同》、《会计政策、会 计 估 计 变 更 和 会 计 差 错 更 正》、《非 货 币 性 交 易》、
《或有事项》、《无形资产》、《借款费用》、《租赁》、《固定资产》、《存货》、《中期财务报

告》等。
（三）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是指进行会计工作所应遵守的规则、方法、程 序 的 总 称，包 括 全 国 性

的会计规章制度和地方性的会计规章制度。１９９９年１０月颁布的《会计法》第一章

第八条规定国家施行统一的会计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 国 财 政 部 主 要 以 颁 布 会 计 制 度 的 办 法 来 规 范 会 计 核 算。

自１９９２年财政部颁发《企 业 会 计 准 则》后，形 成 了 会 计 准 则 与 会 计 制 度 并 存 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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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计制度经过多次的改革和修订，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大中型企业执 行 的 统 一

会计制度是财政部２００１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另外，根据 小 型 企 业 的 特 点，
财政部另外颁发了《小企业会计制度》，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在全国小企业范围内

实施。
《企业会计制度》的内容包括总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并对会计核算的前

提和原则、适用范围、重要交易、或有事项及会计报表列示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小

企业会计制度》是结合小企业的实际情况，以企业会计制度为基础制定的。

　　二、会计道德规范

道德是指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 会 舆 论 对 社 会 生

活起约束作用。会计道德规范就是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它是一般 社 会 公 德

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约束、引导会计人员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与相

关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其构成包括会计职业 理 想、会 计

工作态度、会计职业责任、会计职业技能、会计工作纪律、会计工作作风。会计职业

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经历了由重在社会对个人 的

防范的他律阶段；到以职业良心为核心的自律阶段；再到会计职业责任与职业良心

在职业目标的统领下，职业道德的他律性与自律性高度统一阶段。形成 良 好 的 会

计职业道德风尚和 改 善 会 计 职 业 环 境 是 保 证 其 他 会 计 规 范 顺 利 贯 彻 实 施 的 重 要

条件。

　　思考题

１．简述旅游会计学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２．什么是会计？会计的基本职能是什么？为什么说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是

一项管理活动？

３．会计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

４．简述会计核算规则及原则。

５．什么是会计要素？如何分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６．简述会计核算方法。

７．简述会计规范的内容。

　　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旅游会计 学 是 以 旅 行 社、旅 游 饭 店 和 旅 游 景 区 景 点 企 业 等 服 务 性 行 业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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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客体 Ｂ．研究主体 Ｃ．会计主体 Ｄ．法律主体

２．（　　）的出现和运用，对会计的产生有巨大影响，使会计有了质的飞跃。

Ａ．计算机 Ｂ．货币 Ｃ．账簿 Ｄ．凭证

３．旅游 会 计 学 是 一 门 将 会 计 基 本 理 论 与 旅 游 企 业 的 业 务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　　）。

Ａ．环境会计学 Ｂ．行业会计学 Ｃ．部门会计学 Ｄ．成本会计学

４．近代会计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　　）。

Ａ．威尼斯会计学院成立 Ｂ．英美派会计体系形成

Ｃ．大陆派会计体系形成 Ｄ．复式记账法出现

５．会计的基本职能是（　　）。

Ａ．核算与监督 Ｂ．决策与核算 Ｃ．评价与控制 Ｄ．考核与考评

６．会计要素按经济内容划分为静态（　　）的三要素。

Ａ．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Ｂ．收入、费用和利润

Ｃ．成本、利润和负债 Ｄ．资产、收入和费用

７．会计基本等式是（　　）。

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

Ｂ．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

Ｃ．资产＝权益

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８．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 日 常 活 动 中 所 形

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包括（　　）。

Ａ．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Ｂ．为第三方或者客户代收的款项

Ｃ．补贴收入 Ｄ．营业外收入

９．未结账之前，静态、动态两个会计等式综合在一起的会计等式是（　　）。

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 Ｂ．收入－费用＝利润

Ｃ．负权益人的债＝所有者权益 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１０．复式记账是对每一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额在相互联系的（　　）的账

户中进行记录的一种专门方法。

Ａ．两个 Ｂ．两个或两个以上

Ｃ．三个以上 Ｄ．四个以上

二、多项选择题

１．旅游会计学的特点是（　　）。

Ａ．综合性 Ｂ．复杂性 Ｃ．涉外性 Ｄ．季节性

２．会计是（　　）。

Ａ．信息系统 Ｂ．管理活动 Ｃ专业技术 Ｄ．商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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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旅游企业会计目标就是（　　）。

Ａ．搞好信息系统 Ｂ．做好资金运动

Ｃ．维护有关各方经济利益 Ｄ．做好管理工作

４．会计的任务是做好（　　）。

Ａ．会计核算工作 Ｂ．会计监督工作

Ｃ．管理工作 Ｄ．物流工作

５．会计核算方法包括（　　）。

Ａ．设置账户和复式记账 Ｂ．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和登记账簿

Ｃ．成本计算和财产清查 Ｄ．编制会计报表

６．会计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

Ａ．监督和控制经济活动过程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Ｂ．监督各项财产物资的收发、转移、保管、使用和报废是否合乎程序，是否遵

循了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

Ｃ．各项收入、支出和费用是否合理、合法，是否执行了计划或预算

Ｄ．监督成本和盈亏的计算是否真实正确，是否完成计划或预算

７．会计管理活动包括（　　）部分。

Ａ．会计核算 Ｂ．会计预算 Ｃ．会计控制 Ｄ．服务决策

８．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很多，一般包括（　　）。

Ａ．投资人、债权人

Ｂ．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证券管理机构

Ｃ．企业管理当局

Ｄ．社会公众等

９．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 日 常 活 动 中 所 形

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包括（　　）。

Ａ．主营业务收入 Ｂ．其他业务收入

Ｃ．为第三方收的款项 Ｄ．为客户代收的款项

１０．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包括（　　）。

Ａ．会计核算制度 Ｂ．会计监督制度

Ｃ．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制度 Ｄ．会计工作其他管理制度等

三、判断题

１．会计产生的根本动因是人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信息记载、交 流 和 管 理 的 需

要。（　　）

２．会计选择钱作为价值计量单位进行核算。（　　）

３．会计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有待继续研究的会计理论问题。（　　）

４．会计对象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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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会计核算是对已经发生或已经完成的经济活动进行的反映。（　　）

６．为了能如实地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各会计主体每发生一项经济业务，
都必须取得或填制凭证作为记账依据。（　　）

７．财产清查就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盘点实物以查明各项财产和资金实有数

额，保证账实相符的一种专门方法。（　　）

８．会计规范是指导和约束会计工作的法律、规则、制度和政策的总称。（　　）

９．会计与会计学是两个相同性质的概念。（　　）

１０．基础会计学主要研究会计的基本概念、会计核算 方 法 及 其 运 用，它 是 其 他

学科的专业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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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旅游会计核算方法

第一节　会计科目

　　一、会计科目的含义

会计科目就是对 会 计 要 素 的 具 体 内 容 按 照 经 济 核 算 的 要 求 作 进 一 步 分 类 的

项目。
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随时变动的、庞大的而又繁杂的体系，会计从价值量上系

统地将其运动过程及其结果通过数据及文字体系进行衡量和描述。在表达这个庞

大体系时，我国历史上习惯按门、纲、目、子目（或称细目）的层次来划分。门是指学

科门类，纲是对门的基本分类，目是对纲的进一步分类，子目又是对目的 构 成 所 作

的细分。会计学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门类，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实

际上就是纲，对纲的进一步分类就是目又称科目。会计科目是会计的基本术语、基

本指标，又称总分类科目或一级会计科目。在我国，（一级）会计科目的设置是受到

统一规范的。
会计科目有内容的级次之分。科目的内容是统一设 置 时 对 科 目 的 规 定 性；科

目的级次是对科目的再分类，称为明细科目或称子目或细目。如对一级 会 计 科 目

的再分类就叫二级科目或三级科目，等等。
会计科目可以更详细地反 映 会 计 要 素 不 同 内 容 的 增 减 变 动 及 其 结 果。要 素

的不同内容，有不同 的 特 性 和 用 途。例 如，旅 游 企 业 中 建 筑 物、设 备 与 所 耗 用 的

库存商品不同，虽然都属于资产类会计要 素 的 内 容，但 因 其 特 征 不 同，建 筑 物、设

备和库存商品不能 归 为 一 类，两 者 必 须 分 开。把 建 筑 物、设 备 等 作 为 一 类，根 据

其不易搬移、使用期限较长等特征，取名 为“固 定 资 产”科 目。企 业 的 各 种 库 存 商

品，虽然品种、形态各 式 各 样，但 均 随 耗 费 而 改 变 形 态，因 此，取 名 为“库 存 商 品”
科目，这种划分有助于核算。又如，对于负 债 要 素 而 言，企 业 向 银 行 借 入 的 款 项，
由于偿还时间长短不同，为了好分辨，将偿 还 期 在 一 年 以 内 的 借 款，取 名 为“短 期

借款”科目；将偿还期在一年以上的借 款，取 名 为“长 期 借 款”科 目。又 如，旅 游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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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向银行借入的偿还期在一年以内的款 项 和 购 买 商 品 尚 未 付 账 的 款 项 虽 然 都 是

企业的债务，但债权人不同，因 而 也 区 分 开 来———将 企 业 向 银 行 借 入 偿 还 期 在 一

年以内的债务，取名 为“短 期 借 款”科 目；将 企 业 赊 购 商 品 而 产 生 的 债 务，取 名 为

“应付账款”科目，这样的划分，有助于 资 金 的 统 筹。这 里 的“固 定 资 产”、“库 存 商

品”、“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账款”等都是标准的会计科目（一级）名称。
通过会计科目的设置，可以将复杂的经济活动变为有规律的、容易识别的经济

信息，为全面、系统、分类地反映和监督各项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以及由此而引起

的各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支出和经营成果的增减变化及形成过程的计

算创造了条件。

　　二、会计科目设置的原则

作为分类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会计科目分类的正 确 与 否 决 定 着 会

计信息反映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从而决定着管理的有效性。因而，设置会计科目必

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起来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全面性原则

会计科目设置应能保证对各会计要素作全面的反映，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

体系，包括分别设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类的若干会计科目，
不能有任何遗漏和重叠，要覆盖全部核算内容。每一个会计科目都应有 特 定 的 核

算内容，有明确的含义和界定；各个会计科目之间既有联系，又要相互排斥，不能交

叉重复，不能含糊不清。

２．明了性原则

会计科目设置要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既能明了地表 达 经 济 业 务 的 主 要 特 点，
又能满足人们对会计信息的不同需求，方便计算机实务操作。对相同意义的信息、
不需要重点表述的 信 息 要 合 并，尽 量 减 少 会 计 科 目 的 运 用，使 报 表 阅 读 者 一 目 了

然、易于理解，并尽可能地降低会计核算成本。

３．通用性原则

为了适应我国宏微观管理的需要，保证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指标口径一致，使

会计信息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和对比意义，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在制度中

相应规定了统一的 会 计 科 目 名 称，并 对 每 一 会 计 科 目 的 使 用 都 作 了 详 细 的 说 明。
旅游企业在设置会计科目时，对一些主要会计科目的设置及核算内容应与《企业会

计制度》的规定相一致。同时还应兼顾自身的特点，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

报表指标汇总，以及对外提供统一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前提下，根据旅游企业的具体

情况、行业特征和业务特点，对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作必要的增设、合并，有针对性

地予以补充设置。

４．一贯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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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科目的设置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不能经 常 变 更。为 了 保 证 会 计 信

息的连贯性，便于在不同时期或相同行业间的会计核算指标的分析比较，其设置要

遵循一贯性原则。但并非绝对不能变更，当会计环境发生变化时，会计科目也要随

之作相应的调整，以及时全面反映经济内容。会计科目在变更时要对影 响 状 况 作

追溯说明。

　　三、会计科目的分类

会计科目可以从反映的经济内容、科目级次和会计报表列入角度进行分类，以

满足经济管理的需要。
（一）按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

以旅游企业为例，会计科目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会计要素）不同，可分为资产

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成本类和损益类等五大类。

１．资产类科目

这类科目反映企业所拥有的全部资产状况。资产类科目按照资产的流动性强

弱和企业经营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需要，分为流动资产类和长期资产类两大类科目。
其中，流动资产类科目可以分为现金、银行存款、短期投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原材料、库存商品、待摊费用等；长期资产类 科 目 可 以 分 为 长

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等。

２．负债类科目

这类科目反映企业负债状况。按照偿还期限的长短，负 债 类 科 目 可 以 分 为 流

动负债类科目和 长 期 负 债 类 科 目。其 中，流 动 负 债 类 科 目 包 括 短 期 借 款、应 付 票

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股利、预 提 费 用 等；长 期 负 债 类

科目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预付款等。

３．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这类科目反映企业所有者权益状况，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本年

利润和利润分配等。

４．成本类科目

这类科目反映旅游企业的成本状况，如对外提供导 游、住 宿、交 通 等 劳 务 所 发

生的成本，都属劳务成本科目。

５．损益类科目

这类科目反映企业收益状况，按其对利润形成的影响可分为 收 益 类 科 目 和 费

用类科目。其中，收益类科目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补贴收

入、营业外收入等。费用类科目包括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 金 及 附 加、其 他 业

务支出、营业费 用、管 理 费 用、财 务 费 用、营 业 外 支 出、所 得 税 及 以 前 年 度 损 益 调

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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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科目级次分类

会计科目按其所提供核算的详细程度不同，分为了不同级次，分别为总分类科

目（一级科目）和明细分类科目（二、三级等科目）。

１．总分类科目

总分类科目又称一级会计科目或总账科目，是对会计要素的 具 体 内 容 进 行 总

括分类的科目，提 供 的 是 总 括 指 标 或 信 息，因 而 一 般 只 用 货 币 计 量。如“固 定 资

产”、“库存商品”、“应付账款”、“实 收 资 本”等。总 分 类 科 目 由 国 家 财 政 部 发 布，每

一个企业都要根据本企业的规模和业务特点，设置若干个总分类科目。

２．明细分类科目

明细分类科目是 对 总 分 类 科 目 或 上 一 级 科 目 作 进 一 步 的 分 类，又 称 子 目、细

目。明细分类科目除国家会计制度规定设置的以外，如“应交税金”总分类科目 下

设的明细科目“应交增值税”等，其他明细科目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自行

设置。当然，也不是所有总分类科目都需设置明细分类科目，有的总分类科目就不

设明细分类科目，如“现金”、“银行存款”、“所得税”等科目。
（三）按列入会计报表分类

１．资产负债表科目

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会计科目主要有资产类、负债类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类 科 目。成

本类科目如果有期末余额，余额应作为在库产品转入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中。

２．利润表科目

列入利润表的会计科目包括损益类科目，这些科目提供的核算指标，都要归集

到利润表中，以计算当期损益。
原则上，总分类科目（一级会计科目）由我国财政部统一制定，以会计制度的形

式颁布实施。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财政部公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中设置了８５个一

级会计科目。常用科目见表２－１。

表２－１　常用会计科目名称与编号

编　号 名　　称

一、资产类

１００１ 　 现金

１００２ 　 银行存款

１００９ 　 其他货币资金

１１０１ 　 短期投资

１１０２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１１１１ 　 应收票据

编　号 名　　称

１１２１ 　 应收股利

１１２２ 　 应收利息

１１３１ 　 应收账款

１１３３ 　 其他应收款

１１４１ 　 坏账准备

１１５１ 　 预付账款

１２０１ 　 物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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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　号 名　　称

１２１１ 　 原材料

１２２１ 　 包装物

１２３１ 　 低值易耗品

１２４３ 　 库存商品

１２８１ 　 存货跌价准备

１３０１ 　 待摊费用

１４０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４０２ 　 长期债权投资

１４２１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１５０１ 　 固定资产

１５０２ 　 累计折旧

１６０３ 　 在建工程

１５０５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７０１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８０１ 　 无形资产

１８０５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９０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９１１ 　 待处理财产损益

二、负债类

２１０１ 　 短期借款

２１１１ 　 应付票据

２１２１ 　 应付账款

２１３１ 　 预收账款

２１５１ 　 应付工资

２１５３ 　 应付福利费

２１６１ 　 应付股利

２１７１ 　 应交税金

２１７６ 　 其他应交款

２１８１ 　 其他应付款

２１９１ 　 预提费用

编　号 名　　称

２３０１ 　 长期借款

２３１１ 　 应付债券

２３２１ 　 长期应付款

２３４１ 　 递延税款

三、所有者权益类

３１０１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３１０３ 　 已归还投资

３１１１ 　 资本公积

３１２１ 　 盈余公积

３１３１ 　 本年利润

３１４１ 　 利润分配

四、成本类

４１０１ 　 生产成本

４１０５ 　 制造费用

４１０７ 　 劳务成本

五、损益类

５１０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１０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５２０１ 　 投资收益

５３０１ 　 营业外收入

５４０１ 　 主营业务成本

５４０２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５４０５ 　 其他业务支出

５５０１ 　 营业费用

５５０２ 　 管理费用

５５０３ 　 财务费用

５６０１ 　 营业外支出

５７０１ 　 所得税

　　资料来源：《企业会计制度》，（２００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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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账　户

　　一、账户的含义

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开设的，具有一定的结构和格式，用来分类、系统、连续记

录各项经济业务增减变化及结果的记账方式，是会计核算的一种专门工具和方法。
会计科目与账户是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会计科目是设置账户的依

据；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体运用。例如，“银行存款”会计科目与“银行存款”账户核

算的是同一内容；不 同 点 在 于，会 计 科 目 只 是 对 会 计 要 素 具 体 内 容 进 行 分 类 的 标

志，只表明对某一类经济业务的会计称呼，而账户则不仅反映某一类经 济 业 务，而

且还记录该类经济业务的增减变化及结果，也就是说每一个账户必须有自己的 专

属空间及相应结构，用以具体反映其变动状况，随时结出余额，因而账户 与 科 目 的

作用是不同的。但同时，科目与账户又是一体的，会计科目是账 户 的 名 称，账 户 是

科目专属空间，两者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二、账户的格式

账户的格式就是账户形式和结构，指账户应反映些什么信息，如何反映。账户

通常有以下两种格式：

１．账户的常规格式

它是以表格的形式记载发生的经济业务的日期、内容及金额 的 增 减 变 动 和 结

存。常规账户的基本形式是以“借、贷、余”三栏目为基本特征的账户。不同账户可

以根据所记录的内容的特定需要，在基本栏目的设置上作一些变动。常 规 账 户 一

般应包括如下内容：
（１）账户名称：会计科目；
（２）日期：记录经济业务发生的确切日期；
（３）凭证号：登记账户来源、依据的会计凭证编号数，为以后查账提供便利；
（４）摘要：用以概括说明所记录经济业务的内容；
（５）增加和减少的金额及余额：用以填写经济业务增减及变动的结果。
常规账户见表２－２。

表２－２　科目名称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借方（增或减） 贷方（减或增） 余额方向 余额（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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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账户的简化格式

账户的简化格式是将账户常规格式抽象为只反映金额的账户。形式如图２－１
所示。

账户名称（会计科目）

发生额 发生额

余额 （余额）

　　为了便于在会计教学或研究中说明问题，对账户作了简化。简化后 的 账 户 像

“丁”字，或“Ｔ”字，所以，又称“丁”字账户或“Ｔ”形账户。

　　三、账户结构和用法

由于会计分期假设，账户记录的经济业务增减变动就被分割 在 不 同 的 会 计 期

间。如果同一会计期间（年、季、月）内同一账户所记录的增加数和减少数不完全相

同，那么，到期末时账户就会出现差额，称之为“期末余额”，本期余额转 入 下 期，就

成为下期的“期初余额”，核算期间发生的增、减数额，统称为本期“发生额”。账 户

结构的数量关系可用下列等式表示：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

账户是按照会计科 目 开 设 的，每 个 账 户 所 记 录 的 内 容 是 由 会 计 科 目 所 规 定

的。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所做的进一 步 分 类，因 此，会 计 科 目 和 账 户 的 内 容 具

有会计要素的特征。账户按经济内容分类以及与会计要 素 之 间 的 关 系 在 图２－２
中示意。

图２－２　会计要素与账户类型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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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账户的结构与记账方向的区别，用“Ｔ”字账户列示如下：

左 （资产类账户） 右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发生额 本期减少发生额

期末余额

左 （权益类账户） 右

期初余额

本期减少发生额 本期增加发生额

期末余额

左 （收入类账户） 右

期末转出额 本期发生额

— —

左 （费用类账户） 右

本期发生额 期末转出额

— —

从上述资产类账户和权益类账户的余额方向可以看出，账户 的 这 种 结 构 设 计

是符合会计等式的平衡关系的。

分类账户的结构说明了账户的使用方法。账户的左 右 两 方 中，哪 一 方 记 增 加

额，哪一方记减少额，取决于账户所记录经济业务的性质和所采用的记账方法。当

一项经济业务发生时，要判断它带来的影响所涉及的账户是哪类，该类账户的记录

方法是什么，引起价值量的变动方向是增加还是减少，从而就可以确定应该将这项

经济业务记入所要记录的账户的左边还是右边。

现在我们知道了账户的基本结构和分类账户的结构用法，但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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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每一个账户的具体内容，才能准确地使用账户。

第三节　复式记账

记账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和原理，以货币作为主要的计量单位，利用数字和文

字在会计账簿上记载经济业务的一种专门方法，是会计核算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账簿是账户的集合体。

经济业务是经营活动的具体反映，是可预见、可控制、可计量、可检查的。旅游

企业经济业务按其性质可分为：资产业务、负债业务、所有者权益业务、收入业务和

费用业务等；按经营过程可分为：筹资业务、采购业务、提供服务 业 务、财 务 成 果 的

形成及分配业务、投资业务等；按结算方式可分为：现金业务、银 行 转 账 业 务、应 收

应付业务（往来账项）等。由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处理的经济业务就叫会计事项。

　　一、复式记账方法

（一）复式记账原理

会计记账方法随着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 展 过 程，由 最 初 的

单式记账法，发展演变为更为科学的复式记账法。单式记账法是指对发 生 的 经 济

业务，一般只侧重反映业务的某一方面的变动，即只在一个账户中进行单方向记录

的记账方法。例如：用现金购买１００元办公用品时，只在“现金”账户记录减少１００
元，不记录“费用”账户增加１００元。在单式记账法下，账户设置 是 不 完 整 的，不 能

完全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全貌，只反映经济业务的某一个方面，导致经济业务的会计

记录不能相互制约、相互控制、相互检查。因此，它只适合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

业务十分简单的情况下应用。现代会计中，只有备查账簿的登记仍采用这种方法。
复式记账法是指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需要从相对的两 个 方 面 用 相 等 的

金额，记入相对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户的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法能反 映 经 济 业

务全貌，这是因为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客观上都要引起相对两方面的变化。例

如，用银行存款支付购买价值１００００元的办公用品，在复式记账法下，既要反映花

了银行存的款项，使得“银行存款”账户记录减少了１００００元；同时也要反映买来了

办公用品，“管理费用”账户记录增加了１００００元，两方面的变化同时记录，这样就

将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表达得一清二楚，相对于单式记账法来说更科学和合理。
复式记账法是以资金运动的内在规律性———“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会计等

式作为理论基础的。据史料记载，复式记账法大约起源于公元１２、１３世纪的意大利。
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Ｌｏｃａ．Ｐａｃｉｏｌｏ）１４９４年发表了著名的《算数、几何、比及比

例概要》一书，其中第三篇“计算和记录详论”（通称“簿记论”）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

复式记账法的原理。复式记账法的发明在会计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会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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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从简单的记录计算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复式记账法的产生和运用起了奠基性

作用，推动着现代会计方法体系的形成，它是会计核算方法的核心内容。
（二）复式记账法的特点与优势

１．可以随时检查每一笔会计业务处理是否正确。因为是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

业务，从相对的两个方面以相等的金额在相关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户进行登记，可以

根据记录的结果进行试算平衡，及时检查账户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起到相互牵制

的作用。

２．可以全面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及结果。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在

相互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户中进行登记。这样，不仅可以了解每一项经济业务

的来龙去脉，而且在全部经济业务都登记入账以后，通过账户记录全面、系统地反映

企业在这个会计期间的全部经济活动的过程及结果，有利于监督财产物资的安全。
正是由于复式记账法具有上述的特点与优势，它被世界各国 公 认 为 是 一 种 比

较科学的记账方法，长期以来一直被广泛运用。
（三）复式记账法种类

复式记账法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许多具体的方法，如借贷记账法、增减记账

法和收付记账法，这三种记账方法在我国会计实务中都曾经采用过。为 了 扩 大 国

际间的合作与交往，在记账方法上与国际接轨，我国财政部规定，自１９９３年７月１
日起企业会计核算均采用借贷记账法。

　　二、借贷记账法

（一）借贷记账法的概念

借贷记账法是指以权责发生制为基本原则，用“借”、“贷”作为记账 符 号，对 每

一项经济业务都必须以借贷相等的金额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关账户

中记录增减变动情况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是借贷复式记账法的简称。
记账符号“借”和“贷”，此处这两字失去借入与贷出之意义，它们固定地代表着

账户两个对应的方向或部位，账户左方位用“借”表示，右方位用“贷”表示。但“借”
和“贷”在表示金额增加或减少时是不固定的，随账户（会计科目）的性质而定。

（二）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结构

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结构，我们仍用图示反映：

借 （资产类账户） 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发生额 本期减少发生额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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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权益类账户） 贷

期初余额

本期减少发生额 本期增加发生额

期末余额

借 （收入类账户） 贷

期末转出额 本期发生额

— —

借 （费用类账户） 贷

本期发生额 期末转出额

— —

将上述各类账户的结构归纳如表２－３。

表２－３　借贷记账法下各类账户结构表

账户类型 借方 贷方 余额方向

资产类 增加 减少 借方

负债类 减少 增加 贷方

所有者权益 减少 增加 贷方

收入类 减少（转销） 增加 一般无余额

费用类 增加 减少（转销） 一般无余额

需要说明的是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账户在期末时一般有余额，我们称之

为“实账户”，是时点的数额，是静态指标；而收入、费用账户期末一般无 余 额，称 之

为“虚账户”或“空账户”（如果有余额，也分别在借方或贷方，代表没有转销完的数

额），是时期数额，是动态指标。
总括以上内容，借贷记账法下各类账户的期末余额的方向都 与 记 录 增 加 额 的

方向一致，因此，可以根据账户余额所在方向，判断账户的性质。即 账 户 若 是 借 方

有余额，则为资产类账户；贷方有余额，则为负债或所有者权益类账户；期末无余额

的则为损益类账户，这是借贷记账法的一个特点。也正因此，决定了它可以设置双

重性质的账户，并根据其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性质。
（三）借贷记账法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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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编写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是指应用借贷记账法 原 理 将 发 生 的 每 一 项 经 济 业 务 以 会 计 语 言 进

行表达、记录的格式。包括三个要素：①借 贷 方 向；②科 目 名 称（总 账 科 目 及 明 细

账科 目）；③金 额。在 书 写 时，借 方 在 上 一 行，贷 方 在 下 一 行，借 方 偏 左，贷 方

偏右。
例如：锦绣旅行社收到投资人王成投入资 金２０万 元，并 存 入 银 行。这 样 一 笔

经济业务，用会计分录记录其经济意义的格式为：
借：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０
　贷：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表明企业收到钱并存入银行，存款增加２０万元；同时，王成在该社享有权益增

加２０万元。
在会计实务中，编制会计分录是初始工作，意味着会计的确认。只有遵循国家

的相关政策、法律和制度，按规定处理经济业务，才能正确地编 制 会 计 分 录。正 确

的会计分录是保证整个会计核算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和关键，会计人员必须要 认

真细致、正确无误地编制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的形 式，通 常 表 现 为“一 借 一 贷”，其 科 目 的 对 应 关 系 十 分 明 了。但

是，对复杂的经济业务的处理可以采用“一借多贷”、“一贷多借”、“多借多贷”等复

合分录形式。为了清晰地反映每一项经济业务的账户对应关系，会计分 录 的 编 制

应尽量使用“一借一贷”，避免使用“多借多贷”的方式。
会计分录具体格式见下列例题：
【例２－１】锦绣旅行社从银行提取现金５０００元，作备用金。会计分录如下：
借：现金 ５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
此分录格式为“一借一贷”，表明该社银行存款账户记录减少５０００元，现金账

户记录增加５０００元。
【例２－２】锦绣旅行社职工马明带团回来，还现金２００元，报销管理费用１８００

元，前借差旅费２０００元。会计分录如下：
借：现金 ２００

管理费用 １８００
　贷：其他应收款———马明 ２０００
此分录格式为“一借二贷”，表明职工马明出差回来，持审核合格的费用凭证报

销１８００元，还回剩余的现金２００元，原来欠的２０００元借款，现在不欠了。所以，其
他应收款———马明账户记录减少２０００元，现金账户记录增加２００元，管理费用账

户记录增加１８００元。

２．记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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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复式记账的 原 理，借 贷 记 账 法 记 账 是 有 规 律 的，将 其 规 律 总 结 为 记 账 规

则，即每一笔记录中“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个规则是借贷记账 法 的 精 髓，
起到账与账之间的牵制作用，利用它可以随时进行查弊纠错。

３．根据分录登记账户

即根据编写的会计分录过记到按照需要所开设的账户中去（教学中一般用“Ｔ”
形账户所代替）。因为每笔会计分录都涉及两个方面两个或两个以上 账 户，所 以，
每笔会计分录都在所涉及的账户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称为账户的应借应 贷

对应关系，具有对应关系的账户互为对应账户。根据分录登记账户，是一个信息抄

录的过程，需要注意抄录的准确性。

４．期末结算账户

每到会计期末，为了反映企业当期的经营成果，需要将损益类账户的发生额汇

总结转至利润账户，以计算出当期的盈亏；为反映企业期末的财务状况，需 要 对 资

产和权益类账户计算发生额合计和期末余额，并将其期末余额结转下一会计期，作

为下一会计期的期初余额。

５．试算平衡

为了保证会计报表提供的信息准确可靠，需要在编报之前对 核 算 的 信 息 进 行

检验。试算平衡就是根据各会计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来检查各类账户的记录是否

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包括：每一笔经济业务发生额的试算平衡；发生额合计数的

试算平衡；期初余额的试算平衡；期末余额的试算平衡。
账户的借贷金额是否平衡，可通过编制账户发生额及余额表来检查。如表２－

４所示：

表２－４　某企业发生额及余额试算平衡表

　　年　月　日 单位：元

账户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借　方 贷　方 借　方 贷　方 借　方 贷　方

合计 Ｇ Ｇ Ｋ Ｋ Ｌ Ｌ

　　（注：表中Ｇ、Ｋ、Ｌ表示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期末余额的借贷金额应分别相等。）

要注意的是，借贷金额相等不一定表示绝 对 正 确。因 为，如 果 试 算 平 衡，说 明

账户记录基本正确，但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有许多错误对于借贷双方 的 平 衡 关

系并不发生影响，所以不能仅通过试算平衡来发现问题。
例如：①某笔经济业务的会计分 录 全 部 漏 记 或 重 记；②某 笔 经 济 业 务 在 编 制

会计分录时，借贷双方 的 金 额 发 生 同 样 的 错 误；③在 编 制 会 计 分 录 时，某 笔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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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应借应贷的账户互相颠倒，或错用了科目名称；④会计分录 双 方 或 一 方 在 过

入总分类账时误记了账户；⑤借方或贷方发生错误金额偶然一 多 一 少，恰 好 互 相

抵消。
由于账户记录可能存在这些不能通过试算平衡来发现的错误，所以，还需要对

一切会计记录进行日常和定期的审核，以保证账面记录的正确性。
（四）经济业务的类型

经济业务类型是指会计核算中的账户种类间的变化形式。企业的经济业务是

多种多样的，引起账户种类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其具体核算类型有２５种之多。
如表２－５所示：

表２－５　经济业务类型一览表

常　见　核　算　类　型 基　本　类　型

１．一项资产增加，一项资本增加； 资产增加，权益增加

２．一项资产增加，一项负债增加； 资产增加，权益增加

３．一项资产增加，另一项资产减少； 资产的此增彼减

４．一项负债减少，一项资本增加； 权益的此增彼减

５．一项负债减少，另一项负债增加； 权益的此增彼减

６．一项负债减少，一项资产减少； 资产减少，权益减少

７．一项资本减少，一项资产减少； 资产减少，权益减少

８．一项资本减少，一项负债增加； 权益的此增彼减

９．一项资本减少，另一项资本增加； 权益的此增彼减

１０．一项费用增加，一项资产减少； 权益的此增彼减

１１．一项费用增加，一项负债增加； 权益的此增彼减

１２．一项收入增加，一项资产增加； 资产增加，权益增加

１３．一项收入增加，一项负债减少； 权益的此增彼减

案例

英国的“卡里世界公园”是一个大型工业旅游景 点，环 境 幽 美，于２００５年 对 游

人开放。由饮料和糖果业的跨国大公司卡里有限公司独家拥有，该公司 以 生 产 巧

克力闻名于世。景点占地面积３．５英亩，共投资６００万英镑，２００５年接待游人数为

４７万人次。工业旅游景点在开发目标上的特点是：教育；遗产保护；为社区提供休

闲设施；创收；增加游客人数；实现最大利润；树立公司及产品高 品 质 形 象；提 高 公

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因该公司产品为巧克力，属于食品行业，贴 近 百 姓 生 活，游 客

多为具有活力、生活色彩丰富的中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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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月发生的业务如下：

１．１日，卡里有限公司追加投资“卡里世界公园”旅游公司３００万英镑，用于完

善景点建设，手续已办妥，款项已到账。３日，收到当日游园收入５０００英镑，出纳

玛丽小姐将钱存入银行。

２．１０日，“卡 里 世 界”旅 游 公 司 总 经 理 艾 琳 女 士 出 差，提 取 现 金１０００英 镑

备用。

３．１１日，业务经理杰克先生签署一张转账支票３万英镑，用 于 公 园 建 筑 物 的

修缮。

４．１５日，付给尤里卡建筑公司３０万英镑，该公司负责建筑一新景点。

５．１５日，收到当日游园收入１万英镑，出纳玛丽小姐将钱存入银行。

６．１６日，收到捐赠款５万英镑，手续已办妥，款存入银行。

７．１７日，向托尼公司购买草籽，共计２０００英镑，支付一张３个月到期的银行承

兑汇票，无利息。

８．１８日，收到丽丽影楼前欠款３０００英镑。

９．１９日，支付前欠奴里旺农场树苗款６０００英镑。

１０．２５日，取现金，支付公园１０名职工工资，共计３万英镑。

１１．２６日，购农药喷雾机１台，价款８００英镑，以转账支票付讫。

１２．２７日，转让１０台除草机，出让价为１５００英镑，款已收齐。

１３．３１日，本月公园收入共计１５万英镑，材料费支出５万英镑，行政管理费支

出３万英镑，不包括人工费用支出。
公司将所有凭证交由会计师审核并入账。如果你是 会 计 师，你 需 设 置 哪 些 会

计科目？如何向企业的主管报告这一个月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呢？

　　思考题

１．什么是会计科目？设置会计科目有什么意义？

２．设置会计科目的原则是什么？会计科目可分为几类？

３．什么是账户？简述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关系。

４．账户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５．什么是复式记账？简述复式记账法的基本原理。

６．什么是借贷记账？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什么？

７．为什么要编制会计分录？

８．简述如何进行试算平衡？

９．简述会计要素主要核算类型。

　　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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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１．企业的会计科目必须反映（　　）的特点。

　　　　　　　　　　　　　　　　　　　　　　　　Ａ．会计对象 Ｂ．会计职能 Ｃ．会计本质 Ｄ．会计定义

２．会计科目是（　　）。

Ａ．会计要素的名称 Ｂ．报表的项目

Ｃ．账簿的名称 Ｄ．账户的名称

３．复式记账法对每一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额在（　　）。

Ａ．一个账户中进行登记 Ｂ．两个账户中进行登记

Ｃ．全部账户中进行登记 Ｄ．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户中进行登记

４．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期末余额一般在（　　）。

Ａ．借方 Ｂ．贷方 Ｃ．借方或贷方 Ｄ．借方和贷方

５．成本类科目有（　　）。

Ａ．直接材料 Ｂ．直接人工 Ｃ．生产成本 Ｄ．间接费用

６．借贷记账法账户哪一方记增加，哪一方记减少是根据（　　）。

Ａ．记账规则 Ｂ．账户结构 Ｃ．业务性质 Ｄ．账户性质

７．资产类科目按照资产的流动性强弱和企业经营管理和会 计 核 算 的 需 要，分

为（　　）两大类科目。

Ａ．流动资产类和长期资产类 Ｂ．流动资产类和固定资产类

Ｃ．有形资产类和无形资产类 Ｄ．实物资产类和货币资产类

８．（　　）由我国财政部统一制定，以会计制度的形式颁布实施。

Ａ．一级会计科目 Ｂ．明细科目

Ｃ．二级会计科目 Ｄ．纲目

９．对于双重性质的账户的期末余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一定有借方余额 Ｂ．一定没有余额

Ｃ．一定有贷方余额 Ｄ．可能是借方余额也可能是贷方余额

１０．某一账户期初余额在借方，期末余额在贷方，表明（　　）。

Ａ．该账户的性质未变

Ｂ．该账户已从期初余额的负债类变为期末的资产类

Ｃ．该账户已从期初余额的资产类变为期末的负债类

Ｄ．该账户既不属于资产类也不属于负债类

二、多项选择题

１．会计科目设置的原则是（　　）。

Ａ．通用性原则 Ｂ．全面性原则

Ｃ．一贯性原则 Ｄ．明了性原则

２．表格式账户的构成一般应包括的内容有（　　）。



旅游会计学
４４　　　

Ａ．账户名称 Ｂ．日期 Ｃ．凭证号数 Ｄ．摘要　　Ｅ．金额

３．账户结构的数量关系是（　　）。

Ａ．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

Ｂ．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发生净额

Ｃ．本期发生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

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

４．复式记账法与单式记账法相比的特点与优势是可以（　　）。

Ａ．随时检查每一笔会计业务处理是否正确

Ｂ．检查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是否正确

Ｃ．检查会计凭证是否合法合规

Ｄ．可以全面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及结果

５．会计分录包括（　　）。

Ａ．会计科目 Ｂ．金额 Ｃ．记账方位 Ｄ．借贷记账符号

６．会计科目可以从（　　）角度进行分类。

Ａ．会计要素 Ｂ．会计期间 Ｃ．会计报表列入 Ｄ．科目级次

７．账户中的各项金额包括（　　）。

Ａ．期初余额 Ｂ．本期减少发生额

Ｃ．本期增加发生额 Ｄ．期末余额

８．下列项目属于会计科目的有（　　）。

Ａ．库存商品 Ｂ．未完工产品

Ｃ．月末在产品成本 Ｄ．生产成本

９．单式记账法只对（　　）业务予以记录。

Ａ．现金收付 Ｂ．银行存款收付 Ｃ．应收应付 Ｄ．实物资产增加

１０．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贷方登记（　　）。

Ａ．资产的减少 Ｂ．费用的增加 Ｃ．权益的增加 Ｄ．收入的增加

三、判断题

１．会计科目就是对经济业务按照某种性质或特征作进一步 科 学 分 类 的 项 目。
（　　）

２．每一个账户只能记录特定的一笔经济业务，而企业全部资 金 运 动 的 增 减 变

动情况，是通过在账簿中设置若干个相关账户来共同反映的。（　　）

３．复式记账法是指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需要从相对的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方面用相等的金额记账。（　　）

４．借贷记账法，用“借”、“贷”作 为 记 账 符 号，分 别 表 示“我 借 入 钱”和“我 贷 出

钱”。（　　）

５．收入类账户通常期末无余额，为此又称为“虚”账户，或“空”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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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

７．借贷金额相等表示账务处理绝对正确。（　　）

８．采用复式记账，无论经济业务的发生引起会计要素发生怎样的增减变动，都

不会破坏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　　）

９．所有账户的左边都记录增加额，右边都记录减少额。（　　）

１０．所有账户都是根据会计科目开设的。（　　）
四、核算题

１．资料：海盈公司２００６年６月份发生如下业务：
（１）从银行提取现金５０００元。
（２）从银行借入长期借款１０万元，存入银行。
（３）本企业接受外单位投入原材料一批，作价１６万元。
（４）购入厂房一座，价值２００万元，付款５０万元，其余款项尚未支付。
（５）以银行存款３０万元，归还银行借款２１万元和应付购货单位货款９万元。
（６）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出差回来报销，共花费２０００元，而预借了２５００元，退

回现金５００元。
（７）收到外单位捐款３万元存入银行。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２．练习试算平衡。鑫恒公司２００６年１月末各账户余额如下表所示：

账户余额表

编制单位：鑫恒公司 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１日 单位：元

资　　产 余　　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余　　额

现金 　１８００ 　负债：

银行存款 ２５８０００ 短期借款 １３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４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７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 　所有者权益：

预付账款 １００００ 实收资本 ７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７５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６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６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２月份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１）为购入材料预付华胜公司货款１５０００元。
（２）用银行存款归还到期的短期借款３００００元。
（３）明豪公司投入鑫恒公司资金２００００００元，存入银行。
（４）马明经理出差预借公司差旅费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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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收到 Ｍ公司捐赠设备一台，价值１８０００元。
（６）收到敦厚公司还前欠款９５００元，存入银行。
（７）购买设备一台，价值１０００００元，货款尚未支付。
要求：编制会计分录，开设账户并登记期初 余 额、本 期 发 生 额，结 出 期 末 余 额，

并编制试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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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动资产的核算

第一节　货币资金的核算

货币资金是指旅游企业资金周转过程中，以货币形 态 存 在 的 那 部 分 资 产。货

币资金按其存放地点和用途，可分为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它是流

动资产中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其中，现金是指企业存放在财

会部门由出纳人员经管作为零星开支使用的货币资金；银行存款是指企业存放 在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其他货币资金指企业除现金与银行存款以外 的

各种货币资金，包括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 用 卡 存 款、信 用 证

保证金存款以及尚未到达的在途货币资金等。
旅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发生大量的货币资金收付业务，拥 有 货 币 资 金 是 旅

游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因此，为了保证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必须保持

适量的货币资金储备。
货币资金的流动性最强，也最容易被挪用或侵占，为 保 证 货 币 资 金 的 安 全，减

少发生差错和舞弊的机会，有必要建立有一套完整的货币资金管理与核算制度，以

及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监督检查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合理使

用货币资金，保 护 货 币 资 金 的 安 全 完 整。企 业 货 币 资 金 内 部 控 制 制 度 的 主 要 内

容是：
第一，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牵制制度。内部牵制制度指 将 一 项 业 务 活 动 分 别 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人员负责而形成的相互核对、相互制约的一种工作制 度。主 要 体

现为：货币资金和专 用 印 章 不 得 由 一 人 兼 管；经 办 人 员 和 审 批 人 员 由 两 人 以 上 负

责；货币资金的收付和稽核、会计档案的保管由两人以上负责；货币资金 的 清 查 盘

点除由经管人员自身执行外，会计主管人员还应进行复核。
第二，遵守国家的现金管理制度。国务院对于现金的使用和管理颁布了《现金

管理暂行条例》，其主 要 内 容 包 括：①现 金 使 用 范 围；②库 存 现 金 限 额 和 备 用 金 制

度；③严禁坐支等。
第三，遵守银行存款的管理要求。按照规定，企业必须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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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账户，以办理银行存款的存入、支出和转账结算业务。在国家规定的现金开支

范围以外的各项付款，应按照银行有关结算办法的规定，通过银行办理 转 账 结 算。
对于货币资金支出的审批、支票等的签发与使用都要完全分开。企业收 入 的 一 切

款项，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必须当日上缴银行。
第四，坚持和完善货币资金的清查盘点制度。为了健 全 货 币 资 金 的 内 部 控 制

制度，保证货币资金的安全完整，企业必须坚持和完善货币资金的清查 盘 点 制 度，
由审计人员或其他人员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货币资金的清查盘点。

　　一、现金的管理与核算

现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现金是指企业的库存现金；广义的现金除了库

存现金之外，还包括 银 行 存 款 和 其 他 能 够 用 于 立 即 支 付 并 且 被 接 受 的 支 付 凭 证。
本章中的现金是指狭义上的现金。

（一）现金管理制度

为了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控制和调节货币的流通，节 约 现 金 的 使 用，保 障 现 金

的安全性，国务院颁布了《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及其相关规定，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

个方面：

１．现金使用范围的规定。旅游企业只有在下列情形下才能使用现金：
（１）职工个人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助、各种劳保福利费等；
（２）个人劳务报酬；
（３）各种 社 会 保 险 和 社 会 救 济 费 用，如 退 职 金、退 休 金、抚 恤 金 和 丧 葬 补 助

费等；
（４）向个人收购的农副产品和其他物资的款项；
（５）出差人员必须携带的差旅费；
（６）结算金额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各种零星支出；
（７）国家规定的需要使用现金的其他支出。
除了上述范围可以使用现金支出外，其他支付都要通过银行转账结算进行。

２．现金的库存限额和存取的规定。为了便于日常零星开支，按照规定，旅游企

业可以保留一定数额的库存现金。库存现金的限额，主要根据企业日常 开 支 的 多

少、距离银行远近和交通是否便利等情况，由企业和银行协商确定，一般按企业３～
５天零星开支的需要确定。距离银行比较远的单位，可以适当放宽限额，但最多不

得超过１５天的日 常 零 星 开 支。各 单 位 超 过 库 存 限 额 的 现 金，必 须 于 当 日 送 存 银

行，最迟不得超过第二天上午。库存现金不足限额时，可随时向 银 行 提 取 现 金，补

足库存限额。

３．不准坐支现金。坐支是指旅游企业的现金收入直接支付自己的支出。旅游

企业各部门的营业收入都应及时送存银行，现金支付应从银行提取，并注明存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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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来源和支款的用途。

４．禁止性规定。企业在现金收付业务中，不得编造用途套取现金，不得利用在

银行中开立的账户为其他单位或个人套取现金。出纳人员不得私自挪 用 现 金，不

得“白条抵库”，不准保留账外现金。为加强现金管理，旅游企业必须专配出纳人员

负责现金的收支和保管工作，非出纳人员不得管理现金。出纳人员办理 现 金 收 付

业务时，必须以由主管会计审核和签证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做到现金账和现金数额

相符。出纳员在收付现金后，应在会计凭证上签章，并加盖“现金收讫”或“现金 付

讫”的戳记，作为收付款的依据。
（二）现金的核算

为了进行现金的总分类核算，需要设置“现金”账户，对发生 的 每 笔 现 金 收 入、
支出业务，都必须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然后据以记账。收到现

金应借记“现金”账户，支付现金应该贷记“现金”账户。
为了加强对现金的管理，随时掌握现金收支的动态和库存现金余额，保证现金

的安全，企业必须设置“现金日记账”，按照现金业务发生的先后顺序逐笔登记。每

日终了，出纳人员应 根 据 登 记 的“现 金 日 记 账”的 结 余 数 与 实 际 库 存 数 进 行 核 对。
月末，“现金日 记 账”的 余 额 必 须 与 会 计 人 员 登 记 的“现 金”总 账 账 户 的 余 额 核 对

相符。
【例３－１】某旅游企业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现金收付业务的账务处理举例如下：
（１）从银行提取现金４２０００元，准备用以发放职工工资。
借：现金 ４２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４２０００
（２）用提取的现金４２０００元发放工资。
借：应付工资 ４２０００
　贷：现金 ４２０００
（３）业务员王明预借差旅费７００元。
借：其他应收款———王明 ７００
　贷：现金 ７００
（４）行政部门报销办公费３００元。
借：管理费用 ３００
　贷：现金 ３００
（５）业务员张玲出差返回，报销差旅费４５０元，退回现金５０元。
借：现金 ５０

营业费用———差旅费 ４５０
　贷：其他应收款———张玲 ５００
（６）收到顾客支付的住宿费９８０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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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现金 ９８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９８０
出纳人员根据经审核无误的收、付款凭证按发生的时间顺序 逐 笔 登 记 现 金 日

记账。每日终了结出当日借方、贷方发生额和结余额，并与现金实际库存数核对相

符。现金日记账格式如表３－１所示。

表３－１　现金日记账

日期 凭证

种类 数
摘　　要 对方科目 借　方 贷　方 余　额

期初余额 ２０００

银付 １ 提取现金 银行存款 ４２０００

现付 １ 发放工资 应付工资 ４２０００

现付 ２ 王明借差旅费 其他应收款 ７００

现付 ３ 报销办公费 管理费用 ３００

现收 １ 张玲出差返回现金 其他应收款 ５０

现收 ２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９８０

本日合计 ４３０３０ ４３０００ ２０３０

企业内部有些部门或单位有可能采用备用金制来核算日常的零星开支。所谓

备用金是指财务部门按企业有关制度规定，拨付给所属报账单位和企业内部有 关

业务与职能管理部门，用于日常业务零星开支的备用现金。对于备用金的使用，企

业需要通过“其他 应 收 款”总 账 科 目 下 设“备 用 金”二 级 科 目 来 进 行 核 算，不 在“现

金”科目下核算。
（三）现金的清查

现金清查是加强对出纳工作的监督，防止发生各种非法行为和记账错误，保证

现金安全完整的必要措施。现金清查的主要方法是实地盘点，即将库存 现 金 实 有

数与现金账面余额进行核对，做到日清月结，账实相符。现金盘 点 后，应 根 据 盘 点

的结果与现金日记账的核对情 况，填 制“现 金 盘 点 报 告 表”。“现 金 盘 点 报 告 表”是

重要的原始凭证，应认真填写。
清查盘点后如出现库存数与账面余额不符，即出现长款或短款现象，应及时调

账并查明原因，并报经上级主管批准。调账通过“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处理，调整

“现金”账户后使该账户账实相符。日后查明原因，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按规定再将

转入“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的金额转销。
【例３－２】某旅游企业现金清查结果的处理过程如下：
（１）现金清查时，发现现金短缺２００元，原因待查。编制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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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待处理财产损益 ２００
　贷：现金 ２００
（２）经查明，其中５０元是出纳人员的责任，应由其赔偿；其余 短 缺 款 原 因 无 法

查明，经批准，作为非常损失处理。
借：其他应收款 ５０

营业外支出 １５０
　贷：待处理财产损益 ２００
（３）如现金清查时发现库存现金长款８０元，原因待查。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现金 ８０
　贷：待处理财产损益 ８０
（４）长款原因无法查明，经批准作为企业营业外收入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 ８０
　贷：营业外收入 ８０

　　二、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是指企业存放在开户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旅游企业全部经济业务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往来，除现金收支范围内的各

种现金收付行为以外，所有的结算款项都必须通过银行办理转账结算。旅 游 企 业

库存现金超过限额的部分，也必须送存银行。旅游企业应遵守银行结算 的 各 项 有

关规定，加强企业银行存款的管理。
（一）银行结算方式

现行的银行结算方式包括支票、商业汇票、汇 兑、委 托 收 款、托 收 承 付、银 行 汇

票、银行本票、信用证、信用卡等结算方式，形成了以票据为主，多 种 结 算 方 式 合 理

配置、互为补充的结算制度。
旅游企业经常使用的银行结算方式有：

１．支票结算方式

支票是银行的存款人签发的、委托银行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 指 定 金 额 给 收 款

人或持票人的票据。这种结算方式是银行各开户单位支取存款和办理同城结算普

遍采用的一种结 算 方 式。支 票 具 有 手 续 简 便 灵 活、收 付 款 及 时、便 于 款 项 结 算 的

特点。
支票分为现金支票、转账支票和普通支票三种。支票上印有“现 金”字 样 的 为

现金支票，现金支票只能用于支取现金。支票上印有“转账”字样的为转账支票，转

账支票只能用于转账。支票上未印有“现金”或“转账”字样的为普通支票，普通支

票可以用于支取现金，也可以用于转账。在普通支票左上角画两条平行线的，为画

线支票，画线支票只能用于转账，不得支取现金。单位和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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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各种款项结算均可使用支票。采用支票结算方式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支票一律记名。即在支票上写明收款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无记名支票不得背书

转让和提示付款。第二，签发支票的金额不得超过付款时付款人实有的存款金额，
禁止签发空头支票。第三，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为自出票日起１０日。超过期限的

银行不予受理。

２．商业汇票结算方式

商业汇票是企业之间根据购销合同进行延期付款的商品交 易 时，开 具 的 反 映

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商业汇票由收款人或付款人（或承兑申请人）签发，由承兑

人承兑，并于到期日向收款人或背书人支付款项的票据。这种结算方式 同 城 和 异

地均可采用。
商业汇票按承兑人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 承 兑 汇 票。商 业 承 兑 汇 票

是由收款人签发，经付款人承兑，或由付款人签发并承兑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是

由收款人或承兑申请人签发，并由承兑申请人向开户银行申请，经银行审查同意承

兑的票据。
采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方式，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商业汇票一律记名，

允许背书转让和申请贴现，不得签发无合法商品交易的汇票。第二，商业汇票一经

承兑，承兑人负有到期无条件支付票款的责任。如承兑人或承兑申请人 账 户 不 足

以支付票款，凡属商业承兑汇票的，银行将汇票退给收款人，由 其 自 行 处 理。凡 属

银行承兑汇票的，银行负有支付票款的责任，同时将对承兑申请人执行 扣 款，并 对

尚未收回的金额计收罚息。第三，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双方商议，最长不能超过６
个月。第四，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后，汇票到期时，如付款人账户无款支付，则收款

人或背书人负有连带经济责任，付款人账户不足支付票款，其不足部分银行视同逾

期贷款处理，并按规定收取罚息；银行承兑汇票申请贴现后，汇票到期，承兑银行负

有向收款人或贴现银行无条件支付票款的责任。

３．委托收款结算方式

委托收款是收款人委托银 行 向 付 款 人 收 取 款 项 的 结 算 方 式。无 论 单 位 或 个

人都可以凭已承兑商业汇票、债券、存单等 付 款 人 债 务 证 明 办 理 同 城 或 异 地 的 款

项收取。委托收 款 结 算 款 项 的 划 回 方 式，分 为 邮 寄 和 电 报 两 种，由 收 款 人 选 择

使用。
收款人办理委托收款应向开户行填写委托收款凭 证，提 供 收 款 依 据。付 款 人

开户行将收到的委托收款凭证，经审查无误后，应立即通知付款人。付款人接到付

款通知和有关的附件，应在规定的付款期限内付款。付款期限为３天，自付款人开

户行发出付款通知的次日算起（付款期限内遇例假日顺延）。付款人在付款期限内

未向分行提出异议，银行视作同意付款，并在付款期满的次日银行开始 营 业 时，将

款项主动划给收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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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汇兑结算方式

汇兑是付款人委托银行将其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结算方式。单位和个人的各

种款项的结算，均可使用汇兑结算方式。汇兑分为信汇和电汇两种方式，由汇款人

选择使用。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全国各银行点实行了电子汇兑，无论采用信汇还

是电汇，均可以在２４小时内到账抵用。

５．银行汇票结算方式

银行汇票是出票银行签发的，由其在见票时按实际金额无条 件 支 付 给 收 款 人

或持票人的票据。银行汇票的出票银行为银行汇票的付款人。单位和个人的各种

款项结算，均可使用银行汇票。银行汇票可以用于转账，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

票也可以用于支取现金。银行汇票的提示付款期自出票日起一个月，超 过 提 示 付

款期提示付款的，代理付款人不予受理。
单位或个人需要用银行汇票进行结算的，应向银行提交银行 汇 票 申 请 书 并 交

存汇票存款，对企业来说，这笔银行汇票存款就形成了企业的其他货币资金。银行

在对申请书审查无误后，签发银行汇票。

６．信用卡结算方式

信用卡是商业银行向个人或单位发行的，凭以向特约单位购物、住店和其他消

费，并可以向银行存取现金，是一种具有消费信用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按

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按信誉等级可分为金卡和普通卡。
信用卡仅限于合法持有人使用，不得转借或转让。信用卡规定有起存金额，申

领信用卡的单位或个人，其存款账户必须保持足以支付的存款余额以备支用，在存

款余额不足而又急需款项的情况下，允许善意透支并要定期偿还，信用卡透支额最

高为金卡不得超过１万元，普通卡不得超过５０００元。透支期限最长６０天，透支部

分需计收利息。
（二）银行存款的核算

为了反映企业存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各种存款，旅游企业应设置“银行存

款”账户，核算银行存款的收入、支出和结存情况。银行存款的核算与库 存 现 金 的

核算一样，包括总分类核算和序时核算，在设置“银行存款”总分类账户（通常由会

计人员登记）的同时还应设置“银行存款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通常由出纳人员

登记，格式同前现金日记账），两者定期核对。
【例３－３】银行存款总分类账核算举例：
（１）某旅游企业开出转账支票１００００元，偿付某供货单位赊购欠款。其会计分

录为：
借：应付账款 １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
（２）企业由于季节性储备材料需要，临时向银行借入６００００元，存入银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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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期限为两个月。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６００００
　贷：短期借款 ６０００００
（３）企业通过银行上缴企业所得税款项６８００元。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金 ６８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６８００
（４）企业收到 银 行 收 款 通 知，某 公 司 所 欠 贷 款５６００元 已 收 妥 入 账。会 计 分

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５６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５６００
（三）银行存款的清查

为了保证银行存款核算正确性，掌握银行存款的实 际 数 额，及 时 发 现 差 错，旅

游企业应定期对银行存款进行清查核对，其主要方法是将银行发来的银行存款 对

账单与企业的银行存款日记账逐笔进行核对。通过核对，往往会发现双 方 账 目 不

一致。其主要原因，一是双方账目可能发生不正常的错账、漏账；二 是 存 在 正 常 的

“未达账项”，即企业与银行一方已经入账，而另一方由于凭证传递时间的影响尚未

入账的款项。
企业同银行进行对账，首先应检查本单位银行存款 日 记 账，力 求 正 确 与 完 整，

然后再与银行送来的对账单逐笔核对。如果发现错账、漏账，应 及 时 查 明 更 正，对

于未达账项，则应在查明后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检查双方的账目是否相符。
未达账项主要有四种情况：①企业已经收款入账，而银行尚未入账的事项。如

企业收到付款单位交来的支票，并已作银行存款增加入账，但银行尚未入账。②企

业已经付款入账，而银行尚未入账的事项。如企业开出支票或其他付款凭证，企业

已作存款减少入账，但对方单位尚未将支票等送交银行，故银行尚未记录企业存款

减少。③银行已经收款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事项。如企业委 托 银 行 代 收 的 款

项，银行已经收款入账，但收款通知尚未送达企业，故 企 业 尚 未 入 账。④银 行 已 经

付款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事项。如由银行直接代付的款项，银行已从企业存款

中拨付给收款方，但企业因尚未收到付款通知而还没有入账。以上任何 一 种 情 况

的发生，都会使双方账面存款余额的时点数不一致。为了消除未达账项的影响，企

业应根据 核 对 中 的 未 达 账 项，编 制“银 行 存 款 余 额 调 节 表”，据 以 调 节 双 方 账 面

余额。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是先将核对中不一致的项 目 均 视 为 未 达 账

项，在企业和银行双方的账面余额基础上，假定未达账项都已到达，进行 余 额 的 调

整，得出调整后的余额（应该相等），本次对账工作才告一段落。未达账项属于正常

情况，无须进行账面调整，随着时间的推延，真正的未达账项自会到达。因此，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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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未核对上的项目，下期对账时要继续核对，直到每一项都核对上 以 后，这 一

会计期的对账工作才真正结束。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核对不上的项目，就有可能

是错账，需要专 项 核 对，如 果 是 错 账，需 要 对 账 簿 记 录 的 错 误 按 规 定 的 方 法 进 行

更改。
【例３－４】企业 收 到 其 开 户 行 转 来 的 银 行 存 款 对 账 单，其 账 面 余 额 为９７６４０

元；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为８９８００元，经逐笔核对后，发现下列未达账项：
（１）企业委托银行代收某公司贷款３２７２０元，银行已收到并入账，但收款通知

未到达企业。
（２）企业开出用于购货的转账支票一张，金额１１０００元，银行尚未兑付。
（３）企业送存某公司归还的转账支票３１６００元，银行尚未登记入账。
（４）银行划付本单 位 电 话 费２２５０元，贷 款 利 息２０３０元，结 算 单 据 尚 未 送 到

企业。
根据以上资料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如表３－２所示。

表３－２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年　月　日

项　　目 金　额 项　　目 金　额

　 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 ８９８００ 　 银行对账单余额 ９７６４０

加：银行已收、企业未收款项

（已收托收款） ３２７２０

加：企业已收、银行未收款项（送 存 转

账支票一张） ３１６００

减：银行已付、企业未付款项。

（划付电话费）

（划付利息）
２２５０

２０３０

减：企业已付、银行未付款项

（未兑付转账支票一张） １１０００

　 调节后存款余额 １１８２４０ 　 调节后存款余额 １１８２４０

调节后的余额为企业银行存款的实有数额，但不能作为调整 银 行 存 款 账 簿 记

录的依据，企业应等到收到银行有关结算单证时，再将未达账项入账。

　　三、其他货币资金

其他货币资金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放地点和用途不同于库存现金、银行存

款的其他属于货币资金范围的款项。主要包括企业汇往外地银行开立采购专户的

外埠存款；企业为取得银行汇票按规定存入银行的银行汇票存款；企业为取得银行

本票，按规定存入银行的银行本票存款和企业同所属或上级主管单位之间的汇 解

款项的在途货币资金等。
在核算其他货币资金时，应设置“其他货币资金”账户进行 总 分 类 核 算。这 个

账户的使用方法与“现金”、“银 行 存 款”账 户 相 同。企 业 需 要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在 总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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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外埠存款”、“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在途资金”等明细账户进行明细核算。
【例３－５】其他货币资金有关业务的核算举例如下：
（１）某旅游企业委托当地开户银行汇款１０００００元给采购地银行开立专户。会

计分录如下：
借：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
（２）采购员交来购货发票，金 额 为８００００，支 付 增 值 税１３６００元，合 计９３６００

元。这笔付款应该从外埠存款中支付。会计分录如下：
借：商品采购 ８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１３６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９３６００
（３）采购员完成了采购任务，将多余的外埠存款转回当地银行。当企业收到银

行的收账通知时，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６４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６４００

　　四、外币业务

（一）外币业务概述

１．外汇

外汇指一国持有的以外币 表 示 的 用 以 进 行 国 际 结 算 的 支 付 手 段。国 际 货 币

基金组织对外汇的 定 义 为：“外 汇 是 货 币 行 政 当 局（中 央 银 行、货 币 管 理 机 构、财

政部门）以银行存款、财 政 部 库 券、长 短 期 政 府 证 券 等 形 式 以 确 保 在 国 际 收 支 逆

差时可以使用的债 权。”我 国《外 汇 管 理 暂 行 条 例》规 定，外 汇 包 括：①外 国 货 币，
包括钞票和铸币；②外币有价证券，包括 外 币 政 府 公 债、国 库 券、公 司 债 券、股 票、
息票等；③外币支付 凭 证，包 括 票 据、银 行 存 款 凭 证、邮 政 储 蓄 凭 证 等；④其 他 外

币资金。

２．外币业务

外币业务是指以记账本位币以外的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经 济 业 务，包 括 外 币

交易业务、外币借贷业务、外币兑换业务，以及外币资本投入业务等。
外币业务的账务处理有外币统账制和外币分账制两种方法。外币统账制指在

发生外币业务时，即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入账。外币分账制指在日常核算 时 以 外 币

原币入账，分别币种核算损益和编制会计报表，在资产负债表日将外币会计报表折

算为记账本位币表示的会计报表，并与记账本位币会计报表进行汇总。除 银 行 等

金融企业外，我国大多数企业实行外币统账制。

３．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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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又称外汇汇价，指一国货币兑换他国货币的比 率 或 比 价。按 照 货 币 兑 换

基准的不同，可分为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直接标价法是指以一定 单 位 的 外

币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额本国货币的标价方法。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 采 用 直

接标价法，我国汇率的标价方法也采用直接标价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外币数额

固定不变，本币数额随汇率高低发生变化，本币币值大小与汇率的高低成反比。例

如，我国以人民币为本币，美元为外币，则１００美元＝８３２．６８元人民币为直接标价；
间接标价法是指以一定单位的本币作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额的外币的标价方法。
例如，上例中直接标价法下的１美元＝８元人民币，用间接标价法表示为：１００元人

民币＝１２．００９４美元。
按外汇经营形式的不同可将汇率分为银行挂牌汇率和外汇市场汇率。银行挂

牌汇率是由银行挂牌公布的银行进行外汇兑换的汇率，分为买入价、卖出价和中间

价。买入价是银行买进外币时所依据的汇率，卖出价是银行在卖出外汇 时 所 依 据

的汇率，中间价是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平均价；外汇市场汇率是指在外汇市场上挂牌

的外汇牌价，一般分为买入汇率、卖出汇率和中间汇率。
在我国，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实行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

有管理的浮动制。有管理是指要接受国家宏观调控的管理。人民币汇率由中国人

民银行据前一日外汇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每日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交易的中间价，
并参照国际外汇市场变化，同时公布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币种的汇率。

４．汇兑损益

汇兑损益是企业发生的外币业务，因汇率变动导致的折合记账本位币的差额。
包括外币业务和持有外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期间，由于汇率变动引起的折算差额。

对于汇兑损益，应分别按以下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１）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汇兑损益，应计入长期待摊费用，自企业开 始 生 产 经

营当月起，一次计入生产经营当月损益；
（２）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汇兑损益，计入财务费用；
（３）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汇兑净损益，在企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

生的，计入相关固定资产的购建成本。
（二）外币账户的设置

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会发生与国外企业的商品购销、投资

受资、往来结算等与外币相联系的业务活动，需要设置相应的外币账户来核算和监

督外币业务。我国企业的外币账户设置一般包括现金、银行存 款、应 收 账 款、应 收

票据、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长期借款、短期借款等相应的外币账户。
外币账户采用复币记账的方式，反映外币账户中的原币金额、汇率和折算的人

民币金额。
（三）外币业务的内容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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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币兑换业务

【例３－６】天源酒店因购进原材料需用港币来交易，按照当地银行规定，需以

美元来 兑 换 港 币。在 兑 换 日，美 元 的 市 场 汇 率 为１∶８．３７，港 币 的 市 场 汇 率 为

１∶１．０９，兑换银行美元买入价为１∶８．３３，港币卖出价为１∶１．１０。该酒店用８０００美

元去兑换港币。
根据以上资料，在进行业务处理时，首先进行美元兑 换 成 港 币 的 计 算，即 将 美

元按兑换银行买入价计算、港币按兑换银行的卖出价计算，８０００美元可兑换港币

为：＄８０００×８．３３÷１．１０＝ＨＫ＄６０５８２；
然后，按美元和港币当天的市场汇率１∶８．３７和１∶１．０９将美元和港币分别折算

成人民币金额，即：
美元折算成人民币：＄８０００×８．３７＝￥６６９６０
港币折算成人民币：ＨＫ＄６０５８２×１．０９＝￥６６０３４．３８
两者的差额￥６６９６０－６６０３４．３８＝￥９２５．６２，为汇兑损益。应编制以下会计

分录：
借：银行存款———港币户（ＨＫ＄６０５８２×１．０９） ６６０３４．３８

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９２５．６２
　贷：银行存款———美元户（＄８０００×８．３７） ６６９６０
２．外币交易业务

对于外币交易业务的处理有两种观点，即“单项交易”观点和“两项交易”观点。
“单项交易”观点认 为：以 外 币 标 价 的 购、销 交 易，必 须 在 实 际 结 算 后 才 算 完 成；因

此，应把企业的购、销业务及随后的结算视为一项业务，以外币的收到、支付为业务

结束的标志。“两项交易”观点认为：企业购、销业务的发生与外币的结算应视为两

项独立的事项，在购销业务发生时应按照当日的现行汇率确认取得的收入或支 付

的成本，期末编制会计报表及以后结算日的汇率变动与确认的收入和成本不再 有

直接的关系，此期间因汇率变动形成的差额作为汇兑损益，为简化核算 起 见，企 业

在发生外币交易业务时，可以当月１日的中间汇率进行折算和账务处理，在月末编

制报表时再将有关 外 币 账 户 的 余 额 按 照 月 末 的 中 间 汇 率 进 行 折 算 并 确 认 汇 兑 损

益。因此，外币交易业务与下文介绍的期末汇兑损益确认和处理一同举例说明。

３．外币资本业务

企业发生外币资本投入业务时，对于相应的资产账户，一律按收到出资额当日

的汇率折算；对于资本账户的处理分两种情况：（１）双方合同有约定汇率的，按合同

约定汇率进行折 算。有 关 资 产 账 户 与 资 本 账 户 所 采 用 汇 率 不 同 而 产 生 的 折 算 差

额，计入“资本公积”账户；（２）双方合同没有约定汇率的，则按收到出资额当日的汇

率进行折算，无折算差额产生。
【例３－７】某旅游企业２００３年收到某外商投入１００００００美元和价值８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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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全新设备一台，当天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１∶８．４３，投资合同双方规定汇

率为１∶８．５１。该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根据以上资料，该旅游企业的账务

处理如下：
“实收资本”账户应按双方合同约定汇率１∶８．５１折算。编制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美元户 ８４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４３）

固定资产 ６７４４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８．４３）
资本公积———资本折算差额 １４４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８．４３）

　贷：实收资本 １５３１８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８．５１）
假设此例中的投资合同双方未设约定汇率，则“实收资本”账户也应 按 当 天 的

市场汇率进行折算。编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美元户 ８４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４３）

固定资产 ６７４４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８．４３）

　贷：实收资本 １５１７４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８．４３）
（四）外币账户期末汇兑损益调整

不管是依据“单项交易”观，还是“两项交易”观进行外向业务的处理，都需要到

会计期末（月末、季末、年末）时，将月末各外币账户结余的外币金额按期末汇率折

合为人民币，作为外币账户的期末人民币余额。各外币账户调整后的人 民 币 余 额

与原账面人民币余额的差额，作为期末汇兑损益核算。其中包括已实现 的 汇 兑 损

益，也包括未实现的汇兑损益。这一调整事项就称为期末汇兑 损 益 调 整。需 要 说

明的是两种观点下的处理结果对整个会计期来说是一致的，但通常为了减少核 算

工作量，一般 采 用“单 项 交 易”观 进 行 处 理。下 面 举 例 说 明 期 末 汇 兑 损 益 调 整 的

处理：
【例３－８】乐园旅游公司采用当日市场汇率作为折合汇率进行外币业务核算。

２００３年３月末汇率为１∶８．５０，该公司银行存款美元户余额为１０００００美元，折合人

民币金额为８５００００元；应收账款：甲企业美元户１００００美元，折合人民币８５０００
元；应付账款：乙企业美 元 户８０００美 元，折 合 人 民 币６８０００元；短 期 借 款 美 元 户

２００００美元，折合人民币１７００００元。该公司４月份外币收支业务如下：
（１）３日，收回甲企业上月货款１００００美元，汇率为１∶８．５２；
（２）１８日，归还短期借款２００００美元，汇率为１∶８．５７；
（３）２２日，支付乙企业货款４０００美元，汇率为１∶８．５８；
（４）２５日，销 售 给 甲 企 业 产 品 一 批，货 款２００００美 元，货 已 发 出，货 款 尚 未 收

到，当日汇率为１∶８．５８；
（５）４月末，汇率为１∶８．５５。
根据上述经济业务，应编制会计分录：
（１）借：银行存款———美元户 ８５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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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应收账款———甲企业美元户 ８５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８．５２）
（２）借：短期借款———美元户 １７１４００（＄２００００×８．５７）

　贷：银行存款———美元户 １７１４００（＄２００００×８．５７）
（３）借：应付账款———乙企业美元户 ３４３２０（＄４０００×８．５８）

　贷：银行存款———美元户 ３４３２０（＄４０００×８．５８）
（４）借：应收账款———甲企业美元户 １７１６００（＄２００００×８．５８）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１６００（＄２００００×８．５８）
（５）根据月末的汇率计算期末汇兑损益并作调整分录：

借：银行存款———美元户 ５８２０
　贷：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５８２０
借：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２３２０
　贷：应收账款———甲企业美元户 ４００

应付账款———乙企业美元户 ５２０
短期借款———美元户 １４００

有关账户的记录见表３－３、表３－４、表３－５、表３－６。

表３－３　银行存款———美元户

日期 摘要
借　　方 贷　　方 余　　额（借）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期初余额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 ８５００００

收回贷款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２ ８５２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９３５２００

归还借款 ２００００ ８．５７ １７１４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７６３８００

支付货款 ４０００ ８．５８ ３４３２０ ８６０００ ７２９４８０

月末调整

汇兑差额

５８２０ ８６０００ ８．５５ ７３５３００

表３－４　应收账款———甲企业（美元户）

日期 摘要
借　　方 贷　　方 余　　额（借）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期初余额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０ ８５０００

收回贷款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２ ８５２００ ０ （２００）　　

赊销货款 ２００００ ８．５８ １７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７１４００

月末调整

汇兑差额

４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８．５５ １７１０００

表３－５　应付账款———乙企业（美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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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摘要
借　　方 贷　　方 余　　额（贷）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期初余额 ８０００ ８．５０ ６８０００

支付货款 ４０００ ８．５８ ３４３２０ ４０００ ３３６８０

月末调整

汇兑差额

５２０ ４０００ ８．５５ ３４２００

表３－６　短期借款———美元户

日期 摘要
借　　方 贷　　方 余　　额（借）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外币 汇率 人民币

期初余额 ２００００ ８．５０ １７００００

归还借款 ２００００ ８．５７ １７１４００ ０ （１４００）　　

月末调整

汇兑差额

１４００ ０ ８．５５ ０

第二节　应收款项的核算

应收款项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因商品、产品已经交付或劳务已经提供，

而取得的向其他单位或个人索取货款及劳务补偿的要求权。具体包括 应 收 账 款、

应收票据、预收账款、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

　　一、应收票据

（一）应收票据的概念与种类

应收票据是指企业因向客户提供商品或劳务而收到的由客户签发在短期内某

一确定日期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承诺，是企业拥有的债权。它是企业销 售 商 品 或

劳务时采用商业汇票结算形成的，有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带息票据和不

带息票据之分。目前我国大陆范围内使用的票据多为不带息票据，因此，本书仅介

绍不带息票据核算的有关内容。
（二）应收票据基本业务核算

为了反映企业应收票据的增减变动情况，应设置“应收票据”账户进 行 总 分 类

核算。该账户属于资产类账户，其借方登记企业发生的应收商业汇票票据款；贷方

登记票据到期时收回的票据款或到期注销无法收回的票据款，余额在借方，反映期

末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款。
如果是承兑人违约拒付或无力偿还票款时，应按票据到期值 转 为 应 收 账 款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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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算，借记“应收账款”，贷记“应收票据”账户。
【例３－９】某酒店销售给Ａ公司商品一批，价款为２００００元，尚未收到，已办妥

托收手续，适用增值税率为１７％。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 ２３４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３４００
数日后该企业收到购货单位寄来一张９０天到期、不 带 息 的 商 业 承 兑 汇 票，面

值为２３４００元，用于抵付产品货款和增值税款。企业收到后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票据 ２３４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２３４００
如果该票据到期，购货企业无力兑付时，则酒店应将到期票据的票面金额转入

“应收账款”账户。
借：应收账款 ２３４００
　贷：应收票据 ２３４００
（三）应收票据的贴现

应收票据是一种正式的书面承诺文件，与应收账款相比，应收票据具有更多的

法律保护。因此，应收票据优于应收账款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持有票据 的 企 业 往

往可以将到期前的票据贴现给金融机构，从而获得急需的货币资金。应 收 票 据 贴

现是指持有票据的企业在票据到期之前为获取所需的货币资金，通过背书（即持票

人在票据背面签字）向金融机构出售的行为。贴现行为完成之后，金融机构成为自

贴现日至票据到期日这段期间内的票据持有人，并在票据到期日向出票人（支付票

据的债务人）收取票据的本息和。
票据贴现相当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作抵押贷款，与一般贷款 不 同 的 是 需 要 先

扣除利息，贴利取现。有关计算见下列公式：
不带息票据到期值＝应收票据票面金额

贴现息＝票据到期值×贴现率×贴现期

贴现值＝票据到期值－贴现息

【例３－１０】６月１日某酒店收到Ｂ企业签发的３个月期不带息商业汇票一张，
计３００００元，８月１日甲企业急需资金使用，将乙企业的商业汇票背书后向银行按

１０％的贴现率办理贴现。
票据到期值＝３００００元

贴现息＝３００００元×１０％×１／１２＝２５０元

贴现值＝３００００元－２５０元＝２９７５０元

作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２９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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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２５０
　贷：应收票据 ３００００
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时，若付款人或承兑人无力支付票款，申请贴现的

企业应负连带偿还责任。当收到银行退回的票据收款通知时，按应支付 的 本 息 金

额，借记“应收账款”账户，贷记“银行存款”账户；如果申请贴现企业的银行存款余

额不足支付，银 行 将 作 逾 期 贷 款 处 理，应 借 记“应 收 账 款”账 户，贷 记“短 期 借 款”
账户。

　　二、应收账款

（一）应收账款的确认和计价

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销售产品、材料和供应劳务，而产生的应

向购货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应收账款是企业一项重要的 流 动 资 产，
属于短期性债权。应收账款主要包括应收的销货款、代收的增值税款及 代 购 货 方

垫付的运杂费。
应收账款的计价，即如何确定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应收账款应当按实际发生额入账，即以交易发生日或销售收入确认时买卖双方 成

交的实际金额入账。在计算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时，还要考虑商业上通 行 的 折 扣

条件。
折扣分为商业折扣和现金折扣两种。商业折扣是指企业可以从商品价目表上

的价格给予一定百分比的折扣，扣减后的净额才是实际销售价格。例如，某种商品

价目表上的价格为１８００元，成批购买１０件可得１０％商业折扣，实际成交价格为

１６２００元［１８００×１０×（１－１０％）］，买卖双方登记入账金额均为１６２００元。商业

折扣仅仅是为了确定发票价格，不在买卖双方会计记录中反映。
现金折扣是指企业为了鼓励客 户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早 日 偿 还 货 款 而 给 予 的 一 种

折扣优待。通常表示为：２／１０，ｎ／３０，即１０天 内 付 款 折 扣２％，１０天 以 后３０天 之

内付款则付全 价。例 如，某 企 业 赊 销 商 品２０００元，付 款 条 件 是２／１０，ｎ／３０。若

购货方在１０日内付款只付１９６０元［２０００×（１－２％）］，扣除４０元 现 金 折 扣；若

在１０日以后３０日以内付 款，则 必 须 付２０００元，不 能 享 受 现 金 折 扣。现 金 折 扣

条款的作用是尽快 回 笼 货 币 资 金，所 以 是 一 项 理 财 的 政 策。由 于 现 金 折 扣 的 实

现与否要在销售以后 才 能 确 定，所 以，应 收 账 款 入 账 金 额 的 确 认 有 两 种 方 法：总

价法和净价法。
总价法是假定购货方放弃现金折扣而将未扣除现金折扣的总金额确认为销售

收入和应收账款。在总价法下，将由于顾客在折扣期内付款而发生的现 金 折 扣 视

为企业为了加速资金周转而产生的财务费用处理。总价法可以较好地反映销售的

总过程，但在顾客可 能 享 受 现 金 折 扣 的 情 况 下，会 引 起 应 收 账 款 和 销 售 收 入 的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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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从而导致资产和利润的虚增。
净价法则是假定购货方取得现金折扣而把扣除现金折扣后的净额作销售收入

和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这种方法下由于顾客超过折扣期付款而多收 回 的 金 额，
视为向顾客提供信贷而获得的利息收入，在收到款项时冲减财务费用。由 于 现 金

折扣的比率比一般银行贷款利率高得多，所以，一般认为顾客不会轻易错过获得现

金折扣的机会，因此净价法显得比总价法更为合理，它同时也弥补了前述总价法易

高估资产和收益的缺陷，从而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 成 果。但

是，从实务上讲，采用净价法必须对每一笔应收账款做详细的分析，对已 过 折 扣 期

的顾客还要做调整分录，会计处理比较烦琐，这无疑增加了核 算 的 工 作 量。因 此，
我国的会计制度规定采用总价法。

（二）应收账款的核算

为了核算企业应收销货款的增减变动及结存情况，需要设置“应收账款”账户，
其借方登记应向购货单位收取的销货款，贷方登记已收回的销货款，余 额 在 借 方，
表示至期末尚未收回的货款。该账户应按欠款单位设置明细分类账。

【例３－１１】某企业根据购销合同销售一批商品，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总

额１００００元，适用增值税率为１７％，应收取增值税额为１７００元，另以支票垫付运

费３００元。根据销货发票及垫付运费的支票存根等单据，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 １２０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１７００
银行存款 ３００

收到银行通知，该项货款、税款及代垫运费已全部收妥入账，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１２０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１２０００
【例３－１２】某企业销售一批商品，按价目表标明价格计算，金额为４００００元。

为了促销，酒店给客户１０％的商业折扣，增值税率为１７％，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 ４２１２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３６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１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６１２０［３６０００×１７％］　 　
收到货款时编制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４２１２０
　贷：应收账款 ４２１２０
【例３－１３】某 企 业 销 售 商 品 价 值２００００元，该 企 业 规 定 的 现 金 折 扣 条 件 为

２／１０，ｎ／３０。增值税率为１７％，商品已交付并办妥托收手续。如果采用总价法，编

制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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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时：
借：应收账款 ２３４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３４００
如果货款在１０天内收到，应扣除现金折扣，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２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１－２％）＋３４００］

财务费用 ４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

　贷：应收账款 ２３４００
（注意：只 有 销 售 货 款 才 可 以 采 用 现 金 折 扣，增 值 税 的 计 算 和 交 纳 不 计 算

折扣。）
如果货款在１０天以后收到，应收取全额，编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２３４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２３４００
该企业如果采用净价法核算，则应做如下账务处理：
销售商品时，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 ２３０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１９６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３４００
（注意：增值税的计算与缴纳一律按总价）
如果货款在１０天以后收到，收到２３４００元，多收的４００元作为理财收益，计入

财务费用账户的贷方，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２３４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２３０００

财务费用 ４００
（三）坏账损失的核算

商品经济中经营风险的普遍存在和商业信用的广泛采用，不 可 避 免 地 会 发 生

某些客户因各种原因不能到期如数偿付所欠债务的情况，使企业的应收账款有 一

部分不能收回，造成损失。这些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会计上称为坏账。由于发生

坏账而产生的损失称为坏账损失。
确认坏账损失应有统一的标准：如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

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或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３年仍

然不能收回的 应 收 账 款 等。坏 账 损 失 的 核 算 一 般 有 两 种 方 法：直 接 转 销 法 和 备

抵法。

１．直接转销法。这种方法是在企业确认坏账发生时，直 接 将 实 际 坏 账 损 失 计

入当期损益。会计处理中借记“管理费用”账户，贷记“应收账款”账户。若已经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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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坏账，转销后又收回，则应冲销额借记“应收账款”账户，贷记“管理费用”账户，
同时借记“银行存款”账户，贷记“应收账款”账户。

【例３－１４】某旅游企业１９９８年对应收账款进行清查，发现其中有１８００元是

１９９５年的账款，已拖欠３年。因其债务人长期无力偿还而不能收回，经批准确认为

坏账，作会计分录：
借：管理费用———坏账损失 １８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１８００
数月后该债务人资金情况好转又将欠款归还，则作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 １８００
　贷：管理费用———坏账损失 １８００
借：银行存款 １８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１８００
直接转销法具有简单明了、账务处理简单的优点。但 不 符 合 收 入 与 费 用 配 比

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坏账损失是信用交易中客观存在的风险，它和所实 现 的 销 售

收入存在因果 关 系，如 上 例 中 的 销 货 收 入 反 映 在１９９５年，而 坏 账 费 用 却 反 映 在

１９９８年，收入与费用没有在同期入账。而且，既然坏账损失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应

该得到确认入账，而 如 果 没 有 确 认 入 账，就 会 造 成 当 期 资 产（应 收 账 款）和 收 入 的

虚增。

２．备抵法。这种方法是依据收入与费用相互配比的原则，按期估计坏账损失，
提取坏账准备金，并计入当期损益。当确认坏账时，将坏账损失冲减已提取的坏账

准备金。采用备抵法，首先要估计坏账损失。我国会计制度规定，在年终时按照应

收账款年末余额的特定比率计提坏账准备。为了核算企业提取的坏账 准 备，以 及

注销已经确认的坏账，正确计算应收账款的净额，需要设置“坏账准备”账户。该账

户属于资产类账户，是应收账款账户的抵减调整账户。该账户贷方登记 已 提 取 的

坏账准备金及已转销后又收回的坏账金额，借方登记已确认并转销的 坏 账。贷 方

期末余额是按照既定的坏账准备率以及应收账款年末余额计算的当年应该提取的

坏账准备金。其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坏账准备应提取额＝应收账款年末余额×坏账准备率

当年坏账准备实际提取额＝当年坏账准备应提取额＋提取前坏账准备的

借方余额－提取前坏账准备贷方余额

需要说明的是坏账准备实际提取额是在坏账准备账户提取前余额的基础上的

差额提取。
【例３－１５】某企业根据应收账款余额的３％计提坏账准备。第一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为３５００００元；第 二 年 实 际 冲 销 坏 账８００元，年 末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为２４００００
元；第三 年 收 回 前 期 确 认 的 坏 账６００元，冲 销 坏 账４００元，年 末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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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０００元，编制如下 会 计 分 录：未 提 取 坏 账 准 备 前，坏 账 准 备 账 户 余 额 为 零，所

以有：
第一年末，坏账准备提取额＝３５００００×３％＝１０５０
借：管理费用 １０５０
　贷：坏账准备 １０５０
第二年，冲销坏账：
借：坏账准备 ８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８００
年末提取坏账准备前的坏账准备账户为贷方余额２５０元，所 以 当 年 应 补 提 坏

账准备４７０元（２４００００×３％－２５０）。
借：管理费用 ４７０
　贷：坏账准备 ４７０
第三年，收回已确认的坏账时，作冲转分录：
借：应收账款 ６００
　贷：坏账准备 ６００
同时，还应该反映应收账款的收回和银行存款的增加：
借：银行存款 ６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６００
年末提取坏账准备前的坏账准备账户为贷方余额９２０元，所 以 年 末 应 冲 减 坏

账准备３５０元（１９００００×３％－９２０），作调整分录：
借：坏账准备 ３５０
　贷：管理费用 ３５０

　　三、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是指除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以外的应 收 或 暂 付 给 其 他

单位和个人的款项，是企业发生的非购销活动的应收债权。其他应收款 主 要 包 括

拨付给企业内部单位和个人的备用款、应收的各种罚款、赔款、应收的租金、存出保

证金、应向职工收取的各种款项等。作为企业的短期性债权，应将这类项目单独归

类，以便与购销业务发生的应收项目相区别。
设置 “其他应收款”账 户，该 账 户 属 于 资 产 类 账 户，其 借 方 登 记 企 业 发 生

的各项其他应收款项；贷方登记收 到 和 结 转 的 其 他 应 收 款 项。期 末 借 方 余 额 表

示应收未收的各 项 其 他 应 收 款 项。当 企 业 发 生 各 种 应 收 的 赔 款、罚 款、租 金、
支付备用金等，及其他各种暂 付 款 时，应 借 记 “其 他 应 收 款”账 户，贷 记 有 关

账户；收回应收、暂付款项或对预支款 项 报 销 时，借 记 有 关 账 户，贷 记 “其 他

应收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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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中的备用金是指企业拨付给内部用款单位或职工个人作为日常零

星开支的备用款项，可分为一次性备用金和定额备用金。
一次性备用金是指企业经审批拨付给用款单位和个人的备用款项。用后报销

时，根据有效的 报 销 凭 证 一 次 性 报 销。拨 付 备 用 金 时 借 记“其 他 应 收 款———备 用

金”账户，贷记“现金”或“银行存款”账户；用款后报销时，根据审核后的实际数额，
借记“管理费用”等账户，按照拨款额贷记“其他应收款———备用金”账户，差额以现

金结账多退少补，借记或贷记“现金”账户。
为了简化频繁的日常小额支出的核算手续，可采用 定 额 备 用 金 制。定 额 备 用

金是指企业根据内部用款单位日常零星开支的需要，核定备用金定额，按定额预付

备用金，在限额内周转使用；报销时，根据审核后的凭证付给现金补足备用金定额。
这种方法可简化核算工作。在补足 备 用 金 定 额 时 应 借 记“管 理 费 用”、“营 业 费 用”
等账户；贷记“现金”或“银行存款”账户，不通过“其他应收款———备用金”账户。企

业一般于年终收回备用金，以便重新修订备用金定额。
【例３－１６】某酒店职工张明因公出差借款１６００元作为差旅费，作会计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张明 １６００
　贷：现金 １６００
张明出差返回报销差旅费１１００，余额交回。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 １１００

现金 ５００
　贷：其他应收款———张明 １６００
【例３－１７】某酒店批准采购部门设立２０００元定额备用金，并签发现金支票拨

款。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收款———备用金 ２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
备用金使用后，供应部门人员持交通费、文具用品费等报销凭证计１８００元，报

销和补足备用金定额。作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 １８００
　贷：现金 １８００
收回备用金是作会计分录：
借：现金 ２０００
　贷：其他应收款———备用金 ２０００

　　四、其他的应收款项目

其他的应收款项目还包括预付账款、应收股利、应计利息等。应收股利和应收

利息是在企业对外投资时形成的应收取但尚未收到的股利或利息。所 以，将 在 对



６９　　　
第三章　流动资产的核算

外投资一章中讲述。
预付账款是指企业因业务需要而按照购货合同规定，预先支 付 给 销 货 方 的 款

项。这种做法虽使企业资金暂时被销货方占用，但对保障企业所需商品的供应、规

避因市场波动带来的价格风险等都有一定的意义。预付账款与应收账款都属于企

业的债权，但两者产生的原因不同，应收账款是销售活动中产生的，预付 账 款 则 是

在采购活动中形成的。二者应分别设置账户。

第三节　存货的核算

　　一、存货的概念及分类

存货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者耗用而储存的流动资产。存货是

旅游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物质条件，是流动资产的重要项目，占流动资产一定

的比重，而且处于不断销售、耗用和重置之中。因此，管理好存货，如实地计量和记

录存货的增减变动，对 提 高 企 业 资 金 的 使 用 效 率，加 强 企 业 资 源 管 理 具 有 重 要 的

意义。
旅游企业所需要的存货品种繁多、规格复杂，它们在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

不同，为便于核算和管理，需对存货进行科学的分类。
旅游企业中的存货，按期在经营活动中的用途可分为以下五大类：

１．原材料。主要指企业在库和在途的各种材料，包括饮食企业、饭店等库存的

食品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服务的照相、洗染、修理等原材料。

２．燃料。主要指企业在库和在途的各种燃料，如各种固体、气体、液体燃料。

３．低值易耗品。主要指不作为固定资产核 算 的 各 种 用 具、家 具，如 工 具、管 理

用具、玻璃器皿等。

４．物料用品。主要指除原材料、燃料、低值易 耗 品 以 外 的 经 营 管 理 用 品，包 括

企业日常用品、办公用品、包装物品、日常维修用材料、零配件等。

５．库存商品。主要指企业在库和在途的各种商品，包括饭店商品部、餐饮部或

附设商场等库存的各种商品，进行生产加工服务的照相等企业附设小卖部库存 的

商品，饮食企业附设小卖部库存的商品等。

　　二、存货核算的方法

存货核算涉及 实 物 计 量 和 货 币 计 量 两 个 方 面。存 货 实 物 计 量 是 货 币 计 价 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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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货的盘存制度

存货盘存制度是指确定存货实物数量的制度或方 法。在 会 计 实 务 中，存 货 的

盘存制度有定期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两种。
定期盘存制，是 指 在 期 末 对 全 部 存 货 进 行 实 地 盘 点，以 确 定 期 末 存 货 结 存 数

量，以进一步确定其成本的存货核算和管理制度。在定期存制下，存货的明细账平

时只登记存货增加数，不登记减少数，期末用实地盘点的实存数倒算出本期存货的

减少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本期存货耗用量＝期初存货量＋本期存货收入量－期末存货量

定期盘存制的主要优点是：①存货的明细分类账户设置简单，不需按品种规格

设置明细账；②平时只记进货数量和成本，不记发出存货数量和成本，从 而 极 大 地

简化了核算工作。
定期盘 存 制 的 主 要 缺 点 是：①不 能 随 时 反 映 存 货 的 发 出、结 存 数 量 的 动 态 结

果；②由于以存计销或以存计耗，倒算销货成本或生产成本，这就使得非 销 售 或 非

生产耗用的损耗、短缺或贪污盗窃等损失全部计入销货成本或使用成本之中，造成

销售成本不实，不 利 于 正 确 计 算 企 业 经 营 成 果，也 不 利 于 对 存 货 的 监 督 和 控 制；

③它只能定期结转发出存货的成本，而不能随时结转。由于定期 盘 存 制 存 在 着 上

述缺点，所以它一般只适用于一些价值低、品种多、进出频繁、管理要求不高的商品

或材料物资。
永续盘存制也称为账面盘存制。它是按照存货的种 类、规 格 设 置 存 货 明 细 分

类账，逐日逐笔登记存货收入、发出的数量和金额，并及时地结算出库存 存 货 数 量

和金额的存货核算和管理制度。采用永续盘存制，是以期初存货为基础，根据本期

存货收入和发出的记录，计算期末存货的数量和金额。其计算公式如下：
期初存货结存＋本期存货收入量－本期存货发出量＝期末结存量

由于存货保管过程中存在损耗和计量差错等原因，导致账面 结 存 数 可 能 与 实

际库存数不一致，因此，在永续盘存制下也要求在每个会计期末对存货进行实地盘

点、查明存货盘盈、盘亏以及毁损、变质等情况及原因。并根据具 体 情 况 分 别 进 行

处理，以保证账实相符和正确计量、报告本期的经营成果。
采用永续盘存制的优点在于：①按照存货的种类、规 格 设 置 明 细 账，可 以 随 时

反映存货收发、结存的动态，有利于存货的控制与监督；②定期进行存货 的 实 地 盘

点，可以确切地划分 存 货 的 正 常 消 耗 与 非 常 损 失，为 存 货 的 监 督 与 管 理 提 供 了 依

据；③商品销 售 后，能 直 接 确 定 销 售 成 本，销 售 成 本 真 实，有 利 于 正 确 计 量 经 营

成果。
采用永续盘存制的缺点是核算工作量比较大，在大型零售商 业 企 业 和 原 材 料

品种多的加工制造企业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但企业采用计算机处理，可使这一

问题得以解 决。目 前，我 国 除 小 型 商 业 企 业 外，所 有 企 业 都 按 规 定 采 用 永 续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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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制。
（二）存货取得的计价方法

存货取得时的计价是期末存货成本计价和销售成本确定的 基 础，原 则 上 应 按

购入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按我国现行有关制度的规定，对各种存货的入 账 价 值 分

述如下：

１．购入材料的计价

购入材料的采购成本包括：①买价，指购入 材 料 发 票 所 开 列 的 货 款 金 额；②外

地运杂费，包括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等费用；③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包括经批

准确实无法追究责任的超定额损耗）。
采购人员差旅费、专设采购机构的经费、零星市内运 输 费、企 业 供 应 部 门 和 仓

库经费不计入材料的采购成本。

２．库存商品的计价

购进商品应以商品的进货原价作为入账价格，包括商品买价、农副产品的收购

税金以及进口商品按规定交纳的关税、增值税等。
（三）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

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货总处于流动状态，原有 的 存 货 不 断 发 出，新 的 存

货又不断取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类、规格相同，但是取得时间不同的存货，其购

入价格或单位生产成本可能会有明显的差异。那么，在发出存货时按照 什 么 价 格

计价就成为会计 上 必 须 解 决 的 一 个 问 题。在 能 够 具 体 辨 认 实 际 货 物 流 动 的 情 况

下，成本流动与货物流动相一致，存货成本可按购入价格或生产成本计价。在大多

数情况下，成本流动与货物流动往往不一致，我们只能将存货的成本流动建立在一

定的假设基础上，据以计算发出存货与库存商品成本。
用于发出存货计价的方法主要有个别计价法、先进 先 出 法、加 权 平 均 法、移 动

加权平均法、后进先出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１．个别计价法

个 别 计 价 法 又 称 为 分 批 实 际 进 价 法，它 是 具 体 确 定 每 一 件 或 每 一 批 商 品 的

实 际 进 价，以 计 算 出 该 件 或 该 批 商 品 销 售 成 本 的 一 种 方 法。其 具 体 计 算 公 式

如 下：
每批商品销售成本＝商品销售数量×商品购进单价

采用个别计价法，每批购进商品应分别存放，并分户 登 记 库 存 商 品 明 细 账，销

售的商品应在专用发票上注明进货类别和批次，便于核算其进货实际成本。
采用个别计价法计算商品销售成本，可以逐日结转 商 品 销 售 成 本。这 种 方 法

计算的商品销售成本最为准确，但核算工作量繁重，适用于能分清货物件别或批次

的库存商品、直运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等。
【例３－１８】大宇批发公司６月份某型号收录机购进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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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数　量 单　价 总成本

６月１日（存货） １００ １４８ １４８００

３日购进 ４０ １５０ ６０００

８日购进 ２００ １５２ ３０４００

１０日购进 ３００ １５３ ４５９００

１７日购进 ２００ １５６ ３１２００

可销售量 ８４０ １２８３００

假定本期销售的收录机为期初存货５０台，８日、１０日、１７日购进的分别为１００
台、３００台、１５０台。则：

本月商品销售成本＝１４８×５０＋１５２×１００＋１５３×３００＋１５６×１５０＝９１９００元

期末存货成本＝１２８３００－９１９００＝３６４００元

结转商品销售成本的会计分录为：

借：商品销售成本 ９１９００

　贷：库存商品 ９１９００
个别计价法适 用 于 单 位 成 本 高、数 量 少、容 易 辨 认 的 存 货 计 价。采 用 这 种 方

法，成本的流动与商品实物的流动相一致，符合费用与收入相配比原则。但存货品

种多、数量大、单价低且收发频繁的企业，就不适合采用个别计 价 法。在 采 用 该 方

法时，管理部门基于某种目的，为使某期会计报告中出现较高或较低的 净 收 益，有

可能任意选用较高或较低的单位成本计价，从而人为地操纵净收益。

２．先进先出法

先进先出法是假定先购入的商品先销售，将最先购进商品的 价 格 转 入 商 品 销

售成本的一种计算方法。事实上企业购进商品储存在仓库形成存货，销 售 时 从 仓

库中提出。堆放在一起的商品并不一定是最早购进就最早销售。实际中商品实物

和成本流动不完全吻合。先进先出只是在假定的实物流转程序基础上形成的一种

成本流转顺序。当然实际商务活动中也确实有一些商品必须是先进先 出 的，例 如

有保质期的食品和医药等，这种情况下商品实物流动和成本流动是一致的。
【例３－１９】依前例，用先进先出法进行发出存货计价，仍假定本月销售６００件

商品：

定期盘存制下：如月末通过盘点得出库存数量为２４０件，

月末库存商品成本＝２００×１５６＋４０×１５３＝３７３２０元

本月商品销售成本＝１２８３００－３７３２０＝９０９８０元

永续盘存制下：

本月商品销售成本＝１００×１４８＋４０×１５０＋２００×１５２＋２６０×１５３＝９０９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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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库存商品成本＝２００×１５６＋４０×１５３＝３７３２０元

结转成本的会计分录同上例。

在先进先出法下，采用定期盘存制或永续盘存制，只要二者确定的期末存货数

量相同，其计算的期末存货成本也是相同的。

先进先出法的优点是：存货成本流动比较接近实际的货物流动，这一点近似于

个别计价法。同时，采用该方法，企业不能任意选择与收入相配 比 的 销 售 成 本，从

而避免收益被任意操纵的现象；期末存货按最近的购价计价，使期末存货价值接近

于当时价格，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期末存货价值能够反映目前的价格水平。

先进先出法的缺点是：与当期销售收入相配比的是早期购货成本，在物价变动

的期间，影响利润确定的正确性。而且在计算每批发出存货的过程中，有时需按多

个单位成本计算，计价工作较为繁琐。

３．加权平均法

加权平均法是指在一个计算期（一般为一个月）综合计算每种商品的加权平均

单价，先求出库存商品的成本，进而倒推出商品销售成本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

如下：

加权平均单价＝
（期初库存余额＋本期购入金额）
（期初库存数量＋本期购入数量）

期末库存金额＝期末库存数量×加权平均单价

本期商品销售成本＝期初库存金额＋本期购入金额－期末库存金额

采用本法计算出的商品销售成本较为均衡，准确性也较高，但计算量较大。一

般适用于经营品种较少，或者前后购进商品单价相差幅度不大，并定期结转商品销

售成本的企业。
【例３－２０】依前例大宇批发公司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商品销售成本，其具体

做法如下：

加权平均单价为＝１２８３００／８４０＝１５２．７４元

期末库存商品成本＝１５２．７４×２４０＝３６６５７．６元

商品销售成本＝１２８３００－３６６５７．６＝９１６４２．４元

商品销售成本结转如前。
加权平均法所确定的存货成本，考虑了各批进货数量的影响，加权平均单位成

本比较正确，从而弥补了简单平均法的不足；其缺点是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与市价仍

有一定的距离。当物价上升时，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必然比市价 低；当 物 价 下 降 时，

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必然比市价高，其期末存货不能表示当时的价格。对 于 储 存 在

同一地点、性能形态相同的大量商品，采用该方法比较适宜。

４．移动加权平均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是在每次购入商品之后，根据库存数量及总 成 本 算 出 新 的 平



旅游会计学
７４　　　

均单价成本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移动加权平均单价＝
（结存金额＋购入金额）
（结存数量＋购入数量）

【例３－２１】仍 依 前 例，若 大 宇 公 司６月９日 销 售２００台；６月１５日 销 售４００
台。则使用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商品销售成本为：

６月３日进货后平均单价＝
（１００×１４８＋４０×１５０）

（１００＋４０） ＝１４８．５７元

６月８日进货后平均单价＝
（１４８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４００）

（１００＋４０＋２００） ＝１５０．５９元

６月９日销售商品成本＝２００×１５０．５９＝３０１１８元

６月１０日进货后平均单价＝
（５１２００－３０１１８＋３００×１５３）

（３４０－２２０＋３００） ＝１５２．２３元

６月１５日销售商品成本＝４００×１５２．２３＝６０８９２元

６月１７日进货后平均单价＝
（６６９８２－６０８９２＝２００×１５６）

（４０＋２００） ＝１５５．３７５元

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的商品销售成本较为均衡和准确，但是计算起来

工作量大，一般适用于经营品种不多，或者前后购进商品单价相差幅度 大，并 逐 日

结转商品销售成本的企业。

移动加权平均法对永续盘存制最为适用。缺点是期末存货成本与现行成本相

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不如加权平均法下的差距那么显著。在企业货物

品种繁多、收发业务频繁的情况下，会加重存货计价工作。

５．后进先出法

与先进先出法相反，后进先出法是假定后购进的商品先销售，并根据这一假定

的实物流转程序形成相应的成本流转顺序来计算商品销售成本的一种方法。但在

实际中，多数情况下实物流转不符合后进先出的程序。
【例３－２２】依上例，本月销售商品为６００件。

若大宇公司使用定期盘存制（月末盘点的库存商品为２４０件）：
月末库存商品成本＝１００×１４８＋４０×１５０＋１００×１５２＝３６０００元

本月商品销售成本＝１２８３００－３６０００＝９２３００元

永续盘存制下：
本月商品销售成本＝２００×１５６＋３００×１５３＋１００×１５２＝９２３００元

月末库存商品成本＝１２８３００－９２３００＝３６０００元

采用后进先出法的优点是：①用接近当前价格水平的成本与 当 前 的 收 入 相 配

比，从而为计算当期收益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在物价持续上涨情况下，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利润的虚增。②能在交纳所得税方面带来一定的利益，这 是 其 他

计价方法所不能做到的。③可改善企业现金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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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先出法的主要缺点是：（１）在物价持续上涨时低估存货，期末存 货 按 较 早

的购价计价，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存货数额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编表日期的 财

务状况。（２）存货成本流转与实物流动程序多数情况下不一致。（３）账面利润比较

低。许多管理人员认为在物价上涨时期，使用后进先出法不能真实反映 企 业 的 业

绩。特别是在股份制企业，企业利润低会影响每股收益额，股东认为企业获利能力

低，就会抛售股票，使企业财务状况恶化。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物价变动时企业选择不同的计价方法，会对商品销售成本

及库存商品余额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物价上升时期，如采用后进先出法，则会导致

较高的商品销售成本和较低的库存，最后导致较低的销售利润。而在物 价 下 降 时

期正好相反。物价上升时期，如果企业采用先进先出法，则会导致较低的商品销售

成本和较高的期末库存，并且导致较高的销售利润。

将上述采用不 同 方 法 对 大 宇 公 司 进 行 发 出 存 货 计 价 的 结 果 对 比 如 表３－７
所示：

表３－７　不同存货计价方法结果对比计算表

项　　目 先进先出法 加权平均法 后进先出法

商品销售成本 ９０９８０ ９１６４２．４ ９２３００

期末库存 ３７３２０ ３６６５７．６ ３６０００

可以看出，物价上升时期，后进先出法得出的销售成 本 最 高，先 进 先 出 法 得 出

的销售成本最低，而加权平均法介于二者之间。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会计准则第２号》经过修改，已取消了后进先出法，主要考

虑到成本流与实 物 流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是 不 一 致 的。为 了 与 国 际 会 计 准 则 趋 同 协

调，此次我国财政部修订存货准则时也取消了后进先出法。

　　三、存货的期末计价

期末存货计价按照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来确定。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就是存货的

成本低于市价时按成本计价，存货市价低于成本时按市价计价。成本与 市 价 孰 低

是稳健性原则在存货计价上的具体体现。

存货日常核算是根据历史成本计量原则，按实际成本计价。如果由于过时、跌

价、损坏等原因，使 存 货 价 值 低 于 其 原 始 成 本 时，根 据 稳 健 性 原 则 要 确 认 损 失，同

时，要依照相关性原则，也要按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来反映存货 真 实 的 信 息。所 以，

在会计期末报告存货信息时，要按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来确认要报告 的 信 息。这

就是存货期末计价的意义。

按照我国目前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规定，如由于存货遭受毁损、全部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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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陈旧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使存货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应提取存货跌

价损失准备。存货跌价损失准备应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

额提取。为此，企业应设置“存货跌价准备”账户核算预计变现损失。年度终了，企

业应列出需降价处理的存货清单，并计算这部分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可 变 现 净 值

低于其账面实际成本的差额，即为应提取的存货跌价损失准备。第一年提取时，借

记“存货跌价损失”账户，贷记“存货跌价准备”账户。在以后各年度提取时，如果应

提取的跌价准备额大于已提准备的账面余额，则应按其差额借记“存货跌价准备”
账户，贷记“存货跌价损失”账户。已提取跌价准备的存货销售时，按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等账户，贷记“商（产）品销售收入”账户；同时按售出存货已提

取的跌价准备金额，借记“存货跌价准备”，按账面实际成本，贷记“库存商品”，按二

者的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账户。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应列示存货账户 的

期末余额与“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之差，即存货的账面价值或账面净额。

　　四、旅游企业存货的具体核算

（一）原材料的核算

原材料是旅游企业为完成其经营活动而储存的主要物质资 源，包 括 餐 饮 业 务

所需的食品原材料，照相、洗染、修理修配等服务业务的用料等。

由于原材料的种类繁多，对原材料要进行总分类核算和明细分类核算。例如，
食品原材料按功能用途可分为四大类：粮食类、副食类、干菜类和其他类，而每一大

类又是由不同品种的材料所组成，如粮食类是指各种可加工主食的大米、面粉和其

他杂粮。因此，在账户的设置上，应设置“原材料”总分类账户，进行总分类核算，按

大类设置二级账户和按品种设置三级账户，进行明细核算。其中按品种 设 置 的 明

细账户，还应采用“数量金额式明细账”。具体可见表３－８：

表３－８　原材料明细账

日期
凭证

号数
摘要

收　　入 支　　出 结　　余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原材料核算与旅游企业中原材料流动的程序有关。旅游企业原材料在企业的

经营过程中流动的特点，如图３－１所示：

下面主要以食品原材料的核算为例。

１．原材料购入的核算

旅游企业购进原材料，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使用部门（如厨房）提 出“原 材



７７　　　
第三章　流动资产的核算

图３－１　原材料流程示意图（作者根据业务流程加工）

料申购单”，采购人员购进后直接交给使用部门，由其验收签字后，签收单交由采购

人员转财务部门入账；另一种是由仓库保管员按照管理的要求，提出“原材料申购

单”，采购员采购后交仓库验收，填写“入库单”，后交财务部门入账。购入原材料并

办理了入库手续后，借记“原材料”账户，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购入原材料直接

交由使用部门的，则 不 通 过“原 材 料”账 户 核 算，而 是 直 接 借 记“主 营 业 务 成 本”账

户，贷记“现金”等账户。
【例３－２３】某市的国民饭店６月１日发生的采购业务：
（１）向本市第一粮店购进大米５００公斤，单价１．８０元，金额９００元，货款未付，

大米已验收入库。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粮食类 ９００

　贷：应付账款 ９００
（２）购进大虾１０公斤，单价４０元，金额４００元，以现金支付，大虾已由厨房直接

领用。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 ４００

　贷：现金 ４００
２．原材料发出（领用）的核算

只有入库保存的原材料才有领用的问题。使用部门根据经营的需要领用原材

料时，应填写领料单作为领料的凭证，仓库定期汇总领料凭证，交由会计部门入账：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贷记“原材料”账户。
【例３－２４】（接前例）国民饭店餐饮部的厨房领用大米１００公斤，单价１．７６元，

金额１７６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餐饮部 １７６

　贷：原材料———粮食类 １７６
旅游企业的燃料、物料用品的核算。旅游企业的燃料主要是用于食品加工、取

暖、供应热水等服务所需要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物料用品是指旅游 企 业 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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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的各种消耗品、劳保用品、办公用品等，比如：宾馆客户用的肥皂、牙膏、卫生

纸等。燃料与物料用品通常在“原材料”账户中核算即可，如果是多次性用品，如消

毒剂、地板蜡、扫帚等物料用品可以“低值易耗品”账户中核算。
（二）低值易耗品的核算

旅游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劳动资料。劳动资料在会计核

算中按其价值大小和使用年限长短的不同，分为低值易耗品和固定资产两类。
低值易耗品是指那些不能作为固定资产的劳动资料，如柜台、货架、家具用具、

管理用具、玻璃器皿、工具以及在经营过程中内部周转使用的包装容器等。
低值易耗品，从性质上看和固定资产一样属于劳动资料，因而其价值也应按损

耗程度，逐渐地转 化 为 营 业 成 本 和 期 间 费 用。但 由 于 低 值 易 耗 具 有 价 值 低、期 限

短、易损耗的特点，不适合与固定资产一同管理和核算，因此，把 它 视 同 流 动 资 产，
与存货一起核算。但是，与原材料相比，低值易耗品毕竟有它多 次 使 用 的 特 点，所

以，在核算中也存在着特殊性。低值易耗品取得的核算与原材料取得核 算 的 方 法

相同。所以，这里重点介绍的是低值易耗品领用和摊销的核算。
“低值易耗品”账户属 于 资 产 性 质 的 账 户。低 值 易 耗 品 由 于 可 以 多 次 周 转 使

用，而不像原材料一次使用即被消耗，所以，被领用时其价值的转销方式 就 有 一 次

摊销法、分期摊销法和五五摊销法等。低值易耗品在报废时还有残值，需要在其报

废时，将其残值收入冲减已转销的价值。
（１）一次摊销法

一次摊销法是指企业在领用低值易耗品时，就将其价值一次 全 部 计 入 成 本 费

用的摊销方 法。采 用 这 种 方 法，领 用 低 值 易 耗 品 时，应 按 实 际 成 本 作 如 下 会 计

分录：
借：制造费用 ×××
　贷：管理费用 ×××
一次摊销法虽然手续简单，减少了会计工作量，但是不能准确反映低值易耗品

的损耗程度，而且不利于低值易耗品的实物管理。这种方法仅适用于价 值 较 低 或

极易损耗的低值易耗品。
（２）分期摊销法

分期摊销法是指将低值易耗品的价值平均分期摊入成本费用的方法。采用这

种方法，领用时按低值易耗品的实际成本作会计分录：
借：待摊费用 ×××
　贷：低值易耗品 ×××
按期摊销时，作会计分录：
借：管理费用 ×××
　贷：待摊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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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低值易耗品报废

低值易耗品报废时，有一定的残值收入，不管是一次摊销法，还是分期摊销法，
残值收入都冲减报废期的低值易耗品摊销额。

【例３－２５】国民饭店６月２日购入玻璃杯５打，单价１８０元，金额９００元，以转

账支票付讫，玻璃杯已验收入库；同日，餐厅领用玻璃杯３打，单价１８０元，玻璃杯均

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其成本；同日，报废一批前期领用的玻璃 杯，残 值 收 入１２元。
需作会计分录如下：

①借：低值易耗品———玻璃杯 ９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９００

②借：营业费用 ５４０
贷：低值易耗品———玻璃杯 ５４０

③借：现金 １２
贷：营业费用 １２

分期摊销法有利于成本费用的合理均衡负担，适用于使用期限较长、单位价值

较高或一次领用数量较大的低值易耗品。
（三）存货储存的核算

企业保持一定量的存货是为了保证经营的连续不断，因此，存放在仓库中的存

货应当加强管理，保证其安全完整。对于存货的管理，会计制度要求对实物定期检

查核对，一般一个月盘点一次。发现盘盈或盘亏存货时，应由仓库保管员 填 写“存

货盘存报告表”，报有关部门查处处理，并报财务部门进行账务处理。财 务 部 门 根

据“存货盘存报告表”，在查明原因之前，先将存货的盘盈或盘亏金额计入“待处理

财产损益”账户，调整有关存货账户的余额，使其余额达到账实相符；待到查明原因

后，根据不 同 情 况，再 将 盘 盈 或 盘 亏 从“待 处 理 财 产 损 益”账 户 中 转 入 有 关 损 益

账户。

　　案例

张娜娜以个人名义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初筹建一个名叫“安康健康中心”的有限责

任公司，地点设在国贸大厦写字楼，主要服务于在国贸大厦办公的人员，也 对 外 开

放。对于固定客户给予允许赊账的优惠，其余不固定的客户则 要 每 次 结 算。健 康

中心于１２月１８日正式开业。１２月份发生的经济业务如下：

１．１２月６日，张娜娜从她个人银行账户中提取５００００元作为企业的开办基金，
存入一个以她的企业“安康健康中心”命名的新的银行账户。

２．经理 马 帅 强 上 任 后 的 第 一 件 工 作 就 是 为１２月１８日 开 业 做 准 备，他 买 了

２００００元的运动设备，并从银行账户里开出一张支票支付。

３．张娜娜又追加投资１０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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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马帅强经理还从奥尔森公司那里购买了吹风机、椅子、贮物箱等所需要的设

备共计１５０００元，奥尔森公司同意健康中心６０天内付款。

５．马帅强经理凭着过去的工作经验，估计出中心开业时所需物料用品的金额，
开列了购置肥皂、洗发剂、纸 巾 和 其 他 物 品 的 清 单 共 计２０００元，并 附 上 一 张 支 票

支付。

６．马帅强经理决定向银行借款１００００元，偿还货款，以减少企业所欠的债务。

７．以银行存款３０００元，偿还奥尔森公司的货款。

８．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８日 中 心 正 式 开 业。中 心 从 顾 客 支 付 的 训 练 费 中 共 取 得 了

１２２００元的收入，存入银行。

９．健康中心从赊欠顾客那里赚到６１００元的收入，允许他们３０天内付款。

１０．１２月末得到赊欠顾客支付的５５００元支票一张，以偿还他们的欠款。

１１．１２月末，健康中心支付雇员薪金１０１００元。

１２．健康中心收到当月电费账单３００元，并当即签发支票支付。

１３．“安康健康中心”１２月末进行现金清查，发现：现金短缺５０元，后经查，发现

５０元是出纳人员的责任，应由其赔偿；清查时还发现有一张１００元的假钞，经批准

作为企业营业外支出处理。
要求：（１）编制有关的会计分录并登记入账；

（２）进行试算平衡，并编制会计报表（简化）。

　　思考题

１．简述企业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

２．简述现金管理制度及现金核算及清查。

３．银行存款有哪几种结算方式？简述银行存款的核算及清查。

４．简述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范围。

５．为什么有外币业务？简述外币、外汇、汇兑损益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６．如何进行外币兑换业务、外币交易业务和投入外币资本业务的核算？

７．如何进行外币账户期末汇兑损益调整？

８．简述应收 票 据 的 概 念 与 种 类。如 何 进 行 应 收 票 据 的 计 量、收 回 和 贴 现 的

核算？

９．简述应收账款的确认和计价。

１０．什么是商业折扣和现金折扣？什么是总价法和净价法？

１１．什么是坏账损失及其确认条件？简述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的核算方法。

１２．简述其他应收款的核算范围。

１３．简述存货的概念及旅游企业中的存货分类。

１４．简述存货盘存的必要性和定期盘存制与永续盘存制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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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简述存货的购入、发出和期末的计价方法。

１６．简述特殊存货项目的内容及核算。

　　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旅游企业可以使用现金进行结算的金额在（　　）元以下的各种零星支出。

　　　　　　　　　　　　　　　　　　　　　　　　Ａ．１００ Ｂ．１０００ Ｃ．２００ Ｄ．５０００
２．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为自出票日起（　　），超过期限的银行不予受理。

Ａ．１个月 Ｂ．１０天 Ｃ．３０天 Ｄ．３个月

３．银行存款未达账项主要有下列（　　）情况：

Ａ．企业已经收款入账，而银行尚未入账的事项。

Ｂ．企业已经付款入账，而银行尚未入账的事项。

Ｃ．银行已经收款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事项。

Ｄ．银行已经付款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事项。

４．下列采用支票结算方式不对的是（　　）。

Ａ．支票一律记名 Ｂ．年月日可以小写

Ｃ．提示付款期限为自出票日起１０日内Ｄ．禁止签发空头支票

５．普通信用卡透支不得超过（　　）元，透支期限最长（　　）天，透支部分需计

收利息。

Ａ．１００００，６０ Ｂ．５０００，６０
Ｃ．５０００，９０ Ｄ．１００００，９０

６．外币统账制指在发生外币业务时，（　　）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入账。

Ａ．即刻 Ｂ．在报表编制日

Ｃ．期末 Ｄ．年末

７．汇兑损益，下列情况进行处理不对的是（　　）：

Ａ．筹建期间发生的汇兑净损益，应计入长期待摊费用。

Ｂ．经营期间发生的汇兑损益，计入财务费用。

Ｃ．购建固定资产发生的汇兑净损益，计入相关固定资产的购建成本。

Ｄ．外资投入的资本发生的汇兑损益，计入财务费用。

８．存货的期末定价，按照（　　）来确定。

Ａ．完全重置法 Ｂ．市价法

Ｃ．成本法 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９．包装物核算范围，一般包括（　　）。

Ａ．各种包装材料如纸绳、铁丝、铁皮等。

Ｂ．自用的，不对外出售、出租、出借的包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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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单独列作企业产品或商品存货的自制包装物。

Ｄ．与产品或商品销售有关的包装容器。

１０．包装物在出租期间企业应按租约规定收取租金，作为企业（　　）入账。

Ａ．营业外收入 Ｂ．补贴收入

Ｃ．主营业务收入 Ｄ．其他业务收入

二、多项选择题

１．我国现金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　　）。

Ａ．现金使用范围 Ｂ．库存现金限额

Ｃ．备用金制度 Ｄ．严禁坐支

２．汇率折算的标价方法有（　　）。

Ａ．中间标价法 Ｂ．间接标价法

Ｃ．直接标价法 Ｄ．收盘标价法

３．对于实收资本外币账户的处理，分（　　）情况确定折算汇率。

Ａ．双方合同有约定汇率的，按合同约定汇率进行折算。

Ｂ．双方合同没有约定汇率的，按收到出资额第一次的市场汇率进行折算。

Ｃ．双方合同没有约定汇率的，按收到出资额最后一次的市场汇率进行折算。

Ｄ．双方合同没有约定汇率的，按收到出资额当日的市场汇率进行折算。

４．确认坏账损失应符合（　　）条件。

Ａ．核算企业认为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

Ｂ．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应

收账款。

Ｃ．因债务人被兼并，其清算后，不足抵偿的应收账款。

Ｄ．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３年仍然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

５．永续盘存制的优点在于（　　）。

Ａ．随时反映存货收发、结存的动态，有利于存货的控制与监督。

Ｂ．定期盘点确切地划分存货的正常消耗的数量和原因。

Ｃ．为正确编制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提供了保证。

Ｄ．销售成本真实，有利于计量经营成果的正确性。

６．按外汇经营形式的不同分为（　　）。

Ａ．外汇市场汇率 Ｂ．股票市场汇率

Ｃ．银行挂牌汇率 Ｄ．债券市场汇率

７．购入材料的采购成本包括（　　）。

Ａ．买价 Ｂ．外地运杂费

Ｃ．采购人员差旅费 Ｄ．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８．后进先出法的优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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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在物价持续上涨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利润的虚增。

Ｂ．用接近当前价格水平的成本与当前的收入相配比，核算更准确。

Ｃ．对永续盘存制最为适用。

Ｄ．计算出的商品销售成本较为均衡。

９．摊销方法主要有（　　）。

Ａ．一次摊销法 Ｂ．二次摊销法 Ｃ．分期摊销法 Ｄ．五五摊销法

１０．低值易耗品核算范围，一般包括（　　）。

Ａ．不能作为固定资产的劳动资料

Ｂ．自用的，不对外出售、出租、出借的包装物

Ｃ．机器设备

Ｄ．生产经营中的消耗品

三、判断题

１．在普通支票左上角画两条平行线的，为画线支票，画线支票能用于转账或支

取现金。（　　）

２．商业承兑汇票是由收款人签发，经付款人承兑，或由付款人签发并经银行审

查同意承兑的票据。（　　）

３．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后，汇票到期时，如付款人账 户 无 款 支 付，其 后 果 由 银

行承担。（　　）

４．除银行等金融企业外，我国大多数企业实行外币分账制。（　　）

５．现金折扣是指企业为了鼓励客户多买，从商品的价目表价 格 上 给 予 一 定 百

分比折扣优待。（　　）

６．坏账确认的备抵法是依据谨慎原则进行的。（　　）

７．“预付账款”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　　）

８．定期盘存制是按照存货的种类、规格设置存货明细分类账，逐日逐笔登记存

货收入、发出的数量和金额，并及时地结算出存货数量和金额的存货核算和管理制

度。（　　）

９．先进先出法是假定先购入的商品先销售，将最先购进商品 的 价 格 转 入 商 品

销售成本的一种计算方法。适合物价上升的通货膨胀时期。（　　）

１０．低值易耗品通常是指单位价值在规定限金额以下，或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

的劳动资料。（　　）
四、实务题

（一）某旅游企业收到其开户行转来的银行存款对账单，其账面余额为１８０９１７
元；企业银行存 款 日 记 账 账 面 余 额 为１６５０４９元，经 逐 笔 核 对 后，发 现 下 列 未 达

账项：

１．企业委托银行代收某公司货款１６９３６元，委托号码为０７１２０４，银行已收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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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账，但收款通知未到达企业。

２．企业支付开开公司货款４０００元，支票号码４７２０，银行尚未兑付。

３．企业送存银行万达公司归还的劳务费用，转账支票金额５０００元，银行尚未

登记入账。

４．银行划付本单位电费６８元，结算单据尚未送到企业。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二）利顺达酒店因购进酒店用品需用港币来交易，按照当地银行规定，需以美

元来兑换港币。在兑换日，美元的市场汇率为１∶７．８７，港币的市场汇率为１∶１．０７，
兑换银行美元买入价为１∶７．８５，港币卖出价为１∶１．０９。该酒店用１２５００美元去兑

换港币。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三）开开旅游公司采用当日市场汇率作为折合汇率进行外币业务核算。２００６

年７月末汇率为１∶７．８９，该 公 司 银 行 存 款 美 元 户 余 额 为１５０００美 元；应 收 账 款：

ＭＧＳ公司美元户１７０００美元；应付账款：ＫＬＧ公司美元户８０００美元；短期借款美

元户２０００美元。该公司７月份外币收支业务如下：

１．２日，收回 ＭＧＳ公司上月货款１７０００美元，汇率为１∶７．９８；

２．１７日，归还银行短期借款１５０００美元，汇率为１∶７．９９；

３．２１日，支付ＫＬＧ公司购物款４０００美元，汇率为１∶７．９４；

４．２８日，收到ＢＭＮ公司偿还住店劳务费款１８０００美元，当日汇率为１∶７．８５；

５．７月末，汇率为１∶７．８８。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
（四）Ｇ酒店销售给Ａ公司商品一批，价款为４００００元，尚未收到，已办妥手续，

适用增值税率为１７％。数日后该企业收到购货单位寄来一张９０天到期、不带息的

商业承兑汇票，用于抵付产品货款和增值税款。该票据到期，购货企业无力兑付。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
（五）８月１日Ｇ酒店收到Ｂ企业签发的３个月期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一张，计

１５６７０元，８月１０日Ｇ酒店急需资金使用，将Ｂ企业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后向银

行按１０％的贴现率办理贴现。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时，付款人无力支付票

款。Ｇ酒店收到银行退回的票据收款通知。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
（六）Ｇ酒店正值旅游淡季，为了促销，住宿费按价目表 标 明 价 格 打 八 折，一 旅

游团住宿费打折后 共 计 金 额 为５８００元，酒 店 给 导 游１０％的 商 业 折 扣，营 业 税 率

为５％。
要求：编制会计分录。
（七）Ｇ酒店根据应收账款余额的３％计提坏账准备。第一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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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０００００元；第二年实际冲销坏账８５００元，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３４００００元；第

三年收回前期确认的坏账５００元，冲销坏账７００元，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２９００００
元。未提取坏账准备前，坏账准备账户余额为零。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
（八）盈润批发公司２００６年月７月份购进某型号健身器材情况如下：

日　　期 数　　量 单　　价

７月１日（存货） １０５ ２４８

３日购进 ４０ ２５５

８日销售 ８０

１０日购进 ５０ ２６７

１７日销售 １００

假定本期销售的收录机为期初存货５０台，８日、１０日、１７日购进的分别为１００
台、３００台、１５０台。

要求：利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 和 后 进 先 出 法 计 算 本 月

商品销售成本、期末存货成本和结转商品销售成本，并对采用不同方法计算结果进

行对比。
（九）Ｇ酒店维修部门２００５年７月领用工具一批，实际成本１５００元，当 月 按

５０％计入成本；２００６年５月该批工具报废，回收残料价值２０元。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
（十）大方公司在销售甲产品过程中出租包装物。出租的周转箱每只成本２５３

元，出租时每只收取押金３００元。租金从出租的第二天起算，３０天内每只周转箱租

金５０元。客户归还周转箱时，立即扣除租金退还押金。如逾３０天仍未归还的，以

没收押金处理。周转箱的摊销采用五五摊销法。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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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长期资产的核算

第一节　固定资产概述

　　一、固定资产概念及特征

（一）固定资产的定义

固定资产是指那些为了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 经 营 管 理 而 持 有 的，使 用

年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是企业的劳动资料，是企业生产经营中重 要 的 物 质 资 源。由 于 企 业

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规模等各不相同，固定资产的标准也不可能是一样的，各企业应

当根据制度中规定的固定资产的标准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本企业实 际

情况的固定资产目录、分类方法、各类或各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作为

固定资产核算的依据。
（二）固定资产的特征

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不是为了出售；

２．可长期服务于经营过程中，并在长期使用中不明显改变其原有实物形态；

３．价值较高，其支出的资金属于资本性支出。故在其使用过程中，根据耗损程

度以折旧的方 式 将 固 定 资 产 的 支 出 逐 步 地 转 为 成 本 费 用，并 从 营 业 收 入 中 得 到

补偿。
旅游企业的固定资产除了具有上述一般的特征外，还有其行业特征，以旅游饭

店为例：

１．建筑标准高，资金投入大。旅游饭店所接待的对象一般是国内外的游客，因

此饭店的设计和造型须标新立异，装饰要美观大方，设备的性能和质量必须要有很

高的标准。

２．设备设施更新速度快。为了保障宾客的 安 全、舒 适、方 便，旅 游 饭 店 必 须 对

设备、设施不断地进行更新，使设备、设施始终处于安全、可靠、新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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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固定资产的分类方法

旅游企业固定资产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 分 成 不 同 的 类 别。为 了 加

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企业应当选择适当的分类标准，将固定资产进行 分 类，以 满

足经营管理的需要。
（一）按固定资产经济用途，可以分为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非生产经营用固定

资产。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是指直接服务于旅游饭店生产、经营过程的 各 种 固 定

资产。如饭店客房、饭店内的机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非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

是指不直接服务于旅游饭店生产、经营过程的各种固定资产。如 职 工 宿 舍、餐 厅、
浴室、医务室等机构的房屋、设备等。

（二）按固定资产使用情况分类，可分为使用中固定资产、未使用固定资产和不

需用固定资产。使用中固定资产是指正在使用中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 固 定 资 产。
由于季节性经营或大修理等原因，暂停使用的固定资产仍属于企业使用中的固 定

资产，企业出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内部置换使用的固定资产也属于 使

用中的固定资产。未使用的固定资产是指已完工或已购建的尚未正式使用的新增

的固定资产以及因进行改建、扩建等原因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不需用 固 定 资 产

是指旅游饭店多余或不适用的各种固定资产。
（三）按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分类，可分为自有固定资产和租 入 固 定 资 产。自 有

固定资产是指旅游饭店拥有的可供自由支配使用的固定资产。租入固定资产是指

旅游企业采用租入方式从其他单位租入的固定资产。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的性

质又分为经营性租入和融资性租入。
经营性租赁是为满足旅游企业生产经营上的临时需要而采用的租赁形式。在

这种租赁形式下所支付的租赁费列入“营业费用”或“管理费用”账户，租入的固定

资产不作为自有固定资产核算，而只在备查簿中备查登记，在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

下附注说明其价值。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是由于企业资金不足或为减少投资风险借助于租赁公司的

资金购入的固定资产，或者说是分期付款取得的固定资产。采用融资租赁方式，租

赁期限较长，一般为租赁资产的全部或大部分经济使用年限。租赁期满，承租方有

优先选择所有权的权力。在租赁期间，承租企业应将融资租入的固定资 产 视 同 为

自有固定资产进行核算，负担租入固定资产的维修费、折旧费等费用。
（四）按固定资产的经济用途和使用情况综合分类，可把旅游企业的 固 定 资 产

分为七类：

１．房屋及建筑物。房屋是指旅游企业各部门用房，以 及 连 同 房 屋 不 可 分 离 的

附属设备，如客房、餐厅、办公室等。建筑物是指房屋以 外 的 围 墙、企 业 内 花 园、广

场中的亭台楼阁、喷水池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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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机器设备。是指旅游企业用于经营服务的厨房设备、洗涤设备，用于产生电

力、冷暖的各种设备和其他机器设备等。

３．交通运输工具。是指用于经营服务和企业内部运 输 的 各 种 载 人、运 货 的 工

具如客车、船等。

４．家具设备。是指用于经营服务和内部经营管理部门的各种家具设备以及地

毯等。

５．电器及影视设备。是指用于饭店经营服务或者内部管理的电脑、网络设施、
电视机、电冰箱、摄像机等。

６．文体娱乐设备。是指健身房、娱乐厅用的各种设备，如台球桌、健身器材、各

种乐器等。

７．其他设备。是指不属于以上各类的其他固定资产。

　　三、固定资产的价值管理与核算的主要内容

（一）固定资产的计价

１．按历史成本计价

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是指旅游企业购建某项固定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前所发

生的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企业新购建固定资产的加价、确定计提折旧的依据等

均采用这种计价方法。

２．按净值计价

固定资产净值也称为折余价值，是指固定资产原始价值或重 置 完 全 价 值 减 去

已提折旧后的净额。它可以反映企业实际占用在固定资产上的资金数额和固定资

产的新旧程度。这种计价方法主要用于计算盘盈、盘亏、毁损固定资产的溢余或损

失等。其中，重置完全价值是指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重新购建该项固定资产

所需要的全部支出。
（二）固定资产核算的主要事项

固定资产核算主要有以下事项：固定资产取得的核算，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折

旧、修理维护及改良的核算，固定资产处置的核算等。

第二节　固定资产取得的核算

　　一、固定资产核算账户的设置

固定资产核算应设置“固定资 产”、“累 计 折 旧”、“在 建 工 程”、“工 程 物 资”等 基

本账户。

１．“固定资产”账户是资产类账户。它始终按原始价值反映达到可使用状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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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资产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其借方反映固定资产增加的原始价 值；贷 方 反

映固定资产减少的 原 始 价 值；余 额 在 借 方，表 示 期 末 企 业 拥 有 的 固 定 资 产 的 原 始

价值。

２．“累计折旧”账户是“固定资产”的备抵账户，因此，也属于资产类账户。作为

资产的减项，该账户贷方反映固定资产以计提折旧的方式逐期转移的价值，也就是

资产减少的价值；借方反映因固定资产实物数量的减少而相应的抵减项的注销；期

末余额在贷方，反映 固 定 资 产 已 累 计 的 折 旧 额，或 固 定 资 产 随 着 使 用 已 减 少 的 价

值，因此它与固定资产期末余额之差为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３．“在建工程”账户是资产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进行各项新建、改扩建、修理

以及购入需安装资产的安装工程所发生的实际支出，反映的是尚未达到可使用 状

态固定资产的价值。借方登记企业各项工程发生的实际支出；贷方登记 工 程 完 工

交付使用时结转的实际成本。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尚未完工工程的实际支出。

４．“工程物资”账户核算企业为在建工程准备的各种建材物资的实际成本的增

减和结存。

　　二、固定资产按不同方式取得的核算

固定资产取得按其来源不同可分为：购入的固定资 产、自 行 建 造 的 固 定 资 产、

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等，旅 游 企 业

应当分别按不同来源进行会计处理。
（一）购入的固定资产

旅游企业购入不需安装的固定资产时，按购入固定资产实际 支 付 的 价 款 作 为

入账的原始价值，借记“固定资产”账户，贷记“银行存款”账户。
【例４－１】某酒店购入１０台彩电，发票价格４００００元，增值税税额６８００元，以

银行存款支付。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影视设备 ４６８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４６８００
购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时，应先记入“在建工程”账户的借方，并通过该账户

核算安装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安装成本，待设备安装完毕后，再将设备的 买 价、运 杂

费、增值税等费用连同安装成本，一次由“在建工程”账户的贷方转入“固定资产”账

户的借方。
【例４－２】某 宾 馆 购 入 空 调１０台，取 得 的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上 注 明 的 买 价 为

２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额３４００元，支付的运杂费为９００元，均以转账支票支付。空调机

的安装费用１００元，以现金支付。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空调机运抵宾馆：
借：在建工程———空调 ２４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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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银行存款 ２４３００
空调安装时：
借：在建工程———空调 １００
　贷：现金 １００
空调安装完毕，交付使用：
借：固定资产———空调 ２４４００
　贷：在建工程———空调 ２４４００
（二）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旅游企业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包括自营建造和出包建造两种方式。
自营工程通过自备建材进行施工建造固定资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建材与购

买存货所发生的增值税在现行的增值税法下处理是不一样的，购买建材发生的 增

值税要计入建材成本。自营工程通过“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账户进行核算。
【例４－３】某饭店自行建造房屋一幢，为工程购置物资２０００００元，支付的增值

税额为３４０００元，全部用于工程建设，支付工程人员工资４８０００元，工程完工前发

生的借款利息１００００元，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有关会计处理如下：
购买建材：
借：工程物资 ２３４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３４０００
领用建材：
借：在建工程———房屋 ２３４０００
　贷：工程物资 ２３４０００
支付工程人员工资：
借：在建工程———房屋 ４８０００
　贷：应付工资 ４８０００
结转发生的利息支出：
借：在建工程———房屋 １００００
　贷：长期借款 １００００
工程完工交付使用：
借：固定资产 ２９２０００
　贷：在建工程———房屋 ２９２０００
出包工程是将工 程 外 包，企 业 只 须 按 合 同 支 付 工 程 款 项，工 程 完 工 后 验 收 工

程。工程款一般要分次支付。
【例４－４】某宾馆以出包方式建造健身房一座，全部工程造价为４０００００元，根

据承包合同，在工程开工时，预付工程价款的４０％，其余价款于工程竣工验收后一

次性支付。作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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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工程价款的４０％时：
借：在建工程———健身房 １６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６００００
工程竣工验收后，补付工程价款时：
借：在建工程———健身房 ２４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４００００
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
借：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 ４０００００
　贷：在建工程———健身房 ４０００００
（三）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

投资者投资转入的固定资产，应按投资各方确认的固定资产 价 值，借 记“固 定

资产”账户，贷记“实收资本”账户。
【例４－５】某饭店收到某公司投入的固定资产一台，账面原价为１０００００元，已

提折旧１００００；某饭店在接受投资时，双方同意按原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确认投资

额。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９００００
　贷：实收资本 ９００００
（四）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

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会计制度及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确定入账价值：
（１）按照提供凭证标明的金额加相关税费。
（２）没有凭证的，按照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相关税费。
（３）同类 或 类 似 固 定 资 产 不 存 在 活 跃 市 场 的，按 照 预 计 未 来 现 金 流 量 现 值

确定。
（４）若受赠的为旧固定资产，则还应减去按该项资产的新旧程度估计的价值损

耗后的余额作为入账价值。
接受资产的捐赠，在会计制度上虽不把它确认为收益，但行为结果的实质确已

形成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但考虑到受赠非货币性资产的当期并没有现 金 的 流 入，
如果应交税金额较大，在征得税务部门同意情况下，受赠资产应交所得税可以在５
年期间分期平均计入其各年度应纳所得税额。

接受捐赠资产 按 确 定 的 入 账 价 值，借 记“固 定 资 产”账 户，贷 记“待 转 资 产 价

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账户，按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贷 记“银 行 存 款”
等账户。

【例４－６】某饭店接受外商捐赠设备一台，根据捐赠设备的发票、报关单等有

关单据确定其价值为６０００００元（同按税法规定确定的价值），发生的运输费、包装

费计２０００元。该饭店适用所得税率为３３％，经税务部门同意，允许该项应交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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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在５年内分期缴纳。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在收到捐赠的设备时，
借：固定资产 ６０２０００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６０００００

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
第一年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借：待转资产价值 １２００００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３９６００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８０４００
（五）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企业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时，在租赁开始日，按当日租赁资产的原账面价值与最

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借记“固定资产”账户；按最低租

赁付款额，贷记“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账户。最 低 租 赁 付 款 额 是 指 在

租赁期内，企业（承租人）应支付或可能被要求支付的各种款项，加上由企业或其他

有关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如果融资租赁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比例等于或低

于３０％的，在租赁开始日，企业也可以按最低租赁付款额入账。如果两个账户入账

金额有差异，则按其 差 额 借 记“未 确 认 融 资 费 用”账 户，并 将 其 平 均 摊 销 计 入 各 期

“财务费用”账户。租赁期满，如合同规定将设备所有权转归承租企业，应将资产从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明细账，转入其他有关明细账中。
【例４－７】某宾馆融资租入设备一台，租赁协议规定全部租赁费１０００００元，分

５年平均支付，最后一年产权归承租宾馆所有，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租入时：
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１０００００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１０００００
每年支付租赁费时：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２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
第五年末产权转移时：
借：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１００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１０００００

第三节　固定资产使用中的核算

固定资产在使用中需要以计提折旧的方式反映其价值的回收和确认相应的费

用，因此，需要进 行 计 提 折 旧 的 核 算。固 定 资 产 在 使 用 中 还 会 有 改 良 和 维 修 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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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需要对改良和维修的支出及其对固定资产价值的影响进行核算。

　　一、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

（一）折旧的概念和意义

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 折 旧 额 进 行 的 系

统分摊。其中，应计折旧额，指应当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原价扣除其预计净残值

后的余额；如果已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还应当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累计金额。固定资产折旧的实质是将固定资产的价值在其有效使用年限内分期

转成费用或成本，并随着营业收入的实现得到补偿，并转化为货币资金。
（二）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

除下列情况外，企业应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１）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２）按规定单独作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固定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时估价入账并计提折旧。
（三）影响折旧的因素

１．固定资产原始价值

不管采用何种折旧方法，固定资产原值都是计算折 旧 的 基 础 数 据，因 为，原 值

规定了固定资产折旧的价值范围。

２．固定资产净残值

固定资产净残值是指固定资产报废时可收回的残值扣除清理费用后净值。因

为，残值和清理费用都是在固定资产报废时才会发生，在确定折旧时，只 能 是 预 计

值，所以，也称预计净残值。在应用中通常规定预计净残值率（预计净残值／原值）。

３．固定资产使用年限

实物资产通常都有其寿命周期，这是受物质因素的 影 响，因 此 称 为 物 质 年 限；
物质年限也是最大的使用年限，是有效使用年限确定的基础。但一项资 产 在 使 用

中有使用成本，所以，还要考虑其使用的经济合理性，从而得出资产存在 的 经 济 年

限。根据资产的特点和损耗影响的主要因素，在物质年限和经济年限的 基 础 上 估

计确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作为资产价值分摊的时间范围。
（四）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旅游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所含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选 择 折 旧 方 法，可 选

择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方

法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更，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１．年限平均法

年限平均法又称直线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应提折旧额平均分 摊 到 固 定 资 产 预

计使用寿命内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每期折旧额均是等额的。计算公



旅游会计学
９４　　　

式如下：
年折旧额＝ 固定资产原值（１－预计净残值率）／预计使用寿命

年折旧率＝（１－预计净残值率）／预计使用寿命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１２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月折旧率

【例４－８】某饭店有一台设备原值８００００元，预计使用５年，残值率为４％，则：
年折旧率＝（１－４％）／５＝１９．２％

月折旧率＝１９．２％／１２＝１．６％
月折旧额＝８００００×１．６％＝１２８０（元）

２．工作量法

工作量法是按照资产的工作量平均分摊应提折旧额的一种方法。资产工作量

的计量单位有多种，比如：工作小时、台班小时、公里、吨·公里等。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１－预计净残值率）／预计总工作量

固定资产月折旧额＝该项固定资产当月工作量×单位工作量折旧额

【例４－９】某饭店的一辆客车原值为６００００元，预计总行驶里程为５０００００公

里，预计净残值率为５％，本月行驶４０００公里。则该辆客车的月折旧额计算如下：
单位里程折旧额＝６００００×（１－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４（元／公里）

月折旧额＝４０００×０．１１４＝４５６（元）

３．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先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 每 期 期 初 固 定 资

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为：
折旧率＝２／预计使用年限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１２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年初账面余额×月折旧率

由于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先不考虑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因此，在应用

这种方法时必须注 意 不 能 使 固 定 资 产 的 账 面 折 余 价 值 降 低 到 它 的 预 计 净 残 值 以

下，所以在计算固定资产折旧额时，应在其折旧年限到期的前两年，将固 定 资 产 的

净值扣除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平均摊销（即最后两年改为直线法）。
【例４－１０】某宾馆有一台机器设备原价为６０００００元，预计使用寿命为５年，

预计净残值率为４％。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各年的折旧额。计算如下：
年折旧率＝２／５＝４０％

第一年应提的折旧额＝６０００００×４０％＝２４００００（元）
第二年应提的折旧额＝（６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４０％＝１４４０００（元）
第三年应提的折旧额＝（３６００００－１４４０００）×４０％＝８６４００（元）

从第四年起改按年限平均法（直线法）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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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年应提的折旧额＝（１２９６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４％）／２＝５２８００（元）

４．年数总和法

年数总和法，又 称 合 计 年 限 法，是 将 固 定 资 产 的 原 价 减 去 预 计 净 残 值 后 的 余

额，乘以一个以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数为分子，以各年年初尚可使用年数之和为分

母的逐年递减的分数作为折旧率，计算每年的折旧额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　　　　

＝（预计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使用年限＋１）／２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１２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预计净残值）×月折旧率

【例４－１１】某饭店固定资产的原值为５００００元，预计使用年限为５年，预计净

残值为２０００元。采用年数总和法计算的各年折旧额。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年份 尚可使用年限（年） 原值－净残值（元） 变动折旧率 每年折旧额（元） 累计折旧

１ ５ ４８０００ ５／１５ １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２ ４ ４８０００ ４／１５ １２８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３ ３ ４８０００ ３／１５ ９６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４ ２ ４８０００ ２／１５ ６４００ ４４８００

５ １ ４８０００ １／１５ ３２００ ４８０００

（五）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

固定资产折旧会计处理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１．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损耗特点，合理地确定固 定 资 产 的 预 计 使

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并根据科技发展、环境及其他因素，选择合理的固 定 资 产 折

旧方法。有关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折旧方法等，一 经 选 定 不 得 随

意变更，如需变更，应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备案，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２．固定资产月折旧额是在年折旧额基础上除以１２取得的，但固定资产实物数

量随时会有增减变动。因此，每月的折旧额应当在上月的折旧额基础上调整取得，
其调整的原则规定：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当月

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从下月起不提折旧。调整公式为：
本月固定资产应提折旧额＝上月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额＋

上月新增固定资产应提折旧额－
上月减少固定资产应提折旧额

在我国的会计实务中，各月计提折旧的工作一般是通过编制“固定资产折旧计

算表”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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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４－１２】某饭店某月份的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表如下表所示：

折旧额计算表 单位：元

使用

部门

固定资

产类别

上月

折旧额

上月增加固定资产 上月减少固定资产

原价 折旧额 原价 折旧额

本月

折旧额

分配

费用

客

房

部

房屋

电器设备

家具

小计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９００

１８９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９００

１８９００

餐

饮

部

房屋

电器设备

小计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２２００

１４２００

商

品

部

房屋

运输设备

小计

２１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６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９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３１００

１５２００

营业

费用

管
理
部
门

房屋

运输工具

小计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００

管理

费用

合计 ５１７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９００ ５１０００

根据上述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表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营业费用———客房部 １８９００

———餐饮部 １４２００
———商品部 １５２００

管理费用———管理部 ２７００
　贷：累计折旧 ５１０００
３．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按照固定资产服务的部门进行分配。营业部门所使用固

定资产折旧费用计 入“营 业 费 用”账 户；管 理 部 门 使 用 的 固 定 资 产 折 旧 费 用，计 入

“管理费用”；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也计入“管理费用”账户。

４．进入更新改造的固定资产，转入在建工程，转入后 不 提 折 旧，更 新 改 造 完 成

后，按新确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尚可使用年限，选择折旧方法，重新计提折旧。

　　二、固定资产改良的核算

固定资产经过改良（改扩建、增加 功 能、装 修 等），或 改 善 原 有 资 产 的 性 能，或

延长原有资产的使用寿命，总之可使资产 比 原 来 的 资 产 创 造 更 多 的 经 济 利 益，因

此，固定资产改良的支出属于资本性 支 出，应 计 入 资 产 的 成 本 中。其 会 计 处 理 见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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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４－１３】某饭店在旅游的淡季准备将客房重新装修一下。这幢建筑，原值

５００００００元，已 提 折 旧１９２００００元。在 拆 除 过 程 中 以 银 行 存 款 支 付 清 理 费 用

２００００元。残料变现收 入５００００元，款 项 存 入 银 行。以 银 行 存 款 支 付 工 程 费 用

３００００００元。编写会计分录如下：
客房停止使用，
借：在建工程 ３０８００００

累计折旧 １９２０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 ５００００００
支付清理费用和工程款，
借：在建工程 ３０２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３０２００００
出售残料，
借：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
　贷：在建工程 ５００００
工程完工，交付使用，
改良后固定资产原值＝３０８００００＋３０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６０５００００元

借：固定资产 ６０５００００
　贷：在建工程 ６０５００００

　　三、固定资产修理的核算

固定资产修理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其正常使用，恢复其原有使用状态，充分发挥

其应有效能。与固定资产改良不同的是，它并不能增加资产功能、提高工效或延长

使用寿命。所以，用 于 固 定 资 产 修 理 的 支 出 注 定 是 一 种 收 益 性 支 出，应 计 入 当 期

损益。
固定资产修理按 修 理 范 围、程 度 和 时 间 间 隔 的 不 同，可 分 为 日 常 修 理 和 大 修

理。日常修理的修理范围小、修理频率高、一次修理的费用支出低，所以，一般将其

支出直接计入支付当期的损益；大修理的修理范围大、程度高，如房屋建 筑 物 的 翻

修等间隔的时间长、修理的费用高，为均衡各期的成本费用，一般采用分 期 预 提 或

待摊的方式进行处理。
预提方式是在大修理之前，有计划地分期预提修理费用，借记有关的成本费用

账户，贷记“预提费用”账户；实际支出大修理费时，借记“预提费用”，贷记“银行存

款”等账户。
待摊方式是在大修理费用实际支出时，先计入“待摊费用”账户，然后再分期摊

销计入有关成本费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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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固定资产减少的核算

虽然企业的固定资产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手段，而不是经营的对象，但除正常报

废之外，实物数量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减少。固定资产数量减少的情况有：投资转

出的固定资产；捐赠 转 出 的 固 定 资 产；企 业 以 非 现 金 抵 偿 债 务 方 式 转 出 的 固 定 资

产；无偿调出的固定资产；盘亏的固定资产；出售、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等。
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减少的核算，除盘亏之外，一般通过“固定 资 产 清 理”账 户。

该账户借方反映转入清理的固定资产的净值以及清理过程中发生的税费；贷方 反

映清理过程中的变价收入和由保险公司或过失人承担的损失等。该账户借方大于

贷方，为清理净损失；贷方大于借方则为清理净收益。清理的净损益分别 转 入“营

业外支出”或“营业外收入”账户。

　　一、固定资产投资转出的核算

投资转出的固定资产，应按固定资产净额，借记“固定资产清 理”账 户，按 该 项

固定资产已提的折旧，借记“累计折旧”账户，如果提有减值准备，借记“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账户，按投出固定资产的账面成本，贷记“固定资产”账户；按投出固定资产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借记“固定资产清理”账户，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金”等账

户；按“固定资产清理”账户余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贷记“固定资产清理”
账户。

【例４－１４】Ａ 饭 店 将 一 台 设 备 投 资 给 Ｂ公 司，该 设 备 的 账 面 价 值 原 值 为

１０００００元，已提折旧４００００元，该固定资产净值为６００００元，已提的减值准备为

１００００元，投资过程中发生相关费用２０００元，以银行存款支付。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清理 ５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００００
累计折旧 ４０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 １０００００
借：固定资产清理 ２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
借：长期股权投资 ５２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清理 ５２０００

　　二、固定资产出售、报废和毁损的核算

出售、报废和毁损等原因减少的固定资产，会计核算 的 程 序 一 般 是 相 同 的，可

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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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转入清理。旅游企业出售、报废和毁损的固定资产转入清理时，应按清理固

定资产的净值，借记“固定资产清理”账户，按已提的折旧，借记“累计折旧”账户，按

已提的减值准备，借 记“固 定 资 产 减 值 准 备”账 户，按 固 定 资 产 原 价，贷 记“固 定 资

产”账户。

２．发生的清理费用。固定资产清理过程中发生的清 理 费 用 以 及 应 交 的 税 金，
也应记入“固定资产清理”账户，按实际发生的清理费用以及应交的税金，借记“固

定资产清理”账户，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金”等账户。

３．出售收入和残料等的处理。收回的出售固定资产 的 价 款、报 废 固 定 资 产 的

残料和变价收入等，应冲减清理支出，按实际收到的出售价款及残料变 价 收 入 等，
借记“银行存款”、“原材料”等账户，贷记“固定资产清理”账户。

４．保险赔偿的处理。计算或者收到的应由保险公司 或 过 失 人 赔 偿 的 报 废、毁

损固定资产的损失时，应冲减清理支出，借记“银行存款”或“其他应收款”账户，贷

记“固定资产清理”账户。

５．清理净损益的处理。属于筹建期间的，增减长期待摊费用；不属于筹建期间

的，直接计入当期收益，作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处理。
【例４－１５】某饭店将一辆轿车出售。该轿车的账面价值为２０００００元，已提折

旧８００００元，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为３０００元，双方协议的售价为１１９０００元，已通过

银行收回价款（不考虑其他税费），作会计分录如下：
出售固定资产时，
借：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７０００

累计折旧 ８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３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 ２０００００
收回价款时：
借：银行存款 １１９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９０００
结转清理后的净收益，
借：固定资产清理 ２０００
　贷：营业外收入———处理固定资产净收益 ２０００
【例４－１６】某饭店有旧的设备一台，原值２２００００元，已提折旧２０００００元，因

使用期满经批准报废。在清理过程中，以银行存款支付清理费用８０００元，材料变

价收入１００００元。作如下会计分录：
固定资产转入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２００００

累计折旧 ２０００００



旅游会计学
１００　　

　贷：固定资产 ２２００００
支付清理费用：
借：固定资产清理 ８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８０００
结转残料收入：
借：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清理 １００００
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
借：营业外支出———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１８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清理 １８０００

第五节　固定资产清查的账务处理

固定资产的清查，是为了保证企业财产的安全完整，定期对固定资产实物进行

清点，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核对的制度。如果核对的结果账实不符，则需要进行账务

处理。
对于财产清查结果进行账务处理应设置“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反 映 在 清 查

过程中查明的财产物资盘盈、盘亏或毁损及其处理的情况。该账户借方 用 来 登 记

发生的待处理财产盘亏、毁损金额和已批准转销的财产盘盈金额；贷方用来登记发

生的待处理财产盘盈金额和已批准转销的盘亏、毁损金额。

　　一、固定资产盘盈的核算

盘盈的固定资产，要补充登记入账，以达到账实相符。入账价值应按同类或类

似资产的市场价格，减 去 按 该 项 资 产 的 新 旧 程 度 估 计 的 价 值 损 耗 后 的 余 额，借 记

“固定资产”账户，贷记“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固定资产损 益”账 户。报 经 批

准后再将盘盈资产的金额转入“营业外收入”账户。
【例４－１７】某饭店盘盈设备一台，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为１００００元，该设

备八成新。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盘盈资产调整账户：
借：固定资产 ８０００
　贷：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８０００
批准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８０００
　贷：营业外收入———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８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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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固定资产盘亏的核算

盘亏的固定资产，要将其原有的账面记录注销，以达到账实相符。按盘亏资产

的账面净值，借记“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按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账户，按该

项固定资产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借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账户，按固定资产原值，
贷记“固定资产”账户。经批准转销时，借记“营业外支出———处置 固 定 资 产 损 失”
账户，贷记“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账户。

【例４－１８】某饭店盘亏设备一台，账面价值为９０００元，已提折旧２７００元，已
提的减值准备为１０００元。作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盘亏资产调整账户：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５３００

累计折旧 ２７０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０００

　贷：固定资产 ９０００
批准转销：
借：营业外支出———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５３００
　贷：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５３００

第六节　无形资产的核算

　　一、无形资产的概念及分类

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中对无形资产的最新定

义，无形资产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 产。它 包 括

专利权、非专利技术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作为一种资产，无

形资产与其他资产有共性的一面，如对资源的控制和存在未来经济利益方面，也有

其特性的一面，那就是可辨认性。可辨认性是指该项资产与其他资产是可分的，能

够独立存在和转让，不可辨认就是无法单独取得。对于无形资产来说，其判断的标

准是可辨认性，否则无法确定其具体的存在。
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企业才 能 确 认：该 资 产 产 生 的 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形资产可依据以下两个标准进行分类：
（一）按照来源分，可分为企业自创（或自身拥有）的无形资产和外购的无形 资

产。前者是由企业自己研制创造获得以及由于客观原因形成的，如自创专利、非专

利技术、商标权、商誉等；后者则是企业以一定代价从其他单位购入的，如外购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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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商标权等。
（二）按照有无限期划分，可分为有限期无形资产和无限期 无 形 资 产。有 限 期

无形资产的有效期为法律所规定，例如，专利权、专营权、商标权 等；无 限 期 无 形 资

产的有效期在法律上并无规定。

　　二、无形资产的特点

无形资产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１．没有实物形态。无形资产所体现的是一种权力或 获 得 超 额 利 润 的 能 力，它

没有实物形态，不是人们直接可以触摸到的，是隐形存在的资产。

２．能在较长的时期内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无形资产能在多个生产经营期内

使用，使企业长期受益。因此，无形资产被界定为长期资产而不 是 流 动 资 产，使 用

期限超过一年。

３．持有的目的 是 使 用 而 不 是 出 售。企 业 持 有 无 形 资 产 的 目 的 是 用 于 生 产 商

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了管理目的，而不是为了对外出售。

４．所提供的未来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无形资产（如商誉）只是

在某个特定的企业存在并发挥作用，有些无形资产的受益期难以确定，可能会随着

市场竞争、新技术发明而被替代。

　　三、无形资产核算的特点

为反映旅游企业各种无形资产的取得、减少及价值摊销等情 况，应 设 置“无 形

资产”账户。
（一）无形资产取得的核算

１．购入的无形资产，应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无形资产”账户，贷记“银行存

款”账户。

２．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借记“无 形 资 产”账 户，
贷记“实收资本”或者“股本”账户。

３．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应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

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实际成本。未提供有关凭据的，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

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

关税费，作为实际成本；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接 受 捐 赠 的

无形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实际成本，借记“无形资产”账户；按接受

捐赠无形资产按税法规定确认的入账价值，贷记“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

币性资产价值”账户，按实际支付或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

金”等账户。
【例４－１９】某 饭 店 接 受 某 企 业 的 捐 赠 的 特 许 权，双 方 确 定 的 实 际 成 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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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００元（同按税法规定确定的价值）。饭店 接 受 特 许 权，办 妥 相 关 手 续，作 如

下会计分录：
借：无形资产 １００００００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自 行 研 究 开 发 并 按 法 律 程 序 申 请 取 得 的 无 形 资 产，在 研 究 开 发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材 料 费 用、直 接 参 与 开 发 人 员 的 工 资 及 福 利 费、租 金、借 款 费 用 等，须 划 分

研 究 阶 段 和 开 发 阶 段，研 究 阶 段 的 支 出 计 入 当 期 损 益，借 记“管 理 费 用”等 账

户，贷 记“银 行 存 款”等 账 户；开 发 阶 段 的 支 出 符 合 相 关 条 件 的，应 当 与 登 记 注

册 等 确 指 支 出 一 并 作 为 无 形 资 产 成 本 入 账。借 记“无 形 资 产”账 户，贷 记“银 行

存 款”账 户。
旅游企业购入的土地使用权，或以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按照实

际支付的价款，借记“无形资产”账户，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待该项土地开发时

再将其账面价值全部转入相关在建工程，借记“在建工程”等账户，贷记“无形资产”
账户。

【例４－２０】某 饭 店 从 当 地 政 府 购 入 一 块 土 地 的 使 用 权，以 银 行 存 款 支 付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元，准备建造房屋建筑物，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无形资产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
（二）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调整

无形资产属于旅游企业的长期资产，能在较长的时 间 里 给 企 业 带 来 效 益。但

无形资产通常不会像有形资产那样，随着使用而发生价值的递耗。有有 效 期 的 无

形资产，在有效期到 来 时 会 失 效，而 无 有 效 期 的 无 形 资 产 会 在 很 长 时 期 内 发 挥 作

用，它的价值也会因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增加或减少。因此，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要定期调整。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调整分两种情况：一是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原始

价值应当在使用寿命期间系统合理摊销；二是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对 其

价值进行摊销，而是应当在每个会计期间对该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并

对其价值进行减值测试。
对于有限期无形资产的价值摊销采用直线法平均摊销，无残值，不采用备抵方

法，而直接冲减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时，即借记“管理 费 用———无 形 资 产 摊 销”账 户，
贷记“无形资产”账户。

【例４－２１】某饭店购入一项商标权，价款为９９００００元，使用期限为１０年，摊

销本月份应负担的份额。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无形资产摊销 ８２５０
　贷：无形资产———商标权 ８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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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形资产转让的核算

旅游企业无形资 产 转 让 的 情 况 有 两 种：一 是 转 让 其 所 有 权，二 是 转 让 其 使 用

权。无形资产所有权的转让即为无形资产的出售，无形资产使用权的转 让 即 为 无

形资产的出租。两者的会计处理有所区别。
旅游企业出售无形资产的事项有：出售的货币收入入账；出售无形资产须缴纳

营业税；出售所得价款与该项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作

营业外收、支处理）。
【例４－２２】某 饭 店 将 一 项 专 利 权 出 售，取 得 收 入２０００００元，应 交 营 业 税

１００００元，该项专利权的账面摊余价值为１５００００元，已计提减值准备为４０００元。
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０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４０００

　贷：无形资产 １５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１０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出售无形资产收益 ４４０００

旅游企业出租无形资产时，按取得的租金收入，借记“银行存款”账户，贷记“其

他业务收入”等账 户；摊 销 出 租 无 形 资 产 的 成 本 并 发 生 与 转 让 有 关 的 各 种 费 用 支

出，借记“其他业务支出”账户，贷记“无形资产”等账户。
（四）无形资产减值的核算

旅游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在每年度终了检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企业带来

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对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计提 减 值 准 备，
即将企业所持有的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差额，借记“营业外支

出———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账户，贷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账 户；如 已 计 提

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应按不考虑减值因素情况下计算确定的 无

形资产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以两者中较低者，与价值恢复前的无形

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借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账户，贷记“营 业 外 支 出———
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账户。

当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应当对该项无形资产的账 面 价 值 全 额 计 提

减值准备转入当期损益，借记“管理费用”账户，贷记“无形资产”账户。

１．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并且该项无形资 产 已 无 使 用 价 值

和转让价值；

２．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并且已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３．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情形。
【例４－２３】某饭店２００１年９月１日自创一项专利，并取得专利权。该项专利

权的取得成本为４００００元，摊销期限为５年。２００４年９月其他企业研制出该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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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的替代品，其技术更为先进。饭店预计其所拥有的专利权的销售净价为５０００
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２００４年９月该项专利权的账面价值＝４００００／５×２＝１６０００（元）
应计提的减值＝１６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元）
借：营业外支出———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１０００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１０００

第七节　长期待摊费用的核算

长期待摊费用是指企业已经支出，但摊销期限在１年以上（不含１年）的各项费

用，包括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租入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发 行

的手续费用或佣 金 以 及 企 业 在 筹 建 期 间 发 生 的 费 用。长 期 待 摊 费 用 应 当 单 独 核

算，在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内平均摊销。
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采用待摊方式的，应当将发生的大修理 费 用 在 下 一 次 大

修理前平均摊销；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应当在租赁期限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 年

限二者孰短的期限内平均摊销；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应当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除购建固定资产外，旅游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费用，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

培训费、差旅费、印刷费、注册登记费以及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的借款费用等，应当先

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并在企业开始生产经营的当月起一次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思考题

１．简述固定资产的概念、特征和类别。

２．简述固定资产的价值管理与核算的主要内容。

３．简述折旧的概念和意义、折旧的范围。

４．比较平均折旧和加速折旧的优缺点。简述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与方法。

５．如何对固定资产的取得、改良、修理、减少进行核算？

６．对固定资产如何进行期末计价？确认固定资产减值的条件有哪些？

７．简述无形资产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８．如何对无形资产的取得、摊销、减少进行核算？

９．对无形资产如何进行期末计价？确认无形资产减值的条件有哪些？

１０．简述长期待摊费用的概念。

　　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企业出 租 给 其 他 单 位 使 用 的 固 定 资 产 和 内 部 置 换 使 用 的 固 定 资 产 属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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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固定资产。

　　　　　　　　　　　　　　　　　　　　　　　　Ａ．出租用 Ｂ．停用 Ｃ．未使用 Ｄ．使用中

２．承租企业应将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视同为（　　）固定资 产 进 行 核 算，负 担

租入固定资产的维修费、折旧费等费用。

Ａ．租出 Ｂ．借入 Ｃ．租入 Ｄ．自有

３．进入更新改造的固定资产，转入在建工程后（　　）。

Ａ．不提折旧 Ｂ．照提折旧

Ｃ．减少折旧提取额 Ｄ．增加折旧提取额

４．固定资产改良的支出属于（　　）支出。

Ａ．资本性 Ｂ．收益性 Ｃ．现金 Ｄ．成本性

５．固定资产修理的支出属于（　　）支出。

Ａ．资本性 Ｂ．收益性 Ｃ．现金 Ｄ．成本性

６．当固定资产市价大幅度下跌，跌幅大大高于因时间推移或（　　）而 预 计 的

跌幅，近期内不可能恢复，则该项资产已经发生减值。

Ａ．未开封 Ｂ．停用 Ｃ．暂时停止使用 Ｄ．正常使用

７．定期对固定 资 产 实 物 进 行 清 点，对 于 核 对 的 结 果（　　），则 需 要 进 行 账 务

处理。

Ａ．账证不符 Ｂ．账实相符 Ｃ．账实不符 Ｄ．账账不符

８．（　　）的固定资产，要将其原有的账面记录注销，以达到账实相符。

Ａ．租入 Ｂ．租出 Ｃ．盘亏 Ｄ．盘盈

９．固定资产发生损坏、技术陈旧或其他经济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　　）其

账面价值，这种情况称之为固定资产价值减值。

Ａ．零 Ｂ．等于 Ｃ．低于 Ｄ．高于

１０．无有效期的无形资产会在很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它的价值因许多因素的影

响而发生（　　），故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要定期调整。

Ａ．不变 Ｂ．增加 Ｃ．减少 Ｄ．上述都对

二、多项选择题

１．旅游饭店企业固定资产的行业特征有（　　）。

Ａ．建筑物标准高，价值大 Ｂ．长期服务于经营过程中

Ｃ．长期用于出售 Ｄ．设备设施更新速度快

２．固定资产的计价方式主要有（　　）。

Ａ．按历史成本计价 Ｂ．按净值计价

Ｃ．按折余价值计价 Ｄ．按折减余价值计价

３．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应包括（　　）。

Ａ．按照提供凭证标明的金额加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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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没有凭证的，按照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相关税费。

Ｃ．同类或类似 固 定 资 产 不 存 在 活 跃 市 场 的，按 照 预 计 未 来 现 金 流 量 现 值

确定。

Ｄ．若受赠的 为 旧 固 定 资 产，应 减 去 该 项 资 产 实 际 损 耗，其 余 额 作 为 入 账

价值。

４．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受下列（　　）因素影响。

Ａ．折旧年限 Ｂ．环境年限 Ｃ．物质年限 Ｄ．经济年限

５．影响折旧的因素主要包括（　　）。

Ａ．固定资产原始价值 Ｂ．固定资产净残值

Ｃ．固定资产贬值 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

６．无形资产特征是（　　）。

Ａ．没有实物形态；

Ｂ．能在较长的时期内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

Ｃ．持有的目的是使用而不是出售；

Ｄ．所提供的未来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７．当 存 在 下 列（　　）情 况 之 一 时，全 额 计 提 固 定 资 产 减 值 准 备，不 再 计 提

折旧。

Ａ．长 期 闲 置 不 用，在 可 预 见 的 未 来 不 会 再 使 用，且 已 无 转 让 价 值 的 固 定

资产；

Ｂ．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已不可使用的固定资产；

Ｃ．虽然固定资产尚可使用，但使用后产生大量不合格产品的固定资产；

Ｄ．已遭毁损，以至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Ｅ其他实质上已经不能再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８．专利权属于（　　）。

Ａ．有限期无形资产 Ｂ．无限期无形资产

Ｃ．不可分辨无形资产 Ｄ．可分辨无形资产

９．长期待摊费用一般包括（　　）。

Ａ．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

Ｂ．租入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

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手续费用或佣金

Ｄ．企业在筹建期间发生的费用

１０．无形资产减值确认条件是（　　）。

Ａ．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并且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

Ｂ．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并且已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Ｃ．某项技术被泄密，并且已不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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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情形。
三、判断题

１．固定资产是指那些为了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 或 经 营 管 理 而 持 有 的，使

用年限超过２年，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

２．融 资 租 赁 的 设 备 不 属 于 企 业 资 产；经 营 性 租 赁 的 设 备 属 于 企 业 资 产。
（　　）

３．“累计折旧”账户是“固定资产”的备抵账户，因此，属于负债类账户。（　　）

４．购入需要安装 的 固 定 资 产，应 先 记 入“在 建 工 程”账 户 借 方，设 备 安 装 完 毕

后，再将为设备所花费的费用，一次由“在建工程”账户的贷方转入“固定资产”账户

的借方。（　　）

５．折旧的实质是将固定资产的价值在其存在年限内分期转 成 费 用 或 成 本，并

随着收入的实现得到补偿，并转化为资金。（　　）

６．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仍要继续提折旧；作为 固 定 资 产 入 账 的

土地不提折旧。（　　）

７．双倍余额递减法中的折旧率是按直线法折旧率的双倍确定的。（　　）

８．商誉的受益期具有不确定性。（　　）

９．在大修理之前，有计划地分期预提修理费用，计入“待摊费用”账户。（　　）

１０．长 期 待 摊 费 用 是 指 企 业 尚 未 支 出，但 摊 销 期 限 在１年 以 上 的 各 项 费 用。
（　　）

四、核算题

（一）“金奖健康中心”于２００６年６月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１．１日，购入空调１５台，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买价为３８０００元，支

付的运杂费为１９００元，均已验收入库，支付一张３个月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空调

机的安装费用８０元，以现金支付。

２．３日，自行建造办公房屋一幢，为工程购置物资２０００００元，支付的增值税额

为３４０００元。

３．２３日，支付建造办公房屋工程人员工资５００００元、福利费（按 工 资１４％计

算），工程完工前发生的借款利息８０００元，工程完工交付使用。

４．２５日，以出包方式建造健身房一座，全部工程造价为４０００００元，根据承包

合同，在 工 程 开 工 时，预 付 工 程 价 款 的４０％，其 余 价 款 于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后 一 次 性

支付。

５．２６日，接受外商捐赠设备一台，根据捐赠设备的发票、报关单等有关单据确

定其价值为６００００元（同按税法规定确定的价值），发生的运输费、包装费计１０００
元，适用 所 得 税 率 为３３％，经 税 务 部 门 同 意，允 许 该 项 应 交 所 得 税 在５年 内 分 期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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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融资租入设备一台，租赁协议规定全部租赁费１００００元，分５年平均支付，
最后一年产权归承租者所有。

要求：根据“金奖健康中心”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二）某饭店的一辆大客车原值为６０００００元，预计总行驶里程为１００００００公

里，预计净残值率为５％，本月行驶６０００公里。
要求：计算该辆大客车的月折旧额。
（三）某宾馆有一台机器设备原价为６０００００元，预计使用寿命为５年，预计净

残值率为４％。
要求：１．按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分别计算各年的折旧额。

２．并对第三年折旧作出会计分录。
（四）某 饭 店 在 旅 游 的 淡 季 准 备 将 客 房 重 新 装 修 一 下。这 幢 建 筑，原 值

４００００００元，已 提 折 旧１０２００００元。在 拆 除 过 程 中 以 银 行 存 款 支 付 清 理 费 用

１００００元。残料变现收 入４００００元，款 项 存 入 银 行。以 银 行 存 款 支 付 工 程 费 用

８０００００元。
要求：编制会计分录。
（五）利顺达饭店将一台设备投资给Ｂ公司，该设备的账面价值原值为１５００００

元，已提折旧６００００元，该固定资产净值为９０００００元，已提的减值准备为１００００
元，投资过程中发生相关费用２０００元。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六）某 饭 店 将 一 辆 轿 车 出 售。该 轿 车 的 账 面 价 值 为２３００００元，已 提 折 旧

７００００元，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为５０００元，双方协议的售价为１３９０００元，已通过银

行收回价款（不考虑其他税费）。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七）利顺达酒店有旧的设备一台，原值２１００００元，已提折旧２０００００元，因使

用期满经批准报废。在清理过程中，以银行存款支付清理费用８０００元，材料变价

收入５０００元。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八）开开旅游公司对设备进行实物盘点，盘亏设备一台，账面价值为８０００元，

已提折旧２７００元，已 提 的 减 值 准 备 为１０００元，原 因 尚 未 查 明。后 经 查，属 于 被

盗，损失由保险公司赔偿。
要求：编制会计分录。
（九）ＭＧ酒 店 接 受 某 企 业 捐 赠 的 烟 酒 特 许 经 营 权，双 方 确 定 的 实 际 成 本 为

５００００元（同按税法规定确定的价值）。饭店接受特许权，办妥相关手续。
要求：编制会计分录。
（十）ＭＧ饭店购入一商标权，以银行存款支付８０００００元，使用期限为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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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销本月份应负担的份额。
要求：编制会计分录。
（十一）ＭＧ饭店将一项专利权出售，取得收入２２００００元，应交营业税５％，该

项专利权的账面摊余价值为１５００００元，已计提减值准备为４０００元。
要求：编制会计分录。
（十二）ＭＧ饭店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自创一项专利，并取得专利权。该项专利权

的取得成本为５００００元，摊销期限为５年。２００５年９月其他企业研制出该项专利

权的替 代 品，其 技 术 更 为 先 进。饭 店 预 计 其 所 拥 有 的 专 利 权 的 销 售 净 价 为

３０００元。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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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外投资的核算

第一节　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概念

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外，把暂时闲置的货币资产、实物资产和无形资

产等，或直接投入其他企业的生产营运，或到证券交易市场购买其他企业发行的股

票、债券，到房地产市场购买房地产再出售以谋取一定收益的行为，就是对外投资。
总之，“投资，指企业为通过分配增加财富，或为谋求其他利益，而将资产 让 渡 给 其

他单位所获得的另一项资产。”（《企业会计制度２００１》）
对外投资也是一种企业获取收 益 的 活 动，但 它 与 经 营 活 动 又 有 所 区 别（让 渡

资产使用权、取得利 润 的 方 式 也 不 同）。企 业 之 所 以 采 用 这 种 方 式 获 取 收 益，取

决于一系列不同的 目 的。企 业 进 行 对 外 投 资 活 动 的 目 的 主 要 有：①有 效 利 用 暂

时闲置的流动资金对外投资，以获取 短 期 的 投 资 收 益。如 在 经 营 的 淡 季，运 营 资

金暂时闲置，没有了生 产 性，如 果 购 买 一 些 其 他 企 业 发 行 的 股 票 或 债 券，就 可 能

获得比存款利息高 的 收 益。②影 响 或 控 制 其 他 企 业 的 经 济 活 动，以 满 足 于 本 企

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如 企 业 为 了 保 证 生 产 的 能 源 或 原 材 料 的 供 应，对 相 关 企 业

进行权益性投资，使 两 个 企 业 的 经 营 决 策 更 有 联 动 性。③为 企 业 将 来 扩 大 经 营

规模准备条件。如企 业 购 置 房 产、土 地，不 是 为 现 实 的 需 要，而 是 为 了 以 后 的 发

展做准备。

　　二、对外投资的类型

（一）按投资的方式分类

可分为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三类。

１．股票投资。股票投资是指以购买股票的形式对外进行的投资。

２．债券投资。债券投资是指以购买债券的形式对外进行的投资。

３．其他投资。其他投资是指除股票和债券以外的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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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投资性质分类

可分为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和混合性投资三类。

１．债权性投资。债权性投资是指投资企业通过投资 获 得 债 权，受 资 企 业 承 担

债务，从而形成投资企业与受资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２．权益性投资。权益性投资是指投资企业通过投资取得受资企业相应份额的

净资产的所有权，从而形成投资企业是受资企业股东的所有权关系。

３．混合性投资。混合性投资是指具有债权性和权益性双重性质的投资。如企

业发行的优先股股票、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等。
（三）按投资核算规范要求的不同分类

按投资核算规范要求的不同可分为交易性证券投资、持有至 到 期 投 资 和 长 期

股权投资三类。

１．交易证券性投资。交易证券性投资是指企业持有的以短期获利为目的的有

价证券的投资。

２．持有至到期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企业有明确意图并有能力持有至到

期，到期日固定、回 收 额 固 定 或 可 确 定 的 非 衍 生 金 融 资 产，主 要 是 长 期 债 券 类 的

投资。

３．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是指能够对被投资 单 位 实 施 控 制、共 同 控 制

和重大影响的，或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企业选择不同的投资类型，主要取决于不同的投资目的。比如，要充分利用暂

时闲置的资金获取较高的收益，就可以选择随时准备变现的交易性证 券 投 资。如

果为了影响和控制其他企业的经营决策，就应当选择长期投资，并且选择权益性投

资，以此达到目的。

第二节　短期投资的核算

　　一、短期投资的概念及核算的特点

短期投资是指各种能够随时变现的，持有期不准备 超 过 一 年 的 投 资。企 业 短

期投资确认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以投资有价证券为主，以保持其随时 变 现；二 是

所用资金是经营中暂时闲置的资金。
短期投资核算的特点：①短期投资取得时入账的价 值，应 按 实 际 成 本 入 账，即

投资时实际支付的 全 部 价 款，包 括 买 价、经 纪 人 佣 金、税 金 和 手 续 费 等 有 关 费 用。
如果买价中含有已宣告发放但尚未支付的现金股利或已到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

息，应从支付的全部价款中扣除，作为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处理。②短期投资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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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只确认是证券买卖的价差，即短期投资处置的净收入（证券卖价－附加费

用）与其账面价值之差。投资持有期间所获得的股利收入或利息收入一律不确 认

为投资收益。企业一般的利润分配，按惯例是转年分配上一年实现的净利润，而短

期投资持有期内分配的股利或利息绝大多数情况都来自被投资企业上年度实现的

利润，因此，不应确认为投资收益，而作投资成本收回的处理。③短 期 投 资 由 于 时

间短，因此，不同方式下短期投资的核算方法趋同。

　　二、短期投资的核算

（一）短期投资核算的基本账户

短期投资核算应设置“短期投资”和“投资收益”两个基本账户，并按投资方 式

设置明细账户进行明细核算，如“短 期 投 资———股 票 投 资”、“短 期 投 资———债 券 投

资”、“短期投资———其他投资”。除此之外还涉及“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等账户。
“短期投资”账户为资产类账户，其借方登记购入短期有价证券的实际成本，贷

方登记出售有价证券的实际成本，余额在借方，反映企业持有的短期有价证券的实

际成本。
“投资收益”账户为损益类账户，其贷方登记短期投资取得的收入（即卖价大于

购买成本的差额），借方登记短期投资的损失（即购买成本减去卖价的差额）；期末

转出前的余额既可能在贷方，也可能在借方，表示期末投资的净收益（或净损失），
净收益或净损失应于期末全部转入“本年利润”账户。

“应收股利”账 户 为 资 产 类 账 户，核 算 企 业 因 股 权 投 资 而 应 收 取 的 现 金 股 利。
对于短期投资而言，该账户反映取得投资时，股价中含有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

股利，其借方记录应收股利，贷方记录实际收到的现金股利。
“应收利息”账户也是资产类账户，核算企业因债权投资而 应 收 取 的 利 息。对

于短期投资而言，该账户反映取得投资时，支付价款中含有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

的利息，其借方记录应收利息，贷方记录实际收到的利息。
（二）短期投资核算的主要事项及其账务处理

１．短期投资取得的核算。短期投资取得时按实际成本扣除已宣告但尚未领取

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后的差额借记“短期投资”，按已宣告

但尚未领取的现金 股 利 借 记“应 收 股 利”或 按 已 到 付 息 期 但 尚 未 领 取 的 利 息 借 记

“应收利息”，按实际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
【例５－１】大光厂购入华丰股票１００００股，面值１元，购入每股市价７．２０元，

支付手续费８００元，均以银行存款支付。其中支付买价中包括已 宣 布 发 放 的 股 利

１４００元。
购入时，做以下会计分录：
借：短期投资———股票投资 ７１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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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１４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７２８００
收到华丰公司发放的股利１４００元时：
借：银行存款 １４００
　贷：应收股利 １４００
【例５－２】大 光 厂 某 年５月１日 购 入 德 胜 公 司 当 年３月１日 发 行 的 面 值 为

１０００元，年利率为６％的一年期债券１００份，市价为１０３％。债券于当年９月１日

和第二年３月１日各付息一次，另付经纪人佣金等费用８００元。
大光企业支付总额＝１０３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３％＋８００）
已实现尚未收取的利息＝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６％×２／１２）
投资成本＝１０２８００（１０３８００－１０００）
借：短期投资———债券投资 １０２８００

应收利息 １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３８００
２．持有期内实现股利或利息的核算。持有期内实现 的 股 利 或 利 息，一 律 作 投

资成本收回处理，即冲减短期投资账面成本。
【例５－３】承接例５－２，大光企业于９月１日收到德胜公司支付的第一个计息

期（６个月）的利息３０００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３０００
　贷：应收利息 １０００

短期投资 ２０００
３．短期投资处置的核算。短期投资处置时确认投资损益。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短期投资处置，需要将与该项投资有关的所有项目均处置掉，比如该项短期投资计

提有减值准备、尚未收到的应收股利或利息和投资处置的手续费等。
【例５－４】承接例５－１，大光企业因需要资金周转，将购入的华丰股票１００００

股按市场价７．５元出售，手续费９００元。假如股票购买时已实现的应收股利１０００
元，在出售时尚未收到。应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７４１００
　贷：应收股利 １０００

短期投资 ７１４００
投资收益 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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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

　　一、长期股权投资的概念及核算的特点

（一）长期股权投资的概念

长期股权投资通常是指长期持有的、不准备随时出售的、投资企业作为被投资

企业股东的、按所持股份比例享有权益并承担责任的权益性投资。长期 股 权 投 资

应包括：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和重 大 影 响 的；
或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如果投资者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存在着活跃的市场，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 计 量 的 投 资，不 管 投 资 时 间 多 长，都 不 属 于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的 范

畴。比如，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取得的某公司１％的股票并准备长期持有，该项投

资取得的不再是长期股权投资，而是企业取得的一项金融资产。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特点

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回收期长，并且按比例获得经济利益和承担经营风险；长

期股权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投资取得对被投资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权乃至决定

权，以获取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利益；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 投 资，由 不

同的投资份额（拥有被投资企业表决权资本的比重）形成与被投资企业四种不同的

经济关系，分别为：控制（拥有被投资企业表决权资本的５０％以上）、共同控制、重大

影响（拥有被投资企业表决权资本的２０％～５０％）和既无控制也无共同控制且无重

大影响（一般拥有被投资企业表决权资本的２０％以下）；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根
据不同的经济关系规定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

（一）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方式和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１．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合并又分为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和非控

制下的合并两大类。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 始 投 资 成

本应以合并日按照所取得的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来确定。长期股

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 值

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以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其会计核算采用购买法），初始投资成本应以

购买方所放弃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计量。

２．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为实 际 支 付 的 购 买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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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３．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 应 为 发 行 权 益 性

证券的公允价值。

４．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为投资合 同 或 协 议 约 定 的

价值，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５．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 成 本 应 为 换 出 资

产的公允价值或账面价值±补价并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的税费。

６．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为 受 让 的 长 期 股 权

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长期股权投资不论以后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核算，其初始投资 成 本 的 确 定 标 准

是相同的。
（二）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

１．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按投资成本计价的方法。
成本法核算适用的范围：①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 控 制 的 长 期 股 权

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但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要按照权益 法 进 行 调 整。②投

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成本法核算的主要特点：①在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按照初始投

资成本计价，在追加或收回投资时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②在被 投 资 单 位

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投资企业按应享有的部分确认投资收益，即投资企业

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
如果所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这一数额，则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对于被投资 单 位 分 派 利 润 或 现 金 股 利，要 分 投 资 年 度 和 以 后 年 度 两 种 情 况

处理：
（１）在投资年度被投资单位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鉴于当年实现的利润

一般在下一年度分配，所以，投资当年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一般不能 确 认 为 当

期的投资收益，而作投资成本收回。但如果有一部分分配来自于投资后 被 投 资 单

位的净利润，则应该确认这一部分为投资企业当年的投资收益。其关键 问 题 是 要

分清投资前和投资后，如果不能直接分清分配额中属于投资前和投资后部分的，可

按下列公式计算应确认投资收益或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
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投资当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

投资企业持股比例×当年投资持有月份÷全年月份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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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

（２）在投资年度以后被投资单位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对分派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应确认投资收益或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 分 派 的 利

润或现金股利－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持

股比例－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应冲减初始投资

成本的金额

采用成本法核算应注意如果被投资单位当期未作分配，即使 被 投 资 单 位 以 前

各项分配的股利小于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也不能按上述的计算恢 复

初始投资成本和确认当期投资收益。
【例５－５】某旅游企 业 集 团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 以 货 币 资 金３５００００元 对 外 投

资，取得某旅游饭店有表决权资本的１０％。旅游饭店２０００年实现净利润４０００００
元，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０日宣告分派２０００年的现金股利２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０１年实现净利润

５００００元，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０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３０００００元。
（１）初始投资成本＝３５００００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 ３５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０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
企业集团应享有的投资收益＝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６／１２＝２００００元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２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００＝０
借：应收股利 ２００００
　贷：投资收益 ２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０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２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１０％－０

＝５０００元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３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元

借：应收股利 ３００００
　贷：投资收益 ２５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０００
２．权益法

权益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最初以初始投资成本计价，以后则 按 投 资 企 业 享 有

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这里投资

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的所有者权益份额不再是按被投资单位账面净资产确认，而

是在取得投资 时，按 被 投 资 单 位 各 项 可 辨 认 净 资 产 的 公 允 价 值 份 额 为 基 础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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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权益法核算适用的范围：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时，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权益法核算的主要特点：①在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认同

成本法。②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份额如果

存在差额，当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 价

值的份额时，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当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份额时，其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同

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形成新的投资成本。③投资后被投资 单 位 实 现

盈亏，均影响投资企业投资份额的价值，权益法核算要求按应享有的部分确认投资

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但确认和调整的金额也应该是以公允价值

为基础。投资企业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净亏损，投资的账面价值减至零为限，被投

资单位以后如果实现净利润，投资企业按其收益分享额先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 担

额后，再恢复确认收益分享额。④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宣告分配利润或现金股利，投

资企业按应分享的部分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不再确认投 资 收 益。⑤
被投资单位其他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如被投资单位接受捐赠、发生外币资本折算

差异等，也应相应地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并计入资本公积账户。
【例５－６】Ａ企业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对Ｂ公司以货币资金１００００００元进行投

资，占Ｂ公司表决权资本的４０％，并对Ｂ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取得投资时，投资企

业享有被投资 单 位 各 项 可 辨 认 净 资 产 公 允 价 值 的 份 额 为１００００００元。Ｂ公 司

２００１年实现净利润６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０２年４月Ｂ公司宣告分派现金股利５０００００元，

２００２年全年发生净亏 损１２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０３年Ｂ公 司 继 续 发 生 净 亏 损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２００４年Ｂ公司实现了净利润９０００００元。有关会计分录编写如下：

（１）２００１年Ａ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为１００００００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Ｂ公司（投资成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１年末Ｂ公司实现净利润，Ａ企业应享有２４００００元（６０００００×４０％）：
借：长期股权投资———Ｂ公司（损益调整） ２４００００
　贷：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 ２４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２年４月Ｂ公 司 宣 告 分 配 现 金 股 利，Ａ 企 业 应 分 配 额 为２０００００元

（５０００００×４０％）：
借：应收股利———Ｂ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贷：长期股权投资———Ｂ公司（损益调整）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２年末Ｂ公司发生亏损，Ａ企业应承担额为４８００００元（１２０００００×４０％）：
借：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 ４８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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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长期股权投资———Ｂ公司（损益调整） ４８００００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 值 调 整 以 后 为５６００００元（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４８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３年末Ｂ公司发生亏损，Ａ企业应承担额为６０００００元，但须调整额为

５６００００元：
借：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 ５６００００
　贷：长期股权投资———Ｂ公司（损益调整） ５６００００
Ａ企业长期股权投资账面未确认损失为４００００元。
（６）２００４年末Ｂ公司实现了赢利，Ａ企业应分享额为３６００００元，确认投资收

益和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户的金额为３２００００元（３６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借：长期股权投资———Ｂ公司（损益调整） ３２００００
　贷：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 ３２００００

第四节　长期债权投资的核算

　　一、长期债权投资的概念与特点

长期债权投资是投资回收期超过一年的债权性投资，主要是 购 买 债 券 的 投 资

以及其他的长期债权投资。长期债券投资是指购买各种债券形成的长 期 投 资；其

他长期债权投资是指除债券投资之外的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是取得长期债权投资所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

买价、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但不包括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尚未 收 到 的 利

息。已到付息期尚未收到的利息属于投资时垫付的资金，待到利息实际支付时，即

可收回资金，因此，不构成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应当单独核算。
长期债券投资是购买债券并准备长期持有的投资。根据债券发行时买价与票

面价值的关系可将债券的发行方式分为三种：折价发行、平价发行、溢价发行。
（一）与债券发行有关的要素

１．票面价值

票面价值是发行的债券票面标明的固定价值，它通常表示债 券 到 期 时 债 券 发

行方应付给债券持有者的金额。

２．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是发行的债券票面标明的固定利率，它表示付息日 应 向 债 券 持 有 者

支付的利息总额与债券面值相除的百分比。

３．市场利率

市场利率也称实际利率，通常是指与发行债券同时期的、风险和期限相同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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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通行的利率。

４．发行价格

债券的发行价格是债券买卖的实际价格。发行价格与票面价值的差异取决于

票面利率与市场利率的相对关系。
（二）债券的发行方式

１．折价发行方式

债券以低于债券票面价值的发行价格进行发行的方式。债券以低于其票面价

值发行，是由于债券的票面利率低于通行的市场利率，引起市场的供求 失 衡，市 场

接受较低的发行价格，才能恢复市场供求的平衡。

２．平价发行方式

债券以等于债券票面价值的发行价格进行发行的方式。债券以等于其票面价

值发行，是由于债券的票面利率等于通行的市场利率，并未引起市场的 供 求 失 衡，
发行价格也就趋于和票面价值一致。

３．溢价发行方式

债券以高于债券票面价值的发行价格进行发行的方式。债券以高于其票面价

值发行，是由于债券的票面利率高于通行的市场利率，引起市场的供求 失 衡，市 场

抬高发行价格，才能恢复市场供求的平衡。
（三）折、溢价金额的性质

虽然投资于债券是按债券的票面价值和票面利率取得应收 利 息，但 应 收 利 息

并不是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是按实际利息确认的。投资收益 的 确 认 有

两种方法：

１．投资收益通过应收利息调整得到（直线法）。调整公式如下：
投资收益＝应收利息±折、溢价

在投资于应收利息低于实际利息的债券时，折价金额就是投 资 以 后 少 得 利 息

的提前收回，所以投资者实际得到的利息是应收利息加折价金额；在投资于应收利

息高于实际利息的债券时，溢价金额就是投资以后多得利息的先行垫付，所以投资

者实际得到的利息是应收利息减溢价金额。投资收益分期核算，折、溢价金额因此

按计息次数平均分摊，所以这种方法称之为直线法。

２．投资收益通过按市场（实际）利率计算得到（实际利率法）。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收益＝债券投资账面价值×实际利率

折、溢价金额＝应收利息－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是投资企业的实际利息收入，它的确认应当以期初 债 券 投 资 账 面 价

值和实际利率为计算的依据。债券投资账面价值随着每一个计息期的 到 来，摊 销

一定的折价或溢价不断地调整而发生改变，因此，每个会计期的投资收益也都随之

改变，而折价或溢价的摊销额随着投资收益的确认而确定。所以，实际利率法比直



１２１　　
第五章　对外投资的核算

线法显得更为合理。

　　二、长期债券投资核算

（一）账户的设置

长期债券投资核算通过设置“长期债权 投 资———债 券 投 资”账 户 进 行，反 映 长

期债券投资的成本及成本的收回。投资成本中包括债券面值、折价或溢价金额，因

此，须设置明细账：“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面值）”、“长期债权投资———债券

投资（折价）”、“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溢价）”账户分别反映。对于投资后已

实现但尚未到计息期的应计利息还需要设置“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应计利

息）”账户反映。对于购买债券发生的税金、手续费等债券费用，需要设置“长 期 债

权投资———债券费用”账户反映。如果购买债券时支付的 价 款 中 包 含 已 实 现 尚 未

支取的利息，则不包括在投资成本中，通过“应计利息”账户另外反映。
（二）主要会计事项

１．债券投资的取得和投资成本的确定

长期债券投资成本是指取得长期投资时实际支付的全部价 款，包 括 买 价 及 税

金、手续费等相关的费用，但不包括已到付息期尚未支取的债券利息。另外，税金、
手续费等相关债券费用如果较小时可于发生时一次计入损益，而不必计入投资 成

本再作摊销。因此，长期债券投资的折、溢价的确定如下例计算公式：
折、溢价＝实际支付款项－支付款项中包含的利息－债券费用－债券面值

２．计息日投资收益的确认及折、溢价的摊销

长期债券通常分期计息或付息，在债券发行期内确定若干个计息期和计息日。
在每个计息日，需要计算应计利息、投资收益、摊销折、溢价和调整长期债券投资账

面价值。
应计利息计算公式如下：

应计利息＝债券面值×利率×时间

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调整公式如下：
期末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期初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折、溢价摊销额

投资收益和折、溢价摊销额的确定方法：
（１）直线摊销法。直线摊销法是指将折、溢价金额按计息次 数 平 均 分 摊，进 而

确定投资收益和调整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的方法。其基本程序如下：
计算应计利息：应计利息＝债券面值×利率×时间；
计算折、溢价摊销额：折、溢价摊销额＝折、溢价金额÷计息次数；
计算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应计利息±折、溢价摊销额；
调整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
（２）实际利率法。实际利率法是指按期初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与 实 际 利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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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投资收益，按票面利率和票面价值计算应计利息，进而确定本期应 摊 销 的 折、
溢价及调整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的方法。其基本程序如下：

计算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期初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实际利率×时间；
计算应计利息：应计利息＝债券面值×利率×时间；
计算折、溢价摊销额：折、溢价摊销额＝投资收益－应计利息；
调整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

３．债券到期日和不到期债券处置

债券持有到期，债券账面价值调整为面值，因此，收回面值金额和应计利息（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
债券未到期处置，冲减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并确认处置时的损益。冲减长

期债券投资账 面 价 值，包 括 债 券 面 值、应 计 利 息、未 摊 销 折、溢 价，未 摊 销 债 券 费

用等。
（三）不同发行方式下的账务处理

【例５－７】Ａ公司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按每张１０５０元的价格购入８０张Ｂ公司

同日发行的、票面价 值１０００元、票 面 利 率１２％的５年 期 债 券，另 支 付 债 券 费 用

４００元。作会计分录如 下（债 券 费 用 不 足 成 交 价 格 的５‰，可 以 一 次 性 计 入 当 期

损益）：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面值） ８００００

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溢价） ４０００
投资收益 ４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８４４００
【例５－８】Ａ公司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以１０５２４２元购入Ｂ公司同日发行的公司

债券１００张，每张面值１０００元，年利率１０％，市场利率８％，每年付息一次，２００３年

１月１日到期，到期 一 次 还 本 付 息。分 别 以 直 线 摊 销 法 和 实 际 利 率 法 作 债 券 购 入

日、债券计息日和债券到期日的会计分录：

１．直线摊销法债券投资溢价摊销计算如表５－１

表５－１　债券投资溢价摊销计算表（直线摊销法）

日期 应计利息 溢价摊销额 投资收益 投资账面价值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５２４２

１／２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４７ ８２５３ １０３４９５

１／２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４７ ８２５３ １０１７４８

１／２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４８ ８２５２ １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５２４２ ２４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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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购买日，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面值） １０００００

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溢价） ５２４２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５２４２
（２）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计息日，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应计利息） １００００
　贷：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溢价） １７４７

投资收益 ８２５３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计息日同上）
（３）债券到期日，
借：银行存款 １３００００
　贷：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面值） １０００００

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应计利息） ３００００
２．实际利率法债券投资溢价摊销计算如表５－２

表５－２　债券投资溢价摊销计算表（实际利率法）

日期 投资收益 应计利息 溢价摊销额 投资账面价值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５２４２

１／２００１ ８４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８１ １０３６６１

１／２００２ ８２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０７ １０１９５４

１／２００３ ８０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４７５８ ３００００ ５２４２

（有关会计分录基本同直线摊销法）
【例５－９】Ａ公司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以９５０８３元购入Ｂ公司同日发行的公司债

券１００张，每张面值１０００元，年利率１０％，市场利率１２％，每年付息一次，２００３年

１月１日到期，到期 一 次 还 本 付 息。分 别 以 直 线 摊 销 法 和 实 际 利 率 法 作 债 券 购 入

日、债券计息日和债券到期日的会计分录：

１．直线摊销法债券投资折价摊销计算如表５－３

表５－３　债券投资折价摊销计算表（直线摊销法）

日期 应计利息 折价摊销额 投资收益 投资账面价值

１／２０００ ９５０８３

１／２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９ １１６３９ ９６７２２

１／２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９ １１６３９ ９８３６１

１／２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９ １１６３９ １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４９１７ ３４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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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购买日，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面值） １０００００
　贷：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折价） ４９１７

银行存款 ９５０８３
（２）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计息日，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应计利息） １００００

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折价） １６３９
　贷：投资收益 １１６３９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计息日同上）
（３）债券到期日，
借：银行存款 １３００００
　贷：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面值） １０００００

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应计利息） ３００００
２．实际利率法债券投资折价摊销计算如表５－４

表５－４　债券投资折价摊销计算表（实际利率法）

日期 投资收益 应计利息 折价摊销额 投资账面价值

１／２０００ ９５０８３

１／２００１ １１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 ９６４９３

１／２００２ １１５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９ ９８０７２

１／２００３ １１９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２８ １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４９１７ ３００００ ４９１７

（有关会计分录基本同直线摊销法）

　　案例：

案情：长期投资规 模 过 大，大 部 分 投 资 无 收 益，对 外 投 资 损 失 未 及 时 认 定、清

理，且投资收益未 按 权 益 法 进 行 核 算，造 成 企 业 长 期 投 资 账 面 数 字 不 真 实。具 体

情况：

２００２年年底，该单位对外投资３２家，其中正在清理债权债务关系、准备吊销营

业执照７家，金额３８３５２１１．４６元；已解除联营关系、清理债权债务关系５家，金额

２０９７１００元；停产４家，金额２０３０２４２２．７３元；正常经营１６家，金额７１０８８３８３２．９０
元。以上投资全部在３年以上有２９家，２００２年只收到投资的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

返还的投资收益。其余被投资单位均亏损，没有投资收益，该单位未对投资单位的

投资损失进行认定、处理。违反了《北京市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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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对以前年度安排的连续３年达不到预期收益水平或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

的投资项目，要制定清理计划，逐步收回投资。”、第二十一条“企业对外投资应逐步

采用权益法核算，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投资损失的认定、处理”的规定。

２００２年底该单位投资中长期投资比例占１００％的１１家，金 额２２７２７３１３．９９
元，占投资总额的３．１％；投资比例占５０％以上１３家，金额４０１１６７１０３．２４元，占投

资总额的５４．４％；投资比例占２０％以上７家，金额３１０１７４０８３．８６元，占投资总额

的４２％。以上投资按市控股公司的要求，全部采用成本法核算，未按实际控股比例

进行权益法核算。违反了《工业企业财务制度》第四十六条“企业以货币、实物、无

形资产和股票进行长期投资，对被投资单位没有实际控制权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

算，并且不因被投资单位净资产的增加或者减少而变动；拥有实际控制 权 的，应 当

采用权益法核算，按照在被投资单位增加或者减少的净资产中所拥有或者分担 的

数额，作为企业的投资收益或者损失，同时增加或者减少企业的长期投 资，并 且 在

企业从被投资单位实际分得股利或者利润时，相应减少企业的长期投资”的规 定。
因该单位的长期投资未按权益法进行核算，未对被投资单位的净亏损按投资份 额

调整其账面价值，由此造成长期投资账面数字不真实。

　　思考题

１．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２．短期投资的投资收益如何确定？

３．长期债券投资的购入价格为什么会与债券票面价值不同？

４．企业购入长期债券的价格有几种？购入债券发生溢折价的实质是什么？

５．长期债券投资的折、溢价金额如何摊销？

６．长期股票投资的入账价值应如何确定？什么情况下使用权益法？什么情况

下使用成本法？

　　练习题

一、单选题

１．短期投资的目的是（　　）。

　　　　　　　　　　　　　　　　　　　　　　　　Ａ．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获取投资收益

Ｂ．影响和控制其他企业的经营决策

Ｃ．积累资金

Ｄ．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

２．短期投资的投资收益是（　　）。

Ａ．投资时已实现的现金股利

Ｂ．投资后实现的现金股利

Ｃ．被投资企业有价证券市场价格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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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处置短期投资的差价

３．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况是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达到

（　　）。

Ａ．控制 Ｂ．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

Ｃ．Ａ、Ｂ之外情况 Ｄ．债权性投资

４．长期 股 权 投 资 采 用 成 本 法 核 算 时，“长 期 股 权 投 资”账 户 的 余 额 反 映 为

（　　）。

Ａ．对方权益中所占份额 Ｂ．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之和

Ｃ．投资初始成本 Ｄ．对方企业实现的净损益

５．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其投资收益应当是（　　）。

Ａ．被投资企业发放的现金股利 Ｂ．被投资企业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

Ｃ．被投资企业年末实现的净损益 Ｄ．被投资企业股权变现的收入

６．不属于债券发行方式的是（　　）。

Ａ．平价发行方式 Ｂ．折价发行方式

Ｃ．溢价发行方式 Ｄ．实际成本发行方式

７．折价购买债券是因为债券的票面利率与市场利率（　　）。

Ａ．相等 Ｂ．不等，前者高于后者

Ｃ．不等，前者低于后者 Ｄ．不等

８．溢价购买债券的投资收益应为（　　）。

Ａ．应计利息 Ｂ．溢价金额

Ｃ．应计利息＋溢价 Ｄ．应计利息－溢价

二、多选题

１．短期投资的类型有（　　）。

Ａ．股票投资 Ｂ．权益性投资 Ｃ．债权性投资

Ｄ．债券投资 Ｅ．其他投资

２．短期投资的特点有（　　）。

Ａ．是以积累资金为目的 Ｂ．以获利性为目的

Ｃ．保持流动性 Ｄ．以有价证券为投资对象

Ｅ．投资使用的是暂时闲置资金

３．确定短期投资的投资收益的因素有（　　）。

Ａ．处置收入 Ｂ．出售的手续费等

Ｃ．短期投资账面成本 Ｄ．短期投资账面价值

Ｅ．尚未收到的应收利息

４．长期 股 权 投 资 采 用 成 本 法 核 算 的 情 况 是 投 资 企 业 对 被 投 资 企 业 具 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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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共同控制 Ｂ．控制 Ｃ．重大影响

Ｄ．无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 Ｅ．控制或共同控制

５．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的特点有（　　）。

Ａ．取得投资时按初始投资成本入账

Ｂ．被投资企业实现净损益时按投资比例确认投资收益

Ｃ．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按应享有部分确认投资收益

Ｄ．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按投资比例冲减长期股权投资账面成本

Ｅ．被投资企业实现净损益时不作处理

６．长期债券投资溢价购买债券所形成的溢价金额要分期摊 销，符 合 摊 销 意 义

的选项为（　　）。

Ａ．应计利息＋溢价摊销额＝投资收益

Ｂ．应计利息－溢价摊销额＝投资收益

Ｃ．借：长期债券投资———溢价

　贷：（相应科目）

Ｄ．借：（相应科目）

　贷：长期债券投资———溢价

（相关科目）

Ｅ．调整应计利息确定投资收益，并调整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值

７．确定长期债券投资折、溢价金额的因素有（　　）。

　　　　　　　　　　　　　　　　　　　　　　　　　　　　Ａ．实际支付款项 Ｂ．债券费用

Ｃ．债券面值 Ｄ．实际支付款项中包含已实现的利息

Ｅ．利率

三、判断题

１．短期投资包括权益性投资、债权性投资和混合性投资。（　　）

２．短期投资的投资收益仅仅是短期投资处置的损益。（　　）

３．短期投资持有期实现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作投资成本的收回处理。（　　）

４．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实现的现金股利全部作投资收益处理。（　　）

５．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实现的现金股利按应享有的部分 作 投 资 收 益 处 理。
（　　）

６．长期债券投资在实际利率法下，其投资收益应为（期初长期债券投资账面价

值×实际利率×时间）。（　　）

７．长期债券投资在直线摊销法下，其折、溢价摊销额应为（应 计 利 息－投 资 收

益）。（　　）
四、计算题

１．［目的］练习短期投资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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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１９××年３月天海企业发生短期投资业务如下：
（１）３月１日，购入Ａ公司于年初１月１日发行的年利率９％（每季末计息付

息）的短期债券，面值１５０００元，实际支付款项为１５３００元。
（２）３月４日，购入Ａ公司股票１００００股，每股市价６．６０元，另支付佣金５００

元，款项已全部付出。
（３）３月１０日，购入Ｂ公司股票２００００股，每股市价９．９０元（内含已宣告发放

的股利０．３０元），另支付佣金１５００元。款项已全部付出。
（４）３月１８日，企 业 因 急 需 资 金，将 上 年 末 Ｄ公 司 债 券 发 行 时 购 入 的 面 值

４００００元的债券在市场上全部出售。购入时实际支付款项４０１００元，现以４１１００
元价款售出，收到款项存入银行。

（５）３月２０日，本 月 第（２）项 业 务 购 入 的 Ａ公 司 股 票，因 市 价 上 升 很 快，现 以

７７０００元的价格售出，向证券交易所交付的佣金已予扣除。收到款项存入银行。
（６）３月２１日，收到本月投资业务（３）的Ｂ公司股票中已宣告发放的股利，并存

入账户。
（７）收到本月第（１）项业务的利息，存入银行。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２．［目的］练习长期股票投资的成本法和权益法核算。
［资料］红光公司有关长期投资业务如下：
（１）２０００年初用银行存款购入甲公司普通股４０００００股，每股１０元，占该公司

股本的２０％。
（２）２０００年甲公司实现净收益８０００００元。同时宣布将拿出５０００００元用于发

放股利。
（３）２００１年２月收到甲公司发放股利１０００００元，已存入银行。
（４）２００１年甲公司发生亏损２０００００元。但甲公司仍宣布拿出以前 年 度 留 存

收益４００００元发放股利。
（５）２００２年２月收到甲公司发放的股利８０００元。
［要求］分别用成本法和权益法编制以上经济业务的会计分录。

３．［目的］练习长期债券投资的核算。
［资料］１９××年６月份企业发生有关业务如下：
（１）平价购入 Ａ 企 业 于 本 月 发 行 的３年 期、年 利 率８％的 债 券，债 券 面 值 为

７００００元。款项已全部付出。
（２）溢价购入Ｂ公 司 新 发 行 的３年 期、年 利 率１０％的 长 期 债 券，债 券 面 值 为

８００００元，现以８１２００元的价格购入。
（３）折价购入Ｃ公司新发行的３年期、年利率６％的长期债券，面值５００００元，

以４４０００元的价格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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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月１５日平价购入Ｄ公司本年１月１５日发行的３年期、年利率１２％的债

券２００００元（每半年付息一次）。
（５）原购入Ｅ公司发行的３年期、年利率１２％的债券现已到期，现兑付债券本

金５００００元及３年期间的全部利息。
（６）月末，就本月第（２）项业务溢价购入债券，采用直线法摊销其溢价额，同 时

计算债券应付未付利息。
（７）月末，就本月第（３）项业务折价购入债券，采用直线法摊销其折价额，同 时

计算债券应付未付利息。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４．［目的］练习其他投资的核算。
［资料］江原公司１９××年有关投资业务如下：
（１）以一台设备向甲公司投资，设备的原值为１５００００元，已提折旧５００００元，

双方协商价值为９００００元。
（２）以银行存款３０００００元、原材料１５００００元向甲公司投资。
（３）对乙公司的投资期已满，收回向乙公司投资８５００００元（原投资为９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收回的固定资产原值７０００００元，累计折旧２０００００元，银行存款３５００００
元。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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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负债的核算

第一节　负债概述

　　一、负债的概念及特征

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预 期 会 导 致 经 济 利

益流出企业。负债具有以下特征：

１．负债是基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发生的，并由企业承诺偿 还 的 一 种 现 实 存

在的债务。比如，企业从银行借款事项的发生，就导致企业偿付义务的形成；又如，
企业准备为所在社区维修一条已损坏的马路，虽然这也是一种承诺，但尚未发生并

不能改变企业资源的所属性质，因此不构成负债。

２．负债的偿还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一般以货币资金进行偿还，也可以实物资产

偿还，但必须能够为债权人所接受，还可以通过举借新债或转化为所有者权益来结

束一项负债。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负债的偿还最终还是以企业经济资 源 的 流 出

为实质。

３．负债是能够用货币确切地计量或合理地估计的。不能够用货币计量或合理

估计的，都不能成为会计上的负债。

４．负债一般都有明确的偿还 期、偿 还 金 额 和 应 支 付 的 利 息，这 些 都 已 在 合 同

或协议中明确，到 期 应 无 条 件 地 偿 还 应 付 的 本 息 和，合 同 或 协 议 具 有 法 律 的 约

束力。

　　二、负债的分类

（一）按偿还期长短分类，可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两类。流 动 负 债 是 指 在

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内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 票 据、应 付

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等。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在 一 年 或 者 超 过 一

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负债，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
（二）按形成负债的事项类别分类，可分为筹资事项形成的负债、商业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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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负债、企业内部日常活动形成的负债等。
（三）按债权人类型分类，可分为对贷款人的负债、对供货商的负债、对客 户 的

负债、对职工的负债、对税务机关的负债、对投资人的负债、其他流动负债。

第二节　流动负债的核算

　　一、对贷款人的负债

对贷款人的负债主要是指短期借款，短期借款是指旅游企业 借 入 的 期 限 在 一

年以下的各种借款。一般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过程所需的资金而借入的或

者为抵偿某项债务而借入的。短期借款的债权人一般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旅

游企业借入的各种短期借款，应设置“短期借款”账户进行核算。该账户属于负 债

类账户，贷方登记取得的短期借款的本金；借方登记到期偿还的借款本 金；期 末 余

额在贷方，表示尚未到期归还的短期借款。因此，旅游企业借入 短 期 借 款 时，应 借

记“银行存款”账户，贷记“短期借款”账户；归还到期的借款时，借记“短期借款”账

户，贷记“银行存款”账户。
旅游企业归还短期借款时，除了归还借入的本金外，按 照 货 币 的 时 间 价 值，还

应支付一定的利息。短期借款的利息作为一项财务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借记“财

务费用”账 户，贷 记“预 提 费 用”、“银 行 存 款”等 账 户。在 会 计 核 算 时 分 别 按 情 况

处理：

１．如果短期借款的利息是按期支付的（按季、按半年），或者利息是在借款到期

时连同本金一起归还，并且数额较大的，为了正确计算各期的盈亏，可以 采 用 预 提

的办法。按月预提计入费用预提时，按预计应计入费用的借款利息，借记“财 务 费

用”账户，贷记“预提费用”账户；实际支付月份，按照已经预提的利息金额，借记“预

提费用”账户，按实际支付的利息金额与预提数的差额（尚未提取的部分），借记“财

务费用”账户，按实际支付的利息金额，贷记“银行存款”账户。

２．如果短期借款的利息是按月支付的，或者利息是在借款到 期 连 同 本 金 一 起

归还，但是数额不大的，可以不采用预提的方法，而在实际支付或收到银 行 的 计 息

通知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借记“财务费用”账户，贷记“银行存款”或“现金”账户。
【例６－１】某饭店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借入为期半年的短期借款

６００００元，年利率为１０％，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做会计分录如下：

６月１日取得借款时：
借：银行存款 ６００００
　贷：短期借款———中国农业银行 ６００００
６月末计提当月利息费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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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５００
　贷：预提费用———应付利息 ５００
７～１１月末作相同的会计分录。

１２月末还本付息时：
借：短期借款 ６００００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５００
预提费用———应付利息 ２５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６３０００

　　二、对供货商的负债

（一）应付票据的核算

应付票据是旅游企业在对外经济往来的商业活动中采用商业汇票结算方式而

形成的一种债务，商业汇票是由出票人出票，承兑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

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也是承兑人允诺在一定时期内支付一定款项 的

书面证明。我国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６个月。因此，应 付 票 据 属 于 流

动负债范畴。
为了总括地反映应付票据的核算，应设置“应付票据”账户。该 账 户 是 负 债 类

账户，贷方登记企业开出票据抵付货款等应付的票款，借方登记应付票据到期支付

的票款；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已经开出承兑尚未付款的应付票据数额。
应付票据按票面是否标明带息分为带息应付票据和不带息 应 付 票 据；按 承 兑

人的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１．带息应付票据的核算。票据的面值就是票据的现值。由于我国商业汇票期

限较短，因此，通常 在 期 末 时，对 尚 未 支 付 的 应 付 票 据 计 提 利 息，计 入 当 前 财 务 费

用；票据到期支付票款时，尚未计提的利息部分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例６－２】某饭店于４月１日向甲企业签发一张面值为５８５００元的商业汇票，

期限为６０天，年利率为９％，用于购买一批商品。作会计分录如下：
开出票据时：
借：库存商品 ５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 ８５００
　贷：应付票据 ５８５００
４月末计付利息时：
借：财务费用 ４３８．７５
　贷：应付票据 ４３８．７５
到期支付票面金额和利息时：
借：应付票据 ５８９３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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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４３８．７５
　贷：银行存款 ５９３７７．５
２．不带息应付票据的核算。不带息应付票据的面值就是票据到期时的应付金

额。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票据面值所记载的金额不含利 息，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按票据面值记账；另一种情况是面值中包含了一部分应计利息，但在票据上未注明

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对面值所含的利息部分不单独核算，将之视为不含 息 应 付 票

据，按面值入账。
如果应付票据到期，企业不能如期支付，则应将“应付票据”账面价值 转 入“应

付账款”账户。
【例６－３】某饭店向某企业开出一张面值为２３４００元、为期一个月的商业汇票

用于采购物料用品，采购价为２００００元，增值税为３４００元。
购入商品时：
借：原材料 ２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３４００
　贷：应付票据 ２３４００
到期饭店无力支付：
借：应付票据 ２３４００
　贷：应付账款 ２３４００
（二）应付账款的核算

应付账款是指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或接受劳务供应等购销 活 动 而 发 生 的 债

务。应付账款是由于购买物资与支付货款在时间上不一致而形成的债务。
为了总括反映应付账款的增减变动情况，应设置“应付账款”账户，该账户贷方

登记应付账款的实际发生额，借方登记其偿还金额，期末余额在贷方，表 示 尚 未 还

清的应付账款。当企业发生应付账款时，借记“原材料”、“库存商品”等账户，贷 记

“应付账款”账户；偿还时，借记“应付账款”账户，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
应付账款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即发票价格入账，如果购销合 同 包 括 某 种 现 金

折扣条款，应付账款入账金额的确定就有两种方法：总价法和净价法。总价法是应

付账款按发票上记载的金额入账，如果在折扣期内付款而享受现金折扣，则视为一

项理财收益，冲减财务费用；净价法是应付账款按发票金额扣除现金折扣后的净值

入账，如果超过了折扣期付款而丧失现金折扣，则视为一种理财损失，计 入 财 务 费

用。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只允许企业采用总价法。
应付账款一般在较短期限内支付，有些应付账款由于债权单 位 撤 销 或 其 他 原

因，使企业无法支付这笔应付款项。这笔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直接转入资本公积。
借记“应付账款”账户，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

【例６－４】某饭店向某公司购入一批材料物资，价值１００００元，增值税税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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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付款条件为１／１０，Ｎ／３０。作会计分录如下：
购货时：
借：原材料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 １７００
　贷：应付账款 １１７００
如果在１０天内付款，可得到１％的折扣：
借：应付账款 １１７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１５８３

财务费用 １１７
如果超过折扣期限付款：
借：应付账款 １１７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１７００

　　三、对客户的负债

预收账款是根据买卖双方的协议，由供应方预先收取购货方 一 部 分 货 款 而 形

成供应方的一项负债。预收账款的核算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 在 预 收 账

款比较多时，单独设置“预收账款”账户核算；第二种方法是在预收账款不多时，不

单独设置“预收账款”账户，而将预收账款的内容合并在“应收账款”账户中核算。
【例６－５】某旅行社组团一项旅游服务。旅客交来团费共计１０００００元，旅游活

动为期５天。根据以上业务，作会计分录如下：
收到团费时：
借：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
　贷：预收账款 １０００００
５天旅游活动结束后：
借：预收账款 １０００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００００

　　四、对职工的负债

企业对职工的负债主要是企业应付给职工的工资及福利费，在 实 际 支 付 之 前

形成对职工个人的负债。
（一）应付工资的核算

应付工资是旅游企业根据现行的工资制度应支付给职工的 工 资 总 额，在 实 际

支付前形成的企业对职工的一项短期债务。
旅游企业应付给 职 工 的 工 资 总 额，包 括 计 时 工 资、计 件 工 资、奖 金、津 贴 和 补

贴、加班加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病假、工伤假、产假、计划生育假、婚丧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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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探亲假、带薪休假、带薪学习进修等工资。职工医药 费、福 利 补 助、退 休 费 等 不

包括在其中。
在会计核算中应设置“应付工资”账户进行核算。该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当

月应支付的各项工资记入其贷方；已发放的工资记入其借方。期末余额在贷方，表

示尚未发放的工资。企业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一定是职工实际应 得 工 资 的

全部，有些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须由企业代扣代缴，如企业为职工个人 代 垫 的 水

电费、煤气费、企 业 代 扣 代 缴 的 个 人 所 得 税 等，这 些 支 出 就 从 职 工 的 工 资 支 付 中

扣除。
对于企业来说每月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费，是企业的人工费用，要计入企

业当期的成本费用中。通常在月末时将人工费用按照职工所在岗位进 行 分 配，计

入有关的费用账户。营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应计入“营业费用”账户；管理人员的 工

资应计入“管理费用”账户；医务福利机构人员的工资应计入“应付福利费”账户。
【例６－６】某饭店提取现金２０００００元备发工资。月份终了，分配应付的工资，

其中：营业部门人员的工资为１７４５００元，管理部门人员的工资为１３５００元，医务

福利人员的工资为１２０００元，作如下会计分录：
从银行提取现金：
借：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０
发放职工工资：
借：应付工资 ２０００００
　贷：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
月份终了，分配工资：
借：营业费用 １７４５００

管理费用 １３５００
应付福利费 １２０００

　贷：应付工资 ２０００００
（二）应付福利费的核算

应付福利费是企业应承担的除工资之外职工福利待遇方面的责任。有关制度

规定企业职工福利费是与工资总额挂钩的，占工资总额的１４％。福利费虽然是按

工资总额计算的，但是并非一定像工资一样分配给每一个人。福利费主 要 用 于 职

工医药费用、职工困难补助费用和其他职工福利的开支。
职工福利费先从各期的成本费用中提取然后使用，所以，形成 一 项 负 债“应 付

福利费”。提取的福利费，同工资费用一样的分配去向。按营业人员工资总额提取

的职工福利费，记入营业费用；按管理人员和医务、福利人员工资总额提 取 的 职 工

福利费，记入管理费用等。设“应付福利费”账户，贷方记录提取的福利 费，借 方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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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福利费的实际支 付，期 末“应 付 福 利 费”账 户 的 贷 方 余 额 为 福 利 费 的 结 余 数，在

“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负债项目中单独反映。
【例６－７】根据上例职工工资总额按１４％比例提取福利费，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营业费用 ２４４３０

管理费用 ３５７０
　贷：应付福利费 ２８０００

　　五、对税务机关的负债

（一）企业的应交税金

旅游企业进行经营活动，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营业收入、实现利润和占用一定

的经济资源，应向国家缴纳各种税金。当纳税义务已发生，但税 金 尚 未 缴 纳 之 前，
形成企业对国家财政的一项负债，这项负债在会计上就是“应交税金”。

按照现行税法规定旅游企业主要交纳的税金包括：营 业 税、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

营业税是指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 动 产 的 单 位 和 个

人按其营业收入 征 收 的 一 种 税。它 是 一 种 行 为 税，只 要 有 营 业 行 为，纳 税 义 务 就

发生。
增值税是对我国境内的应税货 物 及 应 税 劳 务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增 值 额 为 计 税

依据征收的一种税。其 增 值 额 是 生 产 经 营 过 程 中 新 增 价 值，排 除 了 按 企 业 营 业

收入收税而带来的 重 复 征 税 问 题。增 值 额 不 容 易 直 接 确 定，也 可 以 纳 税 企 业 在

一定时期内销售商品 或 提 供 劳 务 取 得 的 收 入，扣 除 为 取 得 商 品 和 劳 务 所 垫 付 成

本的差额为其增值额。旅游企业的应税 货 物 及 劳 务 主 要 集 中 于 宾 馆 饭 店 内 销 售

的商品。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国家政府为扩大和稳定城市乡镇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对享用市政设施的企业，以其应交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总额为计税依据

征收的一种附加税。
所得税是国家对企业或个人的所得按规定的税率征收的税种。分为个人所得

税和企业所得税。
房产税是依据房产价格或房产租金收入向房产所有人或经营人征收的一种财

产税。
车船使用税是对我国境内行驶于国家公共道路的车辆，航行于国内河流、湖泊

和领海口岸的船舶，按车辆（船舶）的种类和大小，向拥有并使用这些车辆（船舶）的

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土地使用税是国家为了合理利用国有土地资源，对拥有土地 使 用 权 的 单 位 或

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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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是国家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凭 证 征 收 的 一 种 税。其 征 收

的范围包括各 种 经 济 技 术 合 同、产 权 转 移 书 据、营 业 账 簿、权 利 许 可 证 照 等 五 类

凭证。
（二）应交税金的核算

为总括地反映旅游企业的应交税金及其交纳情况，企业应设置“应交 税 金”账

户进行核算。该账户是负债类账户。应交税金记入其贷方；已交税金记入其借方。
余额若在贷方，表示应交未交税金；若在借方，表示多交应由税务部门退 回 或 冲 抵

以后应交的税金。为反映各个不同税种缴纳的情况，应进行应交税金的明细核算。
“应交税金”账户应按照不同的税种分别开设明细账户：“应交增值税”、“应交营业

税”、“应交消费税”、“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所得税”、“应交房产税”、“应交

土地使用税”、“应交土地增值税”、“应交车船使用税”等。

１．应交增值税的核算。按照企业的规模大小和会计 核 算 的 完 善 程 度，增 值 税

纳税义务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
一般纳税人增值税采用抵扣制方式征收增值税，即企业在一个会计期内，购入

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时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从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时

收取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扣除，抵扣之后的差额为本期应交增值税。计算公 式

如下：
进项税额＝采购额×增值税率

销项税额＝销售额×增值税率

本期应纳增值税额＝本期销项税额－本期进项税额

采用抵扣制，必须取得合法有效的交易凭证，如增值税专用发票。
购进商品时，按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上 列 明 的 采 购 额（不 含 税）和 进 项 税 额，借 记

“库存商品”和“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账户，按应付或实付金额，贷

记“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账户。
销售商品时，按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上 列 明 的 销 售 额（不 含 税）和 销 项 税 额，借 记

“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账户，贷记“营业收入”、“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账户。
增值税实际缴纳 时，借 记“应 交 税 金———应 交 增 值 税（已 交 税 金）”账 户，贷 记

“银行存款”账户。
【例６－８】某酒店购入商品一批，货款１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额１７００元，款项尚未

支付，商品已验收入库。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库存商品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７００
　贷：应付账款 １１７００
增值税以不含税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如果企业在商品销售时以价、税合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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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那么所实现的销售收入就是含税收入，计税时就必须将含税收入换算成不含税

的销售额，然后再依据税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换算公式如下：
销售额＝含税收入／（１＋ 增值税率）

【例６－９】某饭店附设的商品部，经销商品的增值税率为１７％，１月末“主营业

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账户贷方余额（含税收入）为１１７０００元，本月增值税进

项税额为１０５００元。要求：计算该企业本月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应纳税额，并作相

应的会计分录：
销售额＝１１７０００／（１＋１７％）＝１０００００元

销项税额＝１０００００×１７％＝１７０００元

本期应纳税额＝１７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６５００元

调整收入账户，
借：主营业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 １７０００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１７０００
缴纳本期增值税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６５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６５００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实行简易办法计征，即只在销售环节按 销 售 额 和 征 收 率

（６％或４％）计算。小规模纳税人在购进商品时不管是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生的进项税额都计入采购成本，不得抵扣；销售货物时，按照销售额和征 收 率 计 算

增值税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其中的销售额，也应是不含税收入。如果是含税收入，则需要换算后再计算应

纳税额。

２．应交营业税的核算。旅游企业除了商品销售收入 交 纳 增 值 税 外，其 他 收 入

都应交纳营业税。营业税的税率一般为５％，娱乐业收入的税率为１０％～２０％。营

业税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营业收入×税率

饭店企业的营业税通过 “应交营业税”明细账户进行核算，同时，营业税的缴纳

构成企业的一项费用，因此，设“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账户反映这项费用。按计算

的应纳营业税额，借记“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账户，贷记“应 交 税 金———应 交 营 业

税”账户。实际上交 时，借 记“应 交 税 金———应 交 营 业 税”账 户，贷 记“银 行 存 款”
账户。

３．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核算。城市维护建设税因企业所在地的不同而以不

同的税率计征，以营业额为计税对象。其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应纳营业税 ＋ 应纳增值税 ＋ 应纳消费税）×适用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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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税的缴纳也构成企业的一项费用，也需通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账 户

核算。

４．应交企业所得税的核算。企业所得税通过“应交所得税”明 细 账 户 核 算，同

时，缴纳所得税也构成企业的一项负担，这项费用在企业整个应纳税额中所占比重

较大，因此，单独设立账户“所得税”（费用类账户）反映之。

５．应交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 花 税 等 核 算。旅 游 饭 店 按 规 定 计

算应交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额后，借记“管理费用”账户，贷记“应交

税金———应交房产税（或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账户。
旅游饭店交纳的印花税不需要通过“应交税金”账户核算，而是于购 买 印 花 税

票时，直接借记“管理费用”或“待摊费用”账户，贷记“银行存款”账户。
（三）其他应交款的核算

教育费附加是国家为了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提高人民文化 素 质 而 由 财 政 部

门征收的一项费用。它是以各单位实际交纳流转税的一定比例为计征 依 据，并 与

流转税一起缴纳。
为了核算这项附加费，在会计上应设置“其他应交款”账户，并下设“应 交 教 育

费附加”进行明细核算。旅游饭店按计算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借记“主营业务 税

金及附加”账 户，贷 记“其 他 应 交 款———应 交 教 育 费 附 加”账 户；实 际 交 纳 时，借 记

“其他应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账户，贷记“银行存款”账户。

　　六、对投资人的负债

旅游企业作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对其实现的经营成果，必须对投资者投入

的资金给予一定的回报，作为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企业在决定向投资者 分 利 而 实

际未付之前，形成企业对投资人的一项负债。在会计核算中就是应付股利，通过设

置同名账户“应付股利”进行核算。企业确定应支付给投资者的利润时，记入该 账

户的贷方；实际支付利润时，记入该账户的借方；期末如有余额，一 般 在 贷 方，表 示

企业应付而未付的利润。
【例６－１０】某饭店年末计算出应付给投资企业甲公司３０００００元，用来支付甲

公司利润。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利润分配———应付利润 ３０００００
　贷：应付股利———甲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支付时：
借：应付股利———甲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３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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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还有诸如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 长 期 负 债 等。一 年 内 到 期

的长期负债，这是长期负债中具有流动负债性质的部分，对于这一部分原本在长期

负债账户中的负债，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处理，还保留在原来账户中，只是 在 期 末 编

制会计报表时，需要将其与长期负债分离，列示到流动负债当中。
企业除了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工资等以外，还会发生一些应付、暂收其他

单位或个人的款项，如应付经营性租入固定资产或包装物的租金、存入 保 证 金、应

付统筹退休金等。这些暂收应付款，构成了企业的一项流动负 债，在 会 计 核 算 中，
设置“其他应付款”账户进行核算。该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贷方登记应付未付 的

款项，借方登记偿付的款项；期末余额一般在贷方，表示尚未偿付的款项。
当旅游饭店发生各种应付、暂收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管理费用”等账户，

贷记“其他应付款”账户；支付时，借记“其他应付款”账户，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
【例６－１１】某饭店管理部门本月租入设备一台，租金为５００００元；向某企业出

租写字楼，收取保证金１００００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 ５００００

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
　贷：其他应付款 ６００００

第三节　长期负债的核算

　　一、长期负债概述

（一）长期负债概念

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限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 期 以 上 的 负 债，包

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这项债务形成了企业现 存 的 义 务，是 企 业

必须以资产或劳务偿还的经济责任。长期负债除了具有负债的共同特 征 外，与 流

动负债相比，还有债务金额大、偿还期限长、债务成本高以及可以有多种 偿 还 方 式

等特点。
（二）长期负债利息的计算方法

对长期借款利息的计算，有单利和复利两种方法，需要在借款合同中明确。复

利计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货币时间价值的运行规律，因此，按照国际惯 例，长 期 负

债一般采用复利计息。
单利计息是只对负债本金计息，其计算公式为：

本利和＝本金 ＋ 本金×利率×计息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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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计息是对已发生的利息合并入本金后再计息，逐期滚算，俗 称“利 滚 利”。
其计算公式为：

本利和＝本金×（１＋利率）ｎ

即：Ｒ＝Ｐ（１＋ｉ）ｎ

（三）长期负债利息的处理规定

长期借款的利息费用应根据筹集长期借款的不同用途，分别 由 不 同 的 受 益 者

承担：（１）按照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原则，为购建、改扩建固定资产而筹

借的长期负债的利息支出，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应计入在

建固定资产的价值；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发生的，作为 期 间 费 用，
计入当期损益。（２）企业生产经营 期 间 发 生 的 与 购 建 固 定 资 产 无 关 的 长 期 负 债 利

息，作为期间费用，计入当期损益。（３）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与购建固定资产无 关

的长期负债利息，计入开办费（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负债主要有三个项目：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二、长期借款的核算

长期借款是指企业借入的偿还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种借款，包 括 向 金 融 机 构

借款和向其他单位借款。长期借款的金额较大，时间较长，利息较高，因此，旅游饭

店借入长期借款，多用于饭店的更新改造。
旅游企业为核算长期借款，应设置“长期借款”账户。该账户是负债类账户，贷

方反映企业借入的各种长期借款及计算的应付利息，借方反映归还的长期借款 的

本息；余额在贷方，表示企业期末尚未偿还的长期借款的本息。当企业借入长期借

款时，借记“银行存款”、“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账户，贷记“长期借款”账户；偿

还时，借记“长期借款”账户，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
长期借款所发生的利息支出不管是按单利还是按复利计息，都 要 按 有 关 长 期

负债利息处理的规定进行核算，即或进行资本化处理，或进行费用化处理。所发生

的利息不管是分期支付，还是一次到期支付，均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将 应 由 本 期

负担的利息费用预提入账。与短期借款利息预提核算不同的是，长期借 款 利 息 预

提增加长期借款账面的金额，“长期借款”账户期末余额为本息和。
【例６－１２】２０００年１月某饭店从银行借款１５０万元，用于饭店的更新改造。期

限５年，年利率为１０％，按单利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更新改造的周期为一年。
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款项借入时：
借：银行存款 １５０００００
　贷：长期借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改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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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在建工程 １５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５０００００
第一年末应计利息＝１５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５００００元

借：在建工程 １５００００
　贷：长期借款 １５００００
（第一年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有关会计分录略。）
第二年末应计利息＝１５００００元

借：财务费用 １５００００
　贷：长期借款 １５００００
（第三至第五年应计利息的处理同第二年。有关会计分录略）
第五年末，借款到期，本息和＝１５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５＝２２５００００元

借：长期借款 ２２５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２５００００

　　三、应付债券的核算

债券是企业为筹集长期资金而发行的一种书面付款凭证。通过凭证上所记载

的利率、期限等，表明发行债券企业承诺在未来某一特定日期还本付息。企业发行

的超过一年以上的债券，构成了一项长期负债。
（一）债券发行价格与发行方式

债券的发行价格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银行存款利 率 等 综 合 因 素 来 确 定。如

果债券的票面利率与市场利率一致，债券的发行价格应为票面价值，按票面价值发

售债券称为平价发行；如果债券的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应按超过债券票面价值

的价格发行，按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发行的方式，称为溢价发行，溢价金 额 的 性 质

是企业以后各期需多付利息的事先补偿；如果债券的票面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则应

按低于债券票面价值的价格发行，按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发行的方式，称为折价发

行，折价金额的性质是企业为以后各期少付利息而预先给投资者的补偿。
企业设置“应付债券”账户来核算企业为筹集长期资金而实际发行的债券价值

及应付的利息。该账户为负债类账户。在“应付债券”账户下设置了“债券面值”、
“债券溢价”、“债券折价”和“应计利息”四个明细账户。贷方登记发行债券的票面

金额及其溢价发行而取得的债券溢价、按期计提的利息和分期摊销的债券折价等，
借方登记发行债券折价、分期摊销债券的溢价和归还债券本息等；余额 在 贷 方，表

示企业尚未偿还的债券本息。
无论是按面值发行，还是溢价或折价发行，均按债券面值计入“应付债券”账户

的“债券面值”明细账户，实际收到的价款与面值的差额，计入“债券溢价”或“债券

折价”明细账户，如果还有债券的发行费用，则计入财务费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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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６－１３】某饭店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发行１０年期的长期债券５０００００元，票

面利率为１０％。
（１）若票面利率与银行利率相等，债券平价发行时，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
　贷：应付债券———债券面值 ５０００００
（２）若票面利率高于银行利率，债券溢价发行，售价为５４００００元。作会计分录

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５４００００
　贷：应付债券———债券面值 ５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债券溢价 ４００００
（３）若票面利率低于银行利率，债券折价发行，售价为４６００００元，作会计分录

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４６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债券折价 ４００００
　贷：应付债券———债券面值 ５０００００
（二）利息及折溢价摊销的核算

债券折溢价的摊销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线法，是指将债券溢价或折价在债券

整个存续期间平均分摊逐期调整利息费用的方法；一种是实际利率法，是指在每个

付息日以债券面值和发行债券时的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作为当期的利息支出，将

以票面利率计算和支付的债券利息与以实际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差作为债券溢价或

折价的摊销，并调整每期利息费用的方法。债券的溢价或折价，在债券的存续期间

内进行摊销，摊销方法可采用直线法，也可采用实际利率法，按债券的计 息 次 数 进

行分摊。我国企业较多采用直线法摊销债券的溢价或折价。
债券溢价或折价的摊销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调整债券的应计利息（票

面利息）为实际利息（财务费用），即：
实际利息＝应计利息±折、溢价

另一方面，是通过折、溢价的逐期摊销，将应付债券账面逐渐调整为面值（或者

包括应计利息），以便债券到期企业按债券的面值加上应计利息偿付投资者。
企业应分期计提利息，摊销折溢价。平价发行的债券，借记“在 建 工 程”或“财

务费用”账户，贷记“应付债券———应计利息”账户；溢价发行的债券，按照摊销的溢

价金额借记“应付债券———债券溢价”账户，按应计利息与溢价摊 销 额 的 差 额 借 记

“在建工程”或“财务费用”账户，按应计利息贷记“应付债券———应计利息”账户；折

价发行的债券，按应 摊 销 的 折 价 金 额 和 应 计 利 息 之 和 借 记“在 建 工 程”或“财 务 费

用”账户，按应摊销的折价金额贷记“应付债券———债券折价”账 户，按 应 计 利 息 贷

记“应付债券———应计利息”账户。



旅游会计学
１４４　　

【例６－１４】承上例，假设该债券每年支付一次利息，采用直线法摊销。
（１）平价发行时，每年支付利息５００００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５００００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５００００
借：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５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
（２）溢价发行时，每年应计利息为５００００元，应摊销的溢价为４０００元，每年应

负担的财务费用实际为４６０００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财务费用 ４６０００

应付债券———债券溢价 ４０００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５００００
借：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５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
（３）折价发行时，每年应计利息５００００元，应摊销的折价为４０００元，每年应负

担的财务费用实际为５４０００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财务费用 ５４０００
　贷：应付债券———债券折价 ４０００

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５００００
借：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５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
（三）债券到期偿还的核算

无论是平价、溢价或折价发行的债券到期时，“应付债券”账户都只剩下应偿付

的票面金额，而债券到期均是按面值偿还的。借记“应付债券———债券面值”账户，
贷记“银行存款”账 户。一 次 偿 还 本 息 的 债 券 到 期 时，账 面 除 了 面 值，还 有 应 计 利

息。在偿还时，借记“应付债券———应计利息”账户，借记“应付债券———债券面值”
账户，贷记“银行存款”账户。

【例６－１５】仍用上例的资料，
（１）平价发行时，到期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付债券———债券面值 ５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３）折溢价两种情况到期的处理同平价的处理。

　　四、长期应付款的核算

旅游企业除了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外的长期负债，应设置“长期应付 款”账 户

进行核算。长期应付款主要包括补偿贸易方式引进设备的应付款、融资 租 入 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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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应付款等。
（一）应付引进设备款的核算

应付引进设备款 是 指 企 业 采 用 补 偿 贸 易 方 式 引 进 国 外 设 备 所 发 生 的 未 付 款

项。补偿贸易通常是 发 展 中 国 家 企 业 与 发 达 国 家 企 业 之 间 所 采 用 的 一 种 贸 易 方

式，这种贸易方式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发达国家引进设备和技术，其应付款项是

用该设备生产的产品返销取得的应收款项来偿还的。企业按照补偿贸易方式引进

设备时，按设备、工具、零配件等的价款以及国外运保费等国外费用，加上入关后发

生的关税、国内运杂费用、安装费等国内费用，作为引进资产的原始成本，借 记“在

建工程”等账户，以应付的国外费用，贷记“长期应付款———应付补偿贸易引进设备

款”账户。待设备安装完毕，投入使用，生产出的产品按合同约定返销，应收的销货

款用来归还引 进 设 备 款，借 记“长 期 应 付 款———应 付 补 偿 贸 易 引 进 设 备 款”，贷 记

“应收账款”等账户。
【例６－１６】某企业与外商签订一项补偿贸易合同，引进设备包括达到口岸的各

项国外费用，折合人民币共计１２９万元，另外以人民币支付国内运费及安装费１１万

元。设备投产后，第一批生产的产品２００件，售价约合人民币２８００００万元，全部用

于还款。
借：在建工程 １４０００００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引进设备款 １２９００００

银行存款 １１００００
引进设备安装完毕，交付使用：
借：固定资产 １４０００００
　贷：在建工程 １４０００００
第一批产品返销：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补偿贸易引进设备款 ２８００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２８００００
（二）应付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租赁费的核算

如第四章所述，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给了承租

方，因此应按自有的资产进行核算。按应支付的融资租赁费及资产取得 安 装 时 发

生的其他费用，作为该项资产的原始成本，借记“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账户，以

应支付的融资租赁费，贷记“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租赁费”账户；
按租赁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分期偿还融资租赁费时，借记“长期应付款———应付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租 赁 费”账 户，贷 记“银 行 存 款”账 户。具 体 核 算 可 参 见 第 四 章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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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不确定性负债

　　一、不确定性负债的有关概念

或有事项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一种状况，其结果须由 未 来 不 确 定 事 件

的发生加以证实。常见的或有事项有：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未决诉讼、未决仲裁、产

品质量保证等。或有事项可能会带来时间和金额都不能确定的现时义 务，称 为 预

计负债；可能会带来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的潜在义务，称为或有负债；还可 能 会 带 来

不确定是否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入，称为或有资产。
预计负债是指因或有事项产生的符合负债确认条件的时间和金额不确定的现

时义务。预计负债比应计负债的确定性低，比或有负债的确定 性 高。预 计 负 债 虽

然与或有事项有关，但义务总是现时存在的，只不过履行的时间和金额现在都还不

能确定下来。
或有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未来不确定的义务，其 存 在 须 通 过 未

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也就是说或有负债未来可能会形成某种

义务，履行该义务会导致企业经济损失；也可能不会形成某种义务，不会 给 企 业 带

来任何经济损失。
或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未来不确定的利得，其 存 在 须 通 过 未

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也就是说或有资产未来可能会形成某种

经济利益的流入，成为企业的资产，也可能不会。

　　二、对或有事项的处理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的规定，预计负债符合负债确认的条件，应

加以确认，通过“预计负债”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中总括反映。
或有负债不符合负债确认的条件，因而不予以确认。但符合某些条件，则应予

以披露。或有负债披露的基本原则是：极小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或 有 负 债 一

般不予以披露；但是，对某些经常发生或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较大影响的

或有负债，即使其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很小，也应予以披露，以 确 保 会

计信息使用者获得充分和详细的信息。这些或有负债包括已贴现商业 承 兑 汇 票、
未决诉讼、未决仲裁等形成的或有负债。

或有资产作为一种潜在的资产，不符合资产确认的条件，因而不予以确认。企

业通常也不披露或有资产，但是，或有资产很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时，应 披 露

或有资产形成的原因、预期对企业产生的财务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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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

１．简述负债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２．简述流动负债核算的内容。

３．带息应付票据如何核算？

４．对职工的负债包括哪些？

５．旅游企业对税务机关的税赋主要有哪些？如何核算？

６．简述长期负债核算的内容。

７．长期负债利息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８．旅游企业债券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９．简述不确定性负债的内容。

　　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我国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个月。

　　　　　　　　　　　　　　　　　　　　　　　　Ａ．９ Ｂ．３ Ｃ．６ Ｄ．７
２．净价法是应付账款按发票金额扣除现金折扣后的净值入 账，如 果 超 过 了 折

扣期付款而丧失现金折扣，则视为一种理财损失，计入（　　）。

Ａ．财务费用借方 Ｂ．财务费用贷方

Ｃ．营业外支出 Ｄ．营业外收入

３．我国商业汇票期 限 较 短，通 常 在（　　）时，对 尚 未 支 付 的 应 付 票 据 计 提 利

息，计入当前财务费用。

Ａ．期初 Ｂ．期末 Ｃ．到期 Ｄ．出票

４．（　　）是指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 的 单 位 和

个人按其营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

Ａ．所得税 Ｂ．消费税 Ｃ．增值税 Ｄ．营业税

５．印花税是国家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　　）征收的一种税。

Ａ．行为 Ｂ．所得 Ｃ．凭证 Ｄ．流转

６．增值税以（　　）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

Ａ．不含税 Ｂ．含税 Ｃ．免税 Ｄ．价税合一

７．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只在销售环节按销售额和征收率（　　）计算。

Ａ．１７％ Ｂ．１３％ Ｃ．５％ Ｄ．６％或４％
８．（　　）是国家为了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提高人民文化素质而由 财 政 部 门

征收的一项费用。

Ａ．教育费附加 Ｂ．防洪费

Ｃ．行政事业费 Ｄ．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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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属于（　　）。

　 Ａ．或有负债 Ｂ．预计负债 Ｃ．流动负债 Ｄ．长期负债

１０．（　　）是指因或有事项产生的符合负债确认条件的时间和金额 不 确 定 的

现时义务。

Ａ．或有负债 Ｂ．预计负债 Ｃ．或有资产 Ｄ．或有权益

二、多项选择题

１．企业对职工的负债主要包括企业应付给职工的（　　），在实际支 付 之 前 形

成对职工个人的负债。

Ａ．工资 Ｂ．福利费 Ｃ．保险费 Ｄ．奖金

２．按照现行税法规定旅游企业主要交纳的税金包括（　　）。

Ａ．营业税、消费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Ｂ．所得税

Ｃ．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

Ｄ．车船使用税

３．城市维 护 建 设 税 是 以 其 应 交 纳（　　）的 总 额 为 计 税 依 据 征 收 的 一 种 附

加税。

Ａ．营业税 Ｂ．增值税 Ｃ．所得税 Ｄ．消费税

４．印花税是国家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其征收

的范围包括（　　）。

Ａ．经济技术合同 Ｂ．产权转移书据 Ｃ．营业账簿 Ｄ．权利许可证照

５．按照企 业 的 规 模 大 小 和 会 计 核 算 的 完 善 程 度，增 值 税 纳 税 义 务 人 分 为

（　　）两类。

Ａ．一般纳税人 Ｂ．小规模纳税人

Ｃ．特种纳税人 Ｄ．普通纳税人

６．对长期借款利息的计算，有（　　）两种方法，需要在借款合同中明确。

Ａ．红利 Ｂ．单利 Ｃ．年利 Ｄ．复利

７．长期借款的利息费用应根据筹集长期借款的不同用途，分 别 由 不 同 的 受 益

者承担（　　）。

Ａ．为购建、改扩建 固 定 资 产 而 筹 借 的 长 期 负 债 的 利 息 支 出，在 竣 工 前 发 生

的，应计入在建固定资产的价值。

Ｂ．为购建、改扩建 固 定 资 产 而 筹 借 的 长 期 负 债 的 利 息 支 出，在 竣 工 后 发 生

的，作为期间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Ｃ．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与购建固定资产无关的长期负债利息，作为期

间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Ｄ．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与购建固定资产无关的长期负债利息，计入开办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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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债券折溢价的摊销有两种方法（　　）。

Ａ．直线法 Ｂ．复利法

Ｃ．单利法 Ｄ．实际利率法

９．或有事项包括（　　）。

Ａ．或有负债 Ｂ．预计负债

Ｃ．或有资产 Ｄ．或有权益

１０．应予以披露或有负债的会计信息包括：（　　）。

Ａ．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Ｂ．未决诉讼

Ｃ．未决仲裁 Ｄ．产品质量保证

三、判断题

１．负债是指将来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

利益流出企业。（　　）

２．如果短期借款的利息是按月支付的，或者利息是在借款到期连同本金一起

归还，但是数额不大的，可以采用预提的方法，计入当期损益。（　　）

３．应 付 账 款 是 由 于 购 买 物 资 与 支 付 货 款 在 时 间 上 不 一 致 而 形 成 的

债务。（　　）

４．总价法是应付账款按发票上记载的金额入账，如果在折扣期内付款而享受

现金折扣，则视为一项理财收益，计入财务费用借方。（　　）

５．在预收账款不多时，不单独设置“预收账款”账户，而将预收账款的内容合并

在“应付账款”账户中核算。（　　）

６．旅游 企 业 的 增 值 税 应 税 货 物 及 劳 务 主 要 集 中 于 宾 馆 饭 店 内 销 售 的

商品。（　　）

７．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以其应交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总额为计税依

据征收的一种附加税。（　　）

８．债券溢价或折价摊销的意义：是调整债券的应计利息为实际利息并通过折、
溢价的逐期摊销，将应付债券账面逐渐调整为面值，以便债券到期，企业 按 债 券 的

面值加上应计利息偿付投资者。（　　）

９．或有事项是将来的交易或事项形成，其结果须由未来确定事件的发生加以

证实。（　　）

１０．企业通常不披露或有资产，但是，或有资产很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时，
应披露或有资产形成的原因、预期对企业产生的财务影响等。（　　）

四、核算题

（一）资料：凯利得饭店于２００５年６、７月份发生如下业务：

１．１日，从中国招商银行借入为期半年的短期借款８００００元，年利率为１０％，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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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向甲企业签发一张面值为５８５００元的商业汇票，期限为６０天，年利率

为９％，用于购买旅游纪念商品。

３．１０日，向乙企业开出一张面值为２３４００元、为期一个月的商业汇票用于采

购床上用品，采购价为２００００元，增值税为３４００元。

４．１３日，向丁公司购入一批材料物资，价值１００００元，增值税税率为１７％，付

款条件为１／１０，Ｎ／３０。

５．２３日，向丁公司付款，享受在１０天内付款的优惠条件。

６．２５日，接受大天地旅行社一项组团旅游服务。旅行社交来团费共计１０００００
元，旅游活动为期５天。

７．２６日，提取现金２５００００元备发工资。月份终了，分配应付的工资，其中：营

业部门人员的工资为２０４５００元，管理部门人员的工资为２３５００元，医务福利人员

的工资为２２０００元，并按工资总额１４％比例提取福利费。

８．７月１０日，给乙企业开出的商业汇票到期，饭店无力支付。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造会计分录。
（二）ＭＧ饭店附设的商品部，经销商品的增值税税率为１７％，６月末“主营业务

收入———商品销售收入”账户贷方余额（含税收入）为５１００００元，本月增值税进项

税额为３４０００元。
要求：计算该企业本月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应纳增值税税额，应交城市维护建

设税额（税率：５％）并作相应的会计分录。
（三）马丁饭店年 末 计 算 出 本 年 利 润１００万 元，投 资 方ＢＭ 公 司 占５１％股 份，

ＲＫ公司占４９％股份，本年利润预留３０％，其余全部分配。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造会计分录。
（四）７月１日，ＭＧ饭店本月营业部门租入门脸房一个，年租金为５００００元；向

某企业出租设备一台，收取保证金１００００元。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造会计分录。
（五）２００６年１月某饭店从银行借款１８０万 元，用 于 饭 店 的 更 新 改 造。期 限５

年，年利率为１０％，按单利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更新改造的周期为６个月。
（六）某饭店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发行５年期的长期债券５０００００元，票面利率

为１０％，售价为５４００００元。
要求：采用直线法对利息、折溢价摊销、偿付进行核算，并编造会计分录。
（七）某企业与外商签订一项补偿贸易合同，融资租入设备计利息折 合 人 民 币

８８万元，以五批加工费用方式偿还，另外以人民币支付国内运费、安装费８万 元。
设备投产后，第一批生产的产品加工费约合人民币３２万元，全部用于还款。

要求：做出有关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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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所有者权益

第一节　所有者权益概述

　　一、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及性质

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所有者权益

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 存 收 益 等。
所有者权益金额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它是一种剩余资产的所有权。

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但是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 之 间 又 有 着 明

显的区别，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性质不同。负债是在经营或其他事项中发生的债务，是 债 权 人 对 其 债 务

的权利；所有者权益是投资者对投入资本及其投入资本的运用所产生的盈余（或亏

损）的权利。
（二）享受权利不同。债权人只享有收回债务本金和利息的 权 利，而 无 权 参 与

企业收益分配；所有者不仅可以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而且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

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三）偿还期限不同。负债必须于一定时期（特定日期或确定的日期）偿 还；所

有者权益一般只有在企业解散清算时（按法律程序减资等除外），其破产财产在偿

付了破产费用、债权人的债务等以后，如有剩余资产，才可能还 给 投 资 者。在 企 业

持续经营的情况下，所有者的投资一般不能收回。
（四）收益与风险不同。所有者一方面以股利或利润的形式参与企业的利润分

配，另一方面对企 业 经 营 承 担 着 相 应 的 风 险。收 益 与 风 险 同 在，高 收 益 伴 随 高 风

险。债权人投资有固定的偿还期和偿还金额，并且有优先于所有者得到 偿 付 的 权

利，因此，收益与风险相对较小。

　　二、不同企业组织形式所有者权益核算的要求

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企业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和利润的会计一般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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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区别，但对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却差异较大。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 企 业 组 织

形式下所有者权益的性质截然不同，企业与其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又是企业 各

种经济关系中的核心，造成法律制度对所有者权益规范的区别，反映在会计核算上

呈现不同的要 求。企 业 组 织 形 式 一 般 分 为 独 资 企 业、合 伙 制 企 业 和 公 司 制 企 业

三种。
独资企业系由一人出资经营，出 资 者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无 限 责 任，同 时 所 有 者

权益也仅属于业主 一 人 所 独 有。这 种 企 业 在 法 律 上 为 自 然 人 企 业，并 不 具 备 法

人资格。也就是说，独资企业拥有的财产 和 对 外 所 负 的 债 务，与 其 业 主 个 人 另 外

所拥有的财产和 所 负 的 债 务 并 无 区 别。独 资 企 业 实 际 上 的“二 位 一 体”，并 不 会

引起企业会计处理的 混 乱，会 计 上 仍 把 独 资 企 业 视 为 独 立 于 其 唯 一 所 有 者 的 会

计个体，单独处理企业的有关会计事 项。在 独 资 企 业 中，由 于 业 主 对 企 业 的 债 务

负有无限清偿责任，法律对业主个人投入 资 本 和 撤 出 资 本 无 须 加 以 约 束，对 企 业

利润分配也甚少限制，因而 其 所 有 者 权 益 一 般 只 用 一 个 总 数 表 示，通 常 在 “业 主

权益”账户中反映。
合伙企业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资者，按照共同 出 资、共 同 经 营、共 担 责 任

和共享利益的原则组成的企业。合伙企业与独资企业一样，也属于自然人企业，不

具备法人资格。合伙人企业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合伙人之间对企业的债 务 承 担 连

带责。所有者权益属合伙人所共有，在“合伙人权益”账户中反映，并且按每个合伙

人的权益分设明细账户，反映每个合伙人的投资、提款及其权益余额。利润按出资

额、劳动量或其他协议分配。
公司制企业是指依照法定程序设立的，以营利为目 的 的 社 团 法 人。公 司 是 现

代社会中主要的、典 型 的 企 业 组 织 形 式。公 司 的 种 类 很 多，划 分 的 标 准 也 各 不 相

同。国际上划分公 司 最 普 通、最 重 要 的 标 准 有 两 个：一 是 公 司 股 东 所 负 的 债 务 责

任；二是公司是否将其资本平均分成股份。根据这两个标准，公司可以划分为以下

五种：（１）无限责任公司。指由两个以上股东组成的，对公司债务负连带无限清 偿

责任的公司。（２）有限责任公司。指由两个以上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

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 法

人。（３）两合公司。指由负无限责任的股东和负有限责任的股东组成的公司。（４）
股份有限公司。指全部资本由等额的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 本，股 东 以

其所持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 业

法人。（５）股份两合公司。指全部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其他方面与两合公司相同

的公司，我国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９日颁布的《公司法》规定，我国的公司只有有限责任公

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股东权益”，归全体股 东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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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实收资本

　　一、实收资本的概念以及有关法律规定

实收资本是指投资者作为资本投入企业的各种财产的价值，是 企 业 注 册 登 记

的法定资本总额的来源，它表明所有者对企业的基本产权关系。实收资 本 的 构 成

比例是企业据以向投资者进行利润或股利分配的主要依据。
注册资本是企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资本总额，也 是 投 资 者 对 企

业承担的最大偿债责任。
我国《公司法》将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作为公司成立的 必 备 条 件。

《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

５０万元；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５０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３０
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１０万元；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资 本 的 最 低

限额为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企业的注册资金应当与实有资金相一致。企业实有资金比原注册资金数额增减超

过２０％时，应持资金使用证明或者验资证明，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如

擅自更改资金或抽逃资金等，要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公司法》还明 确

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资金

金额５％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实收资本的来源

实收资本是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人投入的资本。其投资主体可以是四类：

１．国家资本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形

成的资本。不论企业的资本是哪个政府部门或机构投入的，只要是以国 家 资 本 进

行投资的，均作为国家资本。

２．法人资本是指企业法人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或具有法 人 资 格 的 事 业 单

位和社会团体以国家允许用于经营的资产投入公司所形成的资本。

３．个人资本是指社会个人或者本企业内部职工以个人合法财产投入企业形成

的资本。

４．外商资本是指外国、我国港、澳、台地区的 自 然 人、法 人 和 其 他 组 织、定 居 在

国外的中国公民，及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规定的境内上市外资股其他投资人投入 企

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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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收资本的核算

（一）实收资本的计价

实收资本按照投入资产的形式不同，可以分为货币投资、实物投资和无形资产

投资。
若投资人以货币资金投入，计价问题比较简单，按实际收到或者存入企业开户

银行的金额作为投入资本额；若以投资人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材 料 等 实 物

或无形资产投入，则应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由投资各方共同协商，按评估确认的

价值作为投入资本额。
投资者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数额大于注册资本的部分（股份公司溢 价 发 行 股

票情况下发行价格超过股票面值的部分），不应作为投入的资本处理，而应作为 资

本公积。
如果投入资本与企业记账本位币的币种不一致，则应将其按 照 一 定 汇 率 折 合

为记账本位币入账。对于因汇率不同而引起的外币折算差额，不能作为 投 入 资 本

处理，也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二）实收资本的核算

为核算企业的投入资本及其相关经济业务，应设置“实收资本”和“股本”账户。
对公司制企业来说，基本可以分为两类：股份制企业和其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对

股东投入资本在“股本”账户中反映，其他企业所有者投入资本，在“实收资本”账户

中反映。“实收资本”或“股本”账 户 属 所 有 者 权 益 类 账 户，贷 方 登 记 投 入 资 本 的 增

加额，包括投资者投 入 的 货 币 资 金、实 物 以 及 无 形 资 产 或 从“资 本 公 积”、“盈 余 公

积”账户中转增的资本额；借方登记投入资本的减少额；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期末

企业实收资本的总额。该账户应按投资者设置明细分类账户，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投资者投资于企业，可以采取多种出资方式，包括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和无形资

产等。企业收到投资人投入的现金，应以实际收到或者存入企业开户银行的金额，借
记“银行存款”账户，贷记“实收资本”账户；收到投资人投入的房屋、建筑物、材料等，应
按确定价值，借记“固定财产”、“原材料”等账户，贷记“实收资本”账户；收到投资人投

入的无形资产，应按确认的价值借记“无形资产”账户，贷记“实收资本”账户。
股份有限公司是指将全部资本划分成等额股份，通过发行出售股票筹集资本，

股东以其所持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 任

的企业法人。
股份公司与其他企业比较，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将企业的全部 资 本 划 分 为 等 额

股份，并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来筹集资本。股票的面值与股份总数的乘 积 就 是 股

本。股本等于企业的注册资本。会计核算上，股份公司设置“股 本”账 户。为 提 供

企业股份的构成情况，企业应在“股本”账户下，按普通股和优先股及股东单位或姓



１５５　　
第七章　所有者权益

名设置明细账户。企业的股本应在核定的股本总额范围内发行股票取 得，但 企 业

发行股票取得的收入与股本总额往往不一致，也就是一定面值的一股股票在资 本

市场上出售的价格可能会等于、高于或低于其面值。我国的有关法律不 允 许 企 业

折价发行股票。在采用溢价发行股票的情况下，企业应将相当于股票面 值 的 部 分

计入“股本”账户，其 余 部 分 在 扣 除 发 行 手 续 费、佣 金 等 发 行 费 用 后，计 入“资 本 公

积”账户。
【例７－１】某旅游饭店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由Ａ、Ｂ两位投资人投资创立。Ａ投

资５００万元现金，Ｂ用一项特许经营权和一处房产作价投资，其中，特许经营权经无

形资产评估部门评估确认价值为８０万元，房产的评估价值为４２０万元。企业在收

到投资人投资时，应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０
　贷：实收资本———Ａ ５００００００
借：无形资产 ８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４２０００００
　贷：实收资本———Ｂ ５００００００
【例７－２】某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核准上市发行股票４０００万股，每股面值

１元，证券公司按发行收入的３％收取发行费。发行收入扣除发行费后的股款已经

存入发行企业的银行账户。
如果在平价发行股票情况下，发行收入为４０００万元，发行费为１２０万元，实际

收到的股款为３８８０万元。应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３８８００００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２０００００
　贷：股本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如果是在溢价发行股票情况下，假定每股发行价格３元，发行收入为１２０００万

元，发行费为３６０万 元，实 际 收 到 的 股 款 为１１６４０万 元，超 过 股 票 面 值 的 部 分 为

７６４０万元。应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１１６４０００００
　贷：股本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７６４０００００

第三节　资本公积

　　一、资本公积的概念及特点

资本公积是指由投资者或其他人投入而形成的，由投资者所 共 有 但 不 构 成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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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所有者权益部分。
资本公积与实收资本虽然都属于所有者权益，但两 者 是 有 区 别 的。实 收 资 本

一般是投资者投入的法定资本部分，与企业的注册资本相一致，因此，实 收 资 本 无

论是在来源上，还是在金额上，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资本公积来源于投 资 者 的 超

过注册资本的投入，或来源于投资者之外的其他企业或个人不谋求投资回报的 投

入，是一种准资本，在形成的来源上也相对比较多样化，在金额上没有严格的限制。
资本公积与盈余公积同属于所有者权益，但其形成 是 有 绝 对 区 别 的。资 本 公

积的形成来源与企业净利润无关，而留存收益是由企业实现的净利润转化而来的，
两者有根本的区别。

根据我国《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资本公积的用途主要是用来转增资本（或股

本），但由于形成的来源不同，导致其在用途上存在区别，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 是 可

以直接用于转增资本的资本公积，它包括资本或股本溢价、接受现金捐 赠、拨 款 转

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和其他资本公积等；另一类是不可以直接用于转增资本的资

本公积，它包括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和股权投资准备等。接受非现 金 资 产 捐

赠准备和股权投资准备这两个项目虽然带给企业一定的资源，但并没有给企业 带

来货币资金的流入，因此，尚不能转增资本。当两者所对应的资 产 变 现 后，就 可 以

用于转增资本了。

　　二、资本公积的核算

资本公积主要包 括 资 本 或 股 本 溢 价、接 受 捐 赠 非 现 金 资 产 价 值、接 受 现 金 捐

赠、股权投资准备、拨款转入和外币资本折算差额等。资本公积核算需设 置“资 本

公积”账户，其贷方记录资本公积的增加，借方记录由于转增资本而减少的资本公

积，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结存额。“资本公积”账户按其形成的不同来源分设明细

账户：“资本或股本溢价”、“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准备”、“接受现金捐赠”、“股权投

资准备”、“外币资本折算差额”、“拨款转入”、“其他资本公积”等。
（一）资本或股本溢价

资本或股本溢价是由企业投资者投入的资金超过了其在注册资本中所占的份

额所形成的。股份 制 企 业 产 生 的 是 股 本 溢 价，非 股 份 制 企 业 产 生 的 是 资 本 溢 价。
资本或股本溢价具体产生的原因如下：

１．非股份制企业资本溢价产生的原因

在企业创立时，出资者一般按照注册资本认缴出资额，并全部记入“实收资本”
账户，不会产生资本溢价。在企业重组并有新的投资人加入时，为了维护原有投资

人的权益，新加入投资人的出资额，并不一定全部作为实收资 本 处 理。这 是 因 为，
在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投入的资金即使与企业创立时投入的资金在数量上一 致，
其获利能力也未必一致。企业创立的初期，需要经过筹建、试生 产 运 营、开 辟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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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过程，从投入资金到取得投资回报，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回报率很低。企业进入正常生产经营后，资本利润率 要 高 于 企

业初创阶段。而这高 于 初 创 阶 段 的 资 本 利 润 率 是 由 初 创 时 必 要 的 垫 支 资 本 带 来

的，企业创办者为 此 付 出 了 代 价。另 外，企 业 创 办 人 初 始 投 资 在 经 营 中 实 现 的 增

值，即企业的利润，一般没有全部分配，未分配的部分形成企业 的 留 存 收 益。在 新

投资者加入到企业时，企业不仅渡过了经营的风险期，也有了 一 定 的 积 累。但 是，
新加入的投资人并没有对这部分剩余利润的实现作出过贡献，因而不应该无条 件

分享这部分权益。所以，按照商业惯例，新加入的投资人要与原投资人共享企业的

财富和权益，就应该对原投资人提供补偿。为了保证原投资人的权益不受损害，新

加入的投资人应投入比其按资本比例计算投入的资本更多的资金，才能取得与 原

有投资者相同的投资比例。新投资者多付出的资金称作资本溢价。
不仅是新的投资者加入、追加新的投资会产生资本溢价，就是原有的投资者增

资，只要引起原有资本比例发生变化，影响原投资者的权益比例，都有可 能 产 生 资

本溢价。
资本溢价的计算和确定方法，是处理新旧投资者利 益 关 系 的 重 要 问 题。在 法

律允许的前提下，常常要对企业资产重新进行评估，调整资产价值，包括 考 虑 商 誉

价值。此外，有时新投资者的加入可能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原投资者为吸引新的

投资者，会同意新的投资者以较少的投入资本取得较多的权益，原投资者会反过来

补贴新投资者，出现了资本溢价的反面———资本折价。因此，资本溢价的计算和确

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会计核算上，企业收到投资者投入的资本时，应按实际收到的投入资金额借

记“银行存款”等账户，按其应拥有的投资额（按资本比例计算）贷记“实收资本”账

户，两者的差额就是资本溢价，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账户。
【例７－３】某企业设立时由Ａ、Ｂ、Ｃ三位投资者各出资５００万元，实收资本总额

为１５００万元。经过３年的经营，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增长，并有一定的积累。这

时该项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增资到２０００万元，并有一投资者Ｄ准备加入，经各方协

商确定，Ｄ出资７００万元而占有该公司股份的四分之一。接受Ｄ投资时，应作会计

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７００００００
　贷：实收资本———Ｄ ５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溢价产生的原因

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股本的。股本溢价产生的原因是股票

的发行价格高于其股票的面值，出现股票溢价发行的情况。股票溢价发 行 的 原 因

是多方面的，如资本市场的供求情况、不同投资者对股票价值评估不同等。在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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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时，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的溢价款作为股本溢价也被记入资本 公 积。股 本

溢价是资本溢价的一种类型。
在我国，有关的 法 律 允 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溢 价 或 平 价 发 行 股 票，但 不 允 许 折 价

发行。
（二）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

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接受捐赠资产，接受时应计入企业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如果是受赠非现金资产，金额较大时，可以允许在一定年限内平均摊入各年的应纳

税所得额中。受赠资产的价值在扣除了应交所得税后的余额，计入“资本公积———
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账户。如果受赠资产的应纳税所得额允许摊销，则先将

受赠资产的价值计入“待转资产价值”账户，分次结转为应交所得税和资本公积。
【例７－４】甲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取得其他企业捐赠的大型设备一台，凭据上

注明该设备价款为２０００万元，为使该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甲公司另用银行存

款支付了设备的安装调试费用１０万元。甲公司适用所得税率为３３％，经税务部门

批准，接受捐赠 资 产 应 交 纳 的 所 得 税 可 以 在５年 内 平 均 计 入 其 各 年 度 应 纳 税 所

得额。
借：固定资产 ２０１０００００
　贷：待转资产价值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
借：待转资产价值 ４００００００
　贷：应交所得税 １３２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２６８００００
假定日后这项固定资产处置了，资本公积明细账户需作结转分录：
（资产处置会计处理略）
借：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２６８００００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２６８００００
（三）接受现金资产捐赠

接受的现金捐赠在“资 本 公 积”账 户 下 单 独 设 置“接 受 现 金 捐 赠”明 细 账 户 核

算，并且能够按规定转增资本或股本。
当企业接受捐赠现金资产时，企业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账

户，贷记“资本公积———接受现金捐赠”账户。
（四）股权投资准备

股权投资准备，是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因被

投资单位接受资产捐赠等原因增加资本公积，企业按其持股比例计算而增加的、未

转入“其他资本公积”前所形成的股权投资准备。
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 将 随 着 被 投 资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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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有者权益的增减而增加或减少，以使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应享有被 投

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保持一致。考虑到被投资企业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等存

在价值的不确定性问题，投资企业本身所持股权的价值同样也存在不确定性问题，
因此，企业应按其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额，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和资本公积的准

备项目，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股权投资准备）”账户或者“长期股权投

资———其他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准备）”账户，贷记“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账

户。待投资企业处置其所持股权时，再将原计入股权投资准备的部分转入“其他资

本公积”明细账户。此时，该部分资本公积方可用于转增资本。
（五）外币资本折算差异

外币资本折算差异是指企业接受以外币投入的资本时，由于 资 产 账 户 与 资 本

账户所用于外币折算的汇率不同，而发生的有关资产账户与“实收资本”账户折合

记账本位币的差额。由于这一汇兑差额是接受投资过程所发生的，所以，既不能作

为当期损益处理，也不能作为投入资本处理，而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有关接受外币投资时汇率使用的原则：

１．有关资产账户以收到外币款项的当日（或当月１日）市场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入账；

２．资本账户（“实收资本”）使用汇率，有两种不同的情况：（１）投资合 同 或 协 议

中对外币资本投资有约定汇率。合同约定汇率是指在合同中确定的将投资各方出

资额中的外币资本折合成记账本位币所使用的折合率。有约定汇率的 情 况 下，企

业在实际收到外币投入的资本时，按照合同约定汇率折合的金额，记入“实收资本”
账户，按当日或当月１日 的 国 家 外 汇 牌 价（中 间 价）折 合 的 金 额，记 入 有 关 资 产 账

户。由于汇率的不同，因而就产生两个账户的外币折算成人民币的差额，即外币资

本折算差额。这一差额记入“资本公积———外币资本折算差额”账 户。（２）投 资 合

同中对外币资本投资没有约定汇率的，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实务则依照实际收到投

资方出资额当日的国家外汇牌价折合投入资本，确定投资人应当实付的资本数 额

以及记入“实收资本”账户的数额。由于资产账户与资本账户外币折算所采用的汇

率一样，因此，不会产生折算差额。
（六）拨款转入

拨款转入是指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专门用于技术改造、技术 研 究 等 的 拨 款 项

目完成后，按规定转入资本公积的部分。
在我国，国家对某些行业或企业拨出专款，专门用于 企 业 的 技 术 改 造、技 术 研

究等项目。在收到拨款时，暂作长期负债处理。待该项目完成后，对于形成各项资

产的部分，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账户，贷记有关科目；同时，借记“专项

应付款”账户，贷记“资本公积———拨款转入”账户。
从理论上讲，形成资产价值的部分应视为国家的投 资，增 加 国 家 资 本，但 因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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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资本需要经过—定的程序，因此，暂计资本公积，待转增资本时再减少资本公积。
在未转增资本前，形成资本公积的一项来源。

（七）其他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是除上述各项资本公积以外形成的资本公积，其 中 包 括 债 权 人

豁免的债务等，以及从资本公积准备项目转入的金额。计入“其他资本公积”账 户

的金额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公积，可以按规定转增资本（或股本）。

第四节　留存收益

　　一、留存收益的概念及内容

留存收益是企业历年生产经营所形成净收益的一种积累，是 由 企 业 内 部 形 成

的资本。在性质上与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一样属于所有者权益，是所有者 权 益 中 的

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历年的净收益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剩余部分 属 于 投 资 者 所 有。理 论 上

可按照投资者的出资比例全部分配给投资者。但在实务中，企业在赢利 年 份 中 一

般都要留下部分净收益不予分配。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需要扩大经营，必 须 保 持

一定数量的流动资金，如房屋要新建或重建，机器设备须增加或改造，或 者 巨 额 债

务须偿还，或为营业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损失预先做出准备等，都要在赢利的年度留

下部分净收益补充投入资本；另一方面，企业为了保持各年度分配给投资者利润的

均衡，保证投资者在歉收年度也能分得一定的利润，也需要在赢利的年度留下部分

净收益。企业各年度实现的净收益中累积下来未分配出去的部分，即形 成 企 业 的

留存收益。
净收益的反面是净亏损，表示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企 业 的 留 存 收 益 因 获 得 净

收益而增加，因发生亏损而减少。当公司经营发生严重亏损，以至累积的留存收益

总额不能抵补时，就会侵蚀所有者的原始投资。
留存收益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有指定用途的留存收益，是政府和投资

人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为了企业持续经营，要求企业留下一定比例的净收益。这

部分净收益被称为有指定用途的留存收益，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称为“拨定留存收

益”（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ｄｒｅ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ｃｏｍｅ）。这部分留存收益一般情况下不得再向投资者

分配。在我国，这种有指定用途的留存收益被称为盈余公积。留 存 收 益 中 的 另 一

部分，即没有指定用途的部分，被称作未分配利润。

　　二、留存收益的有关法律规定

按《公司法》规定，公司应按税后利润的１０％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当此项公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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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注册资本的５０％时可不再提取。对于非公司制企业而言，也可以按照超过净利

润１０％的比例提取。任意盈余公积是指企业按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自行

决定提取的盈余公积，对其提取比例没有统一规定。一般盈余公积是企 业 专 门 用

于维持和发展企业生产经营的准备，其用途为：

１．弥补亏损。《税法》规定，企业某年度发生的亏损，在其后５年内可以用税前

利润弥补；从其后 第 六 年 开 始，只 能 用 税 后 利 润 弥 补。如 果 税 后 利 润 不 够 弥 补 亏

损，则可以用发生亏损以前提取的盈余公积来弥补（因为从发生亏损的年度开 始，
在亏损完全弥补之前不应提取盈余公积）。用盈余公积补亏以后，盈余公积的余额

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２５％。企业以提取的盈余公积弥补亏损时，应由公司董事会

提议，并经股东大会批准。

２．转增资本或股本。企业将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时，必 须 经 投 资 人 同 意 或 股 东

大会决议批准。在将一般盈余转增资本时，应按投资人持有的 比 例 进 行 结 转。盈

余公积转增资本时，转增后的一般盈余公积的比例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２５％。

３．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在特殊情况下，当企业累积的盈余公积比较多，而未

分配利润比较少时，为了维护企业形象、给投资者以合理的回报，对于符 合 规 定 条

件的企业，也可以用盈余公积分派现金利润或股利。因为盈余公积从本质上讲，是

由收益形成的，属于资本增值部分。
公益金也是企业依法必须提取的。《公司法》规定，公司应按税后利润的５％～

１０％提取法定公益金。法定公益金是专门用于企业职工集体福利设施的准备。集

体福利设施包括兴建职工宿舍、托儿所、理发室等。一旦职工集体福利设施购建完

成后，应将其转入任意盈余公积。
需要说明的是：提取盈余公积并不是将这部分资金从企业资金周转中抽出，形

成实际的占用形态，而是形成一种积累。这部分资金依然在企业内部参 与 资 金 周

转。因此，企业提取的盈余公积除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外，无论 是 用 于 弥 补 亏 损，
还是用于转增资本，都仅是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的变化。

　　三、留存收益的核算

（一）留存收益核算账户的设置

留存收益核算主要通过“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两个账户进行。
“盈余公积”账户属于 权 益 类 账 户。其 贷 方 记 录 盈 余 公 积 因 提 留 而 增 加 的 金

额，其借方记录盈余公积金因使用而减少的金额。“盈余公积”账户下设三个明 细

账户：“法定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金”。
按规定提取盈余公积时，借记“利 润 分 配———提 取 法 定 盈 余 公 积、提 取 法 定 公

益金、提取任意盈余公积”账户，贷记“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法定公益金、任

意盈余公积”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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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是“本年利润”的备抵账户，用于记录和反映企业利润的分配去 向

和结存情况。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这个账户用于记录企业的亏损弥补 情 况 和 未

弥补亏损金额。这个账户下设“提 取 法 定 盈 余 公 积”、“提 取 法 定 公 益 金”、“提 取 任

意盈余公积”、“应付股利”、“未分配利润”等明细账户。
企业从净利润中提取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金时，借记“利润分配———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提取法定公益金、提取任意盈余公积”账 户，贷 记“盈 余 公 积———法 定 盈

余公积、法定公益金、任意盈余公积”账户；企业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借记“盈余公

积”账户，贷记“利润分配———其他转入”账户；应分配给股东的现 金 股 利，借 记“利

润分配———应付普通股股利”账户，贷记“应付股利”账户。
年度终了，公司应将全年实现的净利润，自“本年利润”账户转入“利润分配”账

户，借记“本年利润”账户，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如为净亏损，做相

反会计分录。同时，将“利 润 分 配”账 户 下 的 其 他 明 细 账 户 的 余 额 转 入“未 分 配 利

润”明细账户。结转后，除“未分配利润”明细账户外，“利润分配”账户的其他明细

账户应无余额“未 分 配 利 润”明 细 账 户 年 末 余 额 反 映 公 司 历 年 积 存 的 未 分 配 利 润

（或未弥补亏损）。
（二）留存收益的账务处理

【例７－５】某企业年末进行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５００００元，提取法定公

益金２５０００元，提取任意盈余公积３００００元。
借：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５００００

———提取法定公益金 ２５０００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３００００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５００００
———法定公益金 ２５０００
———任意盈余公积 ３００００

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时，借记“盈余公积”账户，贷记“利润分配———其他转入”
账户。

【例７－６】某企业用以前积累的盈余公积弥补本年度发生的亏损２０００００元。
借：盈余公积 ２０００００
　贷：利润分配———其他转入 ２０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应按投资人持有的比例进行转 增。一 般 企 业 经 批 准 用 盈

余公积转增资本时，应按照实际转增的盈余公积金额，借记“盈余公积”账户，贷记

“实收资本”账户。
【例７－７】某企业用一般盈余公积１０００００元转增资本。
借：盈余公积———一般盈余公积 １０００００
　贷：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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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

１．简述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及性质。

２．不同企业组织形式下所有者权益核算的要求有哪些？

３．简述实收资本的概念以及有关法律规定。

４．简述实收资本的来源渠道，并说出是如何进行核算的。

５．资本公积有哪些特点？如何核算？

６．造成资本或股本溢价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核算？

７．简述留存收益的概念、内容和有关法律规定。

８．留存收益如何进行核算？

　　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由两个以上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 对 公 司 承 担 有 限

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称为（　　）。

　　　　　　　　　　　　　　　　　　　　　　　　Ａ．有限责任公司 Ｂ．无限责任公司

Ｃ．股份有限公司 Ｄ．两合公司

２．企业实有资金比原注册资金数额增减超过（　　）时，应持资金使 用 证 明 或

者验资证明，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Ａ．１０％ Ｂ．２０％ Ｃ．２５％ Ｄ．５０％
３．资本公积的形成来源与企业净利润（　　）。

Ａ．密切相关 Ｂ．有关 Ｃ．无关 Ｄ．关系不大

４．外币资本投资产生的汇兑差额应作（　　）账户处理。

Ａ．盈余公积 Ｂ．实收资本 Ｃ．资本公积 Ｄ．汇兑损益

５．“股权投资准备”是企业采用（　　）核算时，因被投资单位接受资产捐赠 等

原因增加资本公积，企业按其持股比例计算而增加 的、未 转 入“其 他 资 本 公

积”前所形成的。

Ａ．成本－权益法 Ｂ．加权平均法 Ｃ．成本法 Ｄ．权益法

６．（　　）是指企业接受以外币投入的资本时，由于资产账户与资本 账 户 所 用

于外币折算的汇率不同，而发生的有关资产账户与“实收资 本”账 户 折 合 记

账本位币的差额。

Ａ．汇兑损益 Ｂ．外币资本折算差异

Ｃ．汇差 Ｄ．汇率

７．留存收益是企业（　　）生产经营所形成净收益的一种积累，是由 企 业 内 部

形成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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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本年 Ｂ．去年 Ｃ．历年 Ｄ．当年

８．用盈余公积补亏以后，盈余公积的余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

Ａ．２０％以上 Ｂ．２０％ Ｃ．５０％ Ｄ．２５％
９．按《公司法》规定，公司应按税后利润的（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Ａ．１０％ Ｂ．１５％ Ｃ．５０％ Ｄ．１０％以上

１０．当盈余公积达到注册资本的（　　）时可不再提取。

Ａ．２０％ Ｂ．５０％ Ｃ．２５％ Ｄ．３０％
二、多项选择题

１．国际上划分公司最普通、最重要的标准有两个（　　）。

Ａ．公司能将其资本平均分成股份 Ｂ．公司所有人能分得红利

Ｃ．公司所有人股份能转让 Ｄ．公司股东所负的债务责任

２．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但是负债和所有者 权 益 之 间 又 有 着

明显的区别，主要反映在（　　）几个方面：

Ａ．性质不同 Ｂ．享受权利不同

Ｃ．偿还期限不同 Ｄ．收益与风险不同

３．实 收 资 本 是 企 业 实 际 收 到 的 投 资 人 投 入 的 资 本。其 投 资 主 体 可 以

是（　　）。

Ａ．国家资本 Ｂ．法人资本 Ｃ．个人资本 Ｄ．外商资本

４．资本公积产生的原因有（　　）。

Ａ．接受捐赠 Ｂ．外币资本折算差异

Ｃ．股权投资准备 Ｄ．资本或股本溢价

Ｅ．拨款转入 Ｆ．其他资本公积

５．留存收益通常由（　　）组成：

Ａ．实收资本 Ｂ．未分配利润 Ｃ．盈余公积 Ｄ．资本公积

６．公司形式可分为（　　）。

Ａ．无限责任公司 Ｂ．有限责任公司 Ｃ．两合公司

Ｄ．股份有限公司 Ｅ．股份两合公司

７．盈余公积通常分为（　　）。

Ａ．法定盈余公积 Ｂ．法定公益金

Ｃ．未分配利润 Ｄ．任意盈余公积

８．一般盈余公积是企业专门用于维持和发展企业生产经营 的 准 备，其 用 途 为

（　　）。

Ａ．弥补亏损 Ｂ．转增资本

Ｃ．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 Ｄ．转增股本

９．我国法律允许股份有限公司以（　　）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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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成本价 Ｂ．溢价 Ｃ．折价 Ｄ．平价

１０．利润分配账户，用于记录和反映企业利润的分配 去 向 和 结 存 情 况，在 这 个

账户下设（　　）等明细账户。

Ａ．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Ｂ．提取法定公益金

Ｃ．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Ｄ．应付股利

Ｅ．未分配利润

三、判断题

１．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是由所有 者 享 有 的 剩 余 权

益 。（　　）

２．企业的运营资金来源于所有者的投入。（　　）

３．在企业持续 经 营 的 情 况 下，所 有 者 的 投 资 可 以 在 收 益 年 度 逐 期 收 回。（　
　）

４．企业注册登记的法定资本就是企业的实收资本。（　　）

５．投资者投入资本与企业记账本位币的币种不一致，因汇率 发 生 变 化 而 引 起

的外币折算差额，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

６．资本公积是由企业实现的净利润转化而来的。（　　）

７．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准备和股权投资准备待变现后，就可 以 用 于 转 增 资 本

了。（　　）

８．拨款转入是指企业收到上级拨入的专门用于技术改造、技 术 研 究 等 的 拨 款

项目完成后，按规定转入盈余公积的部分。（　　）

９．企业各年度实现的净收益中累积下来未分配出去的部分，即 形 成 企 业 的 留

存收益。（　　）

１０．当盈余公积达到注册资本的２５％时可不再提取。（　　）
四、核算题

（一）好利得饭店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由Ａ、Ｂ两位自然人投资创立。Ａ投资６００
万元资金，Ｂ用一项特许经营权和一处房产作价投资，其中，特许经营权经资产评估

部门评估确认价值为６０万元，房产的评估价值为３４０万元，银行、房产过户手续已

办妥，Ａ、Ｂ投资人各占６０％、４０％公司股份。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二）好利得饭店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扩大经营，经Ａ、Ｂ两位股东共同协商，决

定吸纳Ｃ自然人参股，条件是以属于他的相邻房产作价投资，经资产评估部门评估

确认价值为４００万元，Ｃ股东拥有该企业２０％股份。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三）某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核准上市发行股票８０００万股，每股面值１．５

元，证券公司按发行收入的３％收取发行费。发行收入扣除发行费后的股款已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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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发行企业的银行账户。
要求：（１）按平价发行编制会计分录。

（２）按溢价（暂定每股发行值４．５元）发行编制会计分录。
（四）某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接受母公司捐 赠 的 大 型 设 备 一

台，凭据上注明该设备价款为１０００万元，已提折旧１００万元，为使该设备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该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银行存款支付了设备的安装调试费用１０
万元。该公司适用所得税率为３３％，经税务部门批准，接受捐赠资产应交纳的所得

税可以在５年内平均计入其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五）春秋旅行社经董事会决议从净利润中提取盈余公积１０００００元弥补亏损，

用一般盈余公积１２００００元转增资本。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六）海 滨 公 司２００５年 实 现 净 利 润５０００００元，上 年 未 分 配 利 润１５００００元。

２００５年利润分配情况为：依法按１０％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依法按５％提取法定公益

金；提取任意盈余公积１０００００元，分配给股东现金股利２０００００元。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会计分录并编制利润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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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损益的核算

第一节　收　入

　　一、旅游企业营业收入概述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

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一）收入的基本特征

１．收入是从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产生，而不是从偶发 的 交 易 或 事 项 中 产 生。日

常活动是指企业为完成自身的生产经营目标而从事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其 他

经营活动。

２．收入可以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增加（如增加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也可以表

现为企业负债的减少（如以商品或劳务抵偿债务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３．收入是流入本企业的经济利益。不包括为第三方 或 客 户 代 收 的 款 项，如 增

值税、旅行社代客户购买门票等。

４．收入最终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旅游企业营业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劳务收入、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租金

收入、股利收入等，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旅游企业收入有不同的内

容，源于旅游企业具有多样性的经营活动。
（二）旅游企业收入的分类

１．按对企业利润的构成划分，可分为营业 收 入、投 资 收 益、营 业 外 收 入。营 业

收入是日常活动的收入，是一个企业利润形成的主要来源，也是狭义的 收 入 概 念。
投资收益与营业外收入等都是非经常性、非日常性的收入，具有很大的 不 可 控 性。
营业外收入是企业非经常、非正常事项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是一项利得。主要

包括固定资产处置的净收益、固定资产盘盈的收益、出售无形资产的净 收 益、罚 款

的收入等。营业外收入虽然也增加企业的利润，但与营业收入有较大区别，它具有

发生的不可控性、事项之间的独立性和与支出的无关联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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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按照企业经营业务的主次划分，营业收入又可分为主营业 务 收 入 和 其 他 业

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的划分，主要从收入发生的业务 活 动 是 否

属于本行业的经营范围和某项收入的规模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等特征去分辨。比

如，宾馆饭店的客房经营业务收入、餐厅餐饮业务收入，都是宾馆饭店主 要 经 营 活

动取得的收入，因此，是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宾馆饭店为了方 便 客 人 住 宿，出 租

场地引入一些服务项目，美容美发、洗相冲印、订票等，宾馆收取场地的租赁费和管

理费，这项收入既不是企业的专营业务收入，收入的规模也不会很大，因 此 作 为 企

业的其他业务收入。

３．按照旅游企业经营业务内容不同划分，宾馆饭店营业收入包括客房收入、餐

饮收入、商品部收入、车队收入、其他收入等；旅行社营业收入包 括 综 合 服 务 收 入、
组团外联收入、零星服务收入、劳务收入、票务收入、导游及加项 收 入、其 他 服 务 收

入等。

　　二、收入确认原则和具体标准

（一）收入确认的基本原则

收入的确认是指将某一个事项作为收入要素的内容正式计入本会计期的收入

账户，并在期末将其列入会计报表的行为。收入的确 认 是 影 响 企 业 经 营 成 果———
利润的重要因素，因此，为合理准确地计算利润，必须对收入的确认进行 严 格 的 规

范。收入确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权责发生制原则、稳健性原则、收入与费用配比

原则等。
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指企业应按收入的权利和支出的义务是否属于本期来确认

收入、费用的入账时间，而不是按款项的实际收付是否在本期发生来确认。权责发

生制原则是以权责关系的实际形成为标志来确认收入和费用的发生。具 体 来 说，
就是凡属于本期的收入，无论其款项是否收到，均应作为本期的收入处理；反之，对

于不应归属于本期的收入，即使其款项已经在本期收到，也不应作为本期的收入记

账。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收入与费用的核算，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 会 计 主 体

在特定会计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稳健性原则是会计对经营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所作出的一 种 反 应，它 要 求 企

业在会计核算中持谨慎的态度，避免虚增资产和收益，给信息的使用者造成不应有

的乐观。稳健性原则要求会计核算对可能的费用和损失应予以充分估 计，对 收 入

则尽可能地少记，对费用和损失可以合理地加以预计，但对收入只能本着实现的原

则确认，不能预计任何可能的收入，从而避免使信息的使用者对企业产生盲目的乐

观认识。
配比原则是指收入和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同期入账，以正确 计

算当期利润。配比原则是确定损益的一 项 重 要 原 则，它 包 括 两 层 含 义：其 一 是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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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配比，即相互配比的收入与成本、费用应 当 同 期 入 账，以 合 理 地 确 定 该 期 损 益；
其二是因果配比，即相互配比的收入与成 本 费 用 应 具 有 因 果 关 系，同 期 入 账 才 能

合理地确认该期的 损 益。如 果 相 关 的 成 本 费 用 尚 不 能 确 认 或 计 量，则 收 入 的 确

认也将会受到影响。会计制度还将收入 确 认 的 基 本 原 则 的 思 想 具 体 化 为 确 认 的

标准。
（二）收入确认的具体标准

符合以下四项条件，才能确认为收入：

１．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２．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 有 对 已 售 出 的 商

品实施控制；

３．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４．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以上四项具体标准，缺一不可，不满足其中之一，收入都必须推迟确认。
旅行社主营业务收入依据上述原则确认。旅行社无 论 是 组 团 社 还 是 接 团 社，

组织境外旅游者到国内旅游，应以旅游团队离境或离开本地时确认主营业务收 入

的实现；旅行社组织国内旅游者到境外旅游，应以旅游团队结束旅行返回时确认主

营业务收入的实现；旅行社组织国内旅游者在国内旅游，也应以旅行团旅行结束返

回时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宾馆饭店客房收入的确认，依据上述标准，应以客房实际出租时间作为确认收

入实现的时间。客房营业收入是客房的销售收入，因客房是一种特殊商品，销售的

只是使用权，并不是产权。客人在办理完入住手续迁入房间后，则不论房租是否收

到，都应作为销售处理，确认收入的实现。
宾馆饭店餐饮收入的确认，依据上述标准，以提供餐 饮 制 品 和 服 务 后，即 可 确

认收入。餐 饮 服 务 也 具 有 特 殊 性，一 般 先 有 买 主 订 餐，而 后 加 工，伴 随 着 服 务，生

产、销售、消费三个环节几乎同时进行，经营周期很短。所以，不管是否在当天收到

现款，当日生产的餐饮制品就是当日销售的，也就是形成当日的收入。
宾馆饭店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依据上述标准，以商 品 售 出 为 标 志，确 认 收 入

的实现。

　　三、收入的核算

旅游饭店的营业收入，通过“主营业务收入”账户进行核算。该 账 户 属 于 损 益

类账户，贷方反映本期实现的收入，借方反映期末收入的转出额，期末将 本 账 户 贷

方发生额的合计从其借方转入“本年利润”账户贷方，结转后该账户无余额。由 于

旅游企业营业收入有不同的类别，可在“主营业务收入”账户下按收入的不同内容

和类别分设明细账户进行明细分类核算。比如，宾馆饭店可设“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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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收入”、“主营业务收入———餐饮收入”、“主 营 业 务 收 入———商 品 销 售 收 入”等

明细账户。
旅游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宾馆饭店每天将各营业部门

实现的收入进行汇总，编制“主营业务收入日报表”，经稽核人员的核对后，转给会

计部门作为入账的原始凭证。对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现金”、
“应收账款”等账户，贷记“主营业务收入”账户及其明细账户。期末余额转入“本年

利润”账户时，借记“主营业务收入”账户，贷记“本年利润”账户。
【例８－１】某旅行社组团旅游者１６人，包价去国内某地旅游。收取团费２５２００

元，存入银行，作会计分录如下：
收到旅游团费，
借：银行存款 ２５２００
　贷：预收账款 ２５２００
旅行团旅行结束，财务部门审核有关结算通知书后，
借：预收账款 ２５２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２５２００

第二节　费用的核算

　　一、旅游企业费用的类型

（一）费用的概念

费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费用概念将费用限定于获取收入过程中发生

的资源耗费，广义的费用概念则同时包括了经营费用和损失。我国现行 制 度 采 用

的是狭义的费用概念，即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 减 少 的、与

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包括计入生产成本的生产费用和 计

入当期损益的期间费用。旅游饭店是以提供劳务为主的产业，其劳动耗 费 主 要 是

人工费用和经营过程中的物化劳动耗费。按照费用细化原则并根据旅游企业财务

制度的规定，旅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凡能直接认定到某一经营对象的费用，应作为

营业成本；不能直接认定的费用则作期间费用。
（二）费用的特征

１．费用最终会导致企业资源的减少，具体表现为企业的资金支出或资产耗费，
它与资产流入企业所形成的收入相反。

２．费用是在 企 业 日 常 的 活 动 中 所 产 生 的，而 不 是 在 偶 发 的 交 易 或 事 项 中 产

生的。

３．费用最终会减少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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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用的分类

从耗费的用途来分，旅游企业的费用支出可分为四类：

１．营业成本。营业成本是与经营对象的取得相关的 支 出，是 能 够 对 象 化 的 经

营耗费。旅游企业的营业成本内容有：旅行社的旅游服务成本、旅游饭店的餐饮成

本、旅游饭店的商品进价成本等。营业成本通过设置“主营业务成本”账户核算，该

账户按照营业成本的具体内容设置明细分类账户。

２．期间费用。期 间 费 用 是 无 法 对 象 化 的 经 营 耗 费，其 支 出 具 有 期 间 性 特 征。
期间费用的具体内容又可分为三类：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旅游饭店的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

费用。包括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劳动保险费、待业 保 险 费、业 务 招 待 费、咨 询

费、诉讼费、审计费、土地使用费、技术转让费、研究开发费、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

花税、水 电 费、折 旧 费、修 理 费、无 形 资 产 摊 销 费、开 办 费、坏 账 损 失 及 其 他 管 理

费等。
营业费用是指旅游饭店各营业部门在经营业务过程中发生 的 各 项 费 用，包 括

物耗费、邮电费、水电费、差旅费、展览费、广告宣传费、业 务 部 门 的 人 员 工 资、福 利

费、服务费、工作餐费、工作服费及其他费用等。
财务费用是指 旅 游 饭 店 筹 集 经 营 所 需 资 金 而 发 生 的 费 用。包 括 利 息 净 支 出

（减利息收入）、汇兑净损失（减汇兑收益）、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筹集经营资金发生

的其他费用等。

３．税金支出。税金一般是企业的一项负担，构 成 企 业 的 费 用 性 支 出。企 业 在

经营活动过程的不 同 环 节 上 需 要 缴 纳 多 种 税，有 些 税 金 支 出 直 接 计 入 了“管 理 费

用”账户，如车船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印花税等；有些税金支出———主要是

流转税的支出集中反映于一个账户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中，如营业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消费税等；另外，所得税单独设置一个账户“所得税”，反映企业的所得税费

用支出。

４．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支出是指与企业经营活动无 关 的 偶 然 性、非 经 常 性 事

项带来的损失。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盘亏金额、处置固定资产的净损失、处置无形资

产净损失、计提的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金、计提的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 金、计 提 的

在建工程的减值准备金、罚款支出、捐赠支出及非常损失等。营业外支出设同名账

户核算。

　　二、旅游企业费用确认的方法

费用确认方法有三种：

１．按与收入的直接因果关系确认。凡是与赚取本期营业收入有直接因果联系

的耗费，确认为本期费用。如主营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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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按系统而合理的分摊方式确认。对于某些生产所提供的可望在若干会计期

间发生的未来效益，只能大致和间接地确定费用与收益的联系，并采用 系 统、合 理

的分配方法，确认受益期的费用。如固定资产的折旧。

３．直接确认为支付当期的费用。对于某些不能提供 明 显 的 未 来 效 益，且 又 缺

乏分摊合理依据的耗费，直接确认为当期费用。如办公费用等。

　　三、费用的核算

旅游饭店应设置有关费用类账户：“主营业务成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等账户。这些账户是损益类账户，借方登记发

生的各项成本费用，贷方登记期末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的成本费用合计；结转后账

户均无余额。
【例８－２】某饭店餐饮部６月份累计领用食品原材料５４３００元，各种调料３７５０

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餐饮成本 ５８０５０
　贷：原材料———食品 ５４３００

———调料 ３７５０
【例８－３】某饭店１月份发生如下费用：
（１）营业部门领用一次性物料用品３２００元；
（２）预提银行借款利息１１０００元；
（３）分配营业部门职工工资３６８００元；
（４）按工资总额１４％计提营业部门职工福利费５１５２元；
（５）管理部门办公用品支出１０００元。
作会计分录如下：
（１）借：营业费用———物料用品 ３２００

贷：原材料———物料用品 ３２００
（２）借：财务费用 １１０００

贷：预提费用 １１０００
（３）借：营业费用———工资费 ３６８００

贷：应付工资 ３６８００
（４）借：营业费用———职工福利费 ５１５２

贷：应付福利费 ５１５２
（５）借：管理费用 １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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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利润及利润分配的核算

　　一、利润及所得税

（一）利润的概念

利润是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果，利润包括 收 入 减 去 费 用 后

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对利润进行核算，可以及时反映企业

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反映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有

助于企业投 资 者 和 债 权 人 据 此 进 行 赢 利 预 测，评 价 企 业 经 营 绩 效，做 出 正 确 的

决策。
（二）利润的构成

旅游饭店企业利润总额的来源是由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补贴收入和营业外

收支净额构成。即：
利润总额＝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

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

１．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营业利润的构成：
营业利润＝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利润＝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

其他业务利润是指企业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所产 生 的 利 润，等 于 其

他业务收入减去其他业务支出。其中其他业务收入是指企业除主营业务收入以外

的其他销售或其他业务的收入；其他业务支出是指企业除主营业务成本以外的 其

他销售业务所发生的支出。

２．投资净收益

投资净收益是指企业对外进行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其他 各 种 投 资 所 取 得

的净收益，是投资收益减去发生的投资损失的净额。投资收益包括以货 币 资 金 或

实物对外联营投资分得的利润，购买有价证券而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
以及投资到期收回或途中转让取得款项高于账面净值的差额。投资损失包括投资

到期收回或者中途转让取得款项低于账面净值的差额。

３．补贴收入

补贴收入是指企业按规定实际收到的退换的增值税，或按销量、工作量等依据

国家规定的补助定额计算并按其给予的定额补贴，以及因属于国家财政扶持的 领

域而获得的其他形式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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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营业外收支净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等于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的差额。营业外收入与营业

外支出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营业外收支净额只是一个计算差额，本 身 并 没

有实际的经济含义。旅游饭店企业对其发生的营业外收支，会计上应设置“营业外

收入”和“营业外支出”账户进 行 核 算。它 们 属 于 损 益 类 账 户。“营 业 外 收 入”贷 方

登记发生的营业外收入，期末将余额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结转后该账户无余额。
“营业外支出”账户借方登记营业外支出的发生额，期末将余额转入“本年利润”账

户，结转后该账户无余额。
发生营业外收入时，应当按实际发生的数额，借记“待处理财产损益”、“银行存

款”、“现金”、“固定资产清理”、“应 付 账 款”等 账 户，贷 记“营 业 外 收 入”账 户。发 生

营业外支出时，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借记“营业外支出”账户，贷记“待处理财产损

失”、“固定资产清理”、“银行存款”等账户。

５．所得税

所得税是指国家对境内企业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企业所得税

法征收的一种税。

　　二、利润及所得税的核算

（一）利润的核算

对于旅游饭店企业而言，实现的利润（或亏损）总额，都通过“本年利润”账户进

行核算。核算的程序 是：期 末 结 转 各 损 益 类 账 户 发 生 额 合 计，转 入“本 年 利 润”账

户，即借记“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补贴收入”、“营业外收入”账户，贷

记“本年利润”账户；借记“本年利润”账户，贷记“主营业务支出”、“其他业务支出”、
“主营业务税 金 及 附 加”、“营 业 费 用”、“管 理 费 用”、“财 务 费 用”、“营 业 外 支 出”账

户；将“投资收益”等账户的净收益转入本账户的贷方，即借记“投资收益”账户，贷

记“本年利润”账户，如为投资净损失，则转入本账户的借方，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结转完成后，“本年利润”账户的本期贷方发生额大于借方发生额，则其差额为

本期实现的利润总额，反之就是本期发生的亏损总额。如果本期实现的 是 利 润 总

额，还需要将应交的所得税费用从中扣除，则“本年利润”账户借方与贷方的差额就

是净利润（税后利润）。
“本 年 利 润”账 户 年 度 中 间 各 期 末 保 留 余 额，并 结 转 下 期 作 期 初 余 额，

因 此，期 末 的 贷 方 余 额 表 示 从 年 初 至 本 期 末 企 业 累 计 实 现 的 净 利 润。年 末

时，应 将“本 年 利 润”账 户 余 额（一 年 累 计 实 现 的 净 利 润 或 一 年 累 计 发 生 的

净 亏 损）转 入“利 润 分 配———未 分 配 利 润”账 户，结 转 后，“本 年 利 润”账 户 无

余 额。
【例８－４】某饭店１２月３１日各损益类账户余额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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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２９６００

主营业务成本 ８２４０００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６５９２０

营业费用 ９１４８０

管理费用 １８９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２０００

投资收益（贷方余额） １７５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２３０００

营业外支出 ４１０００

根据上表，作会计分录如下：
（１）期末结转各收入类账户发生额合计至“本年利润”账户：

借：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２９６００
投资收益 １７５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２３０００

　贷：本年利润 ２０２７６００
（２）期末结转各费用类账户发生额合计至“本年利润”账户：

借：本年利润 １０５３３００

　贷：主营业务成本 ８２４０００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６５９２０
营业费用 ９１４８０
管理费用 １８９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２０００
营业外支出 ４１０００

该企业本会计期实现利润总额＝１８２９６００－１０５３３００＝７７６３００元（待续）
（二）所得税的计算

按税法的要求，企业实现了利润总额，就应当按实现 的 利 润 计 算 缴 纳 所 得 税。

所得税作为企业一个会计期间最后的一项费用，从利润总额中扣除，得出企业实现

的净利润（税后利润）。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此时，借记“所得

税”账户，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账户；结转所得税费用 时，借 记“本 年 利

润”账户，贷记“所得税”账户，结转本年利润后，“所得税”账户无余额。
【例８－５】（接前例）所得税率为３３％，进行所得税的计算与核算（假定无调整事

项）。

应纳所得税额＝７７６３００×３３％＝２５６１７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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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实现净利＝７７６３００－２５６１７９＝５２０１２１元

借：所得税 ２５６１７９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２５６１７９
借：本年利润 ２５６１７９
　贷：所得税 ２５６１７９
所得税是以全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计税依据，但为了保证国 家 财 政 收 入 的 及

时和均衡，所得税采取分月或季预征，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办法。
根据税法规定，所得额的计税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应 纳 税 所 得 额 是 指 企 业

实现的应纳税收入总额扣除税法允许扣减的项目后的差额。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

得额（简称计税利润）不一致，是由于会计与税法在经济生活中有着不同的宗旨，分

别遵循不同的原则，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两者虽然不同，但不需 分 别 计 算，而 是 通

过对利润总额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就可以得到计税利润。即：
应纳税所得额＝税前会计利润总额±调整项目

会计利润与计税利润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差异———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

１．时间性差异，指税法与会计制度在确认收益、费用或损失时的时间不同而产

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时间性差异发生于某一会 计 期 间，但

在以后一期或若干期内能够转回。时间性差异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会计核算上作为当期收益而税法规定作为以后期收益。如权益法核算的投

资收益，会计制度要求在被投资企业宣告净利润时确认投资收益，而税法规定在被

投资企业宣告发放股利时确认投资收益（这里要特别注意两个企业在所得税率不

同，尤其是投资企业低于被投资企业时的处理）。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应纳税时间性差异

②会计核算作为当期费用，而税法规定作为后期费用。如产品的保修费用、存

货及其他资产的减值准备，税法规定在实际发生时计入费用。因此，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可抵减时间性差异

③会计核算作为后期收益，而税法规定作为当期收益。如需安装的产品销售，
会计核算通常在安装、调试后确认收入，而税法规定在销售时即确认收入。因此，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可抵减时间性差异

④会计核算作为后期费用，而税法规定作为当期费用，如税法规定采取加速折

旧法，而企业采用了直线法计提折旧。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应纳税时间性差异

２．永久性差异，是指某一会计期间，由于会计制度和 税 法 计 算 收 益、费 用 或 损

失的口径不同，所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这 种 差 异 在

本期发生，不会在以后各期转回。永久性差异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会计制度确认为是收入，而税法规定不能作为收 入。如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税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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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运作是应免税的。因此，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

②会计制度不确认为是收入，而税法规定作为收入。如工程领用自产产品，税

法是视同销售的。因此，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

③会计制度确认为是费用，而税法规定不作为费用。如超标准的业务招待费、
工资、公益性捐赠等，税法规定超过标准的部分应纳税。因此，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

④会计制度不确认为费用，而税法规定作为费用。如购买国产设备。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永久性差异

（三）所得税的核算方法

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法在收益、费用或损失的确认和计量原则方面的不同，而导

致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按照规定计算的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在

会计核算中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处理，即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

１．应付税款法

应付税款法是将本期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产生的差异均在当期确认

为所得税费用。在这种方法下，当期所得税费用等于当期应交 的 所 得 税。企 业 应

根据当期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借记“所得税”账户，贷记“应 交 税 金———应 交 所 得

税”账户。实际上缴所得税时，借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账户，贷记“银行存

款”账户。期末应将“所得税”账户的借方余额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结转后“所得

税”账户应无余额。

２．纳税影响会计法

纳税影响会计法是将本期由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所得税影 响 金 额，递 延 和 分

配到以后各期。在纳税影响会计法下，企业应增设“递延税款”账户，用来核算采用

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的企业由于时间性差异造成的税前会计利润

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影响所得税的金额，以及以后各期转回的 金 额。贷 方

反映企业本期税前会计利润大于纳税所得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影响纳税的金额，以

及本期转销已确认的时间性差异对纳税影响的借方数额；借方反映企业本期税 前

会计利润小于纳税所得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影响纳税的金额，以及本期转销已确 认

的时间性差异对纳税影响的贷方数额；期末贷方（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转回的

时间性差异影响所得税的金额。
纳税影响会计法在税率发生变化情况下，又分为递延法或者 债 务 法 两 种 核 算

方法。递延法是将本期时间性差异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金额，递延和分 配 到 以 后

各期，并同时转回原已确认的时间性差异对本期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债务法是将本

期由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并同时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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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认的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在税率变动或开征新税时，需要调整递延

税款的账面余额。

　　三、利润分配的程序及核算

（一）利润分配的程序

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通常是年度）的经营过程中获得的净利润，一般 按 照 下 列

程序进行分配：

１．首先用来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２．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３．提取法定公益金；

４．向投资者分配利润或股利。
在未补以前年度亏损之前，不得进行分配；在未提取 法 定 的 两 金 之 前，不 得 向

投资者分利。
弥补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应按照《企业财务通则》规定进行：企业发 生 的 年 度

亏损，可以用下一年度的税前利润弥补，下一年度利润不足弥补的，可以在５年内

连续弥补。５年内不足弥补的，改用企业的税后利润弥补。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按有关法律规定应按当年税后利润（扣除弥补以前年度亏

损）的１０％提取，盈余公积金已达到注册资金５０％时可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弥补以后出现的亏损；或可以用于转增资本金，也可以用于向投

资者分配。但转增资本金后，企业法定盈余公积金一般不得低于注册资金的２５％。
提取法定公益金 按 有 关 法 律 规 定，应 按 当 年 税 后 利 润（扣 除 弥 补 以 前 年 度 亏

损）的５％～１０％提取。法定公益金主要用于企业职工集体福利设施建设的支出。
向投资者分配利润范围是企业当年可供向投资者分配的利润加上企业以前年

度的未分配利润，合并向投资者分配。
如果企业是股份有限公司，在提取公益金以后，可以按照下列顺序分配利润。
（１）支付优先股股利；
（２）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３）支付普通股股利。
当年无利润时，不能分配利润，但在用盈余公积金弥 补 亏 损 后，经 股 东 会 特 别

决定，可以按照不超过股票面值６％的比率用盈余公积金分配股利，在分配股利后，
企业法定盈余公积金不得低于注册资金的２５％。

（二）利润分配的核算

１．期末结转本年实现的净利润。不管赢利还是亏损年末都将“本年利润”账户

的余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
【例８－６】（接上例），假定该饭店该年度１～１１月实现的净利润为４４７９８７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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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实现净利为５２０１２１元），结转本年利润。
借：本年利润 ５００００００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法定公益金。应设置“盈余公积”账户，该账户属于所有

者权益类账户，按具体提取的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例８－７】（接上例）按当年实现净利润的１０％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按５％提取

公益金。
借：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５０００００

———提取法定公益金 ２５００００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５０００００

———法定公益金 ２５００００
３．向投资者分利。应设置“应付股利”账户。该账户为负债类账户。
【例８－８】（接上例）企业决定向投资者分配利润１００００００元。
借：利润分配———应付股利 １００００００
　贷：应付股利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年末未分配利润的核算。利润分配账户除未分配 利 润 明 细 账 外，还 设 有 多

个用于利润分配的明细账，分配之后，这些明细账应将其分配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明细账户，结转之后，这些明细账均无余额。而“未分配利润”账户的贷方是结转的

可供分配之利润，借方是结转的利润分配额，因此，余额即为年末未分配利润。
【例８－９】（接上例）结平除未分配利润之外的其他明细账。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１７５００００
　贷：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５０００００

———提取法定公益金 ２５００００
———应付股利 １００００００

假定 利 润 分 配 账 户 无 年 初 余 额，那 么，年 末 未 分 配 利 润 为３２５００００元

（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００００）。

　　思考题

１．简述旅游企业收入概念及类型。

２．简述收入确认原则和具体标准。

３．旅游企业费用概念、特征及分类是什么？

４．旅游企业费用确认的方法有哪几种？如何核算？

５．简述利润的概念及构成。

６．简述旅游企业有哪些税金支出。

７．旅游企业所得税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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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试述旅游企业利润分配的程序及核算内容。

　　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宾馆饭店客房收入的确认，应以客房实际（　　）作为确认收入实现的时间。

　　　　　　　　　　　　　　　　　　　　　　　　Ａ．出租时间 Ｂ．出借时间 Ｃ．出售时间 Ｄ．付款时间

２．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消费税的支出集中反映于（　　）账户中。

Ａ．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Ｂ．所得税

Ｃ．管理费用 Ｄ．应交税金

３．（　　）是与经营对象的取得相关的支出，是能够对象化的经营耗费。

Ａ．营业成本 Ｂ．管理费用 Ｃ．营业外支出 Ｄ营业费用

４．所得税是以（　　）的应纳税所得额为计税依据。

Ａ．月份 Ｂ．季度 Ｃ．全年 Ｄ．半年

５．（　　）是指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 的 单 位 和

个人按其营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

Ａ．所得税 Ｂ．消费税 Ｃ．增值税 Ｄ．营业税

６．印花税是国家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　　）征收的一种税。

Ａ．行为 Ｂ．所得 Ｃ．凭证 Ｄ．流转

７．增值税以（　　）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

Ａ．不含税 Ｂ．含税 Ｃ．免税 Ｄ．价税合一

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只在销售环节按销售额和征收率（　　）计算。

Ａ．１７％ Ｂ．１３％ Ｃ．５％ Ｄ．６％或４％
９．（　　）是国家为了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提高人民文化素质而由 财 政 部 门

征收的一项费用。

Ａ．教育费附加 Ｂ．防洪费 Ｃ．行政规费 Ｄ．管理费

１０．向投资者分配利润范围是企业（　　）可供向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加 上 企 业

以前年度的未分配利润，合并向投资者分配。

Ａ．以前年度 Ｂ．下一年 Ｃ．当年 Ｄ．上一年

二、多项选择题

１．收入确认的具体标准（　　），不满足其中之一，收入都必须推迟确认。

Ａ．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Ｂ．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控制

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Ｄ．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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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耗费的用途来分，旅游企业的费用支出可分为（　　）。

Ａ．营业外支出 Ｂ．税金支出

Ｃ．期间费用 Ｄ．营业成本

３．期间费用的具体内容又可分为（　　）。

Ａ．制造费用 Ｂ．营业费用 Ｃ．管理费用 Ｄ．财务费用

４．费用确认方法有（　　）三种。

Ａ．按与收入的直接因果关系确认 Ｂ．按系统而合理的分摊方式确认

Ｃ．直接确认为支付当期的费用 Ｄ．按收入时间与周期确认

５．旅游饭店企业利润总额的来源是由（　　）构成。

Ａ．营业利润 Ｂ．投资净收益

Ｃ．补贴收入 Ｄ．营业外收支净额

６．会计利润与计税利润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差异（　　）。

Ａ．永久性差异 Ｂ．时间性差异 Ｃ．暂时性差异 Ｄ．配比性差异

７．企业获得的净利 润，一 般 按 照 一 定 程 序 进 行 分 配，在（　　）不 得 向 投 资 者

分利。

Ａ．未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Ｂ．未提取盈余公积

Ｃ．未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之前，不得进行分配

Ｄ．未提取法定的两金之前

８．收入确认应遵循的会计核算基本原则有（　　）。

Ａ．权责发生制原则 Ｂ．稳健性原则

Ｃ．收付实现制原则 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

９．法定盈余公积金的用途主要是用于（　　）。

Ａ．弥补以后出现在的亏损 Ｂ．转增资本金

Ｃ．向投资者分配 Ｄ．留存利润

１０．企业发生的年度亏损，可以用（　　）。

Ａ．下一年度的税前利润弥补

Ｂ．下一年度利润不足弥补的，可以在５年内连续弥补

Ｃ．５年内不足弥补的，改用企业的税后利润弥补

Ｄ．下一年度资本公积弥补

三、判断题

１．期间费用是指能对象化的经营耗费，其支出具有期间性特征。（　　）

２．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及时和均衡，所得税采取 年 初 预 征，年 终 汇 算 清 缴，
多退少补的办法。（　　）

３．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企业实现的应纳税收入总额扣除税法允许扣减的项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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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额。（　　）

４．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法在计算收益、费用或损失的口径不同 产 生 的 永 久 性 差

异在本期发生，并会在以后各期转回。（　　）

５．应付税款法是将本期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产生的差异均在当期确

认为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账户期末应无余额。（　　）

６．旅游 企 业 的 增 值 税 应 税 货 物 及 劳 务 主 要 集 中 于 宾 馆 饭 店 内 销 售 的 商

品。（　　）

７．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以其应交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的 总 额 为 计 税 依

据征收的一种附加税。（　　）

８．转 增 资 本 金 后，企 业 法 定 盈 余 公 积 金 一 般 不 得 低 于 注 册 资 金 的

５０％。（　　）

９．盈余公积金已达到注册资金５０％时可不再提取。（　　）

１０．股份公司当年无利润时，不能分配利润，但在用盈余公积金弥补亏损后，经

股东会特别决定，可以按照不超过股票面值６％的比率用盈余公积金分配股利，在

分配股利后，企业法定盈余公积金不得低于注册资金的５０％。（　　）
四、核算题

（一）某旅行社组团欧洲１４天１２国游，共计１１人，收取团费每人２５３００元，
于当日存 入 银 行，旅 行 团 旅 行 结 束，财 务 部 门 审 核 有 关 结 算 通 知 书，每 人 费 用

计２００００元。
要求：根据资料计算收入、费用、利润、相关税金，并编造会计分录。
（二）ＭＧ饭店７月份发生如下费用：

１．营业部门领用一次性物料用品６２００元；

２．预提银行借款利息２１０００元；

３．分配营业部门职工工资４５８００元；

４．按工资总额１４％计提营业部门职工福利费；

５．管理部门办公用品支出３４５０元。
要求：根据资料编造会计分录。

（三）马丁 饭 店 餐 饮 部６月 份 累 计 领 用 食 品 原 材 料６７３００元，各 种 调 料

３４５００元。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结转成本编造会计分录。

（四）某旅馆１２月３１日各损益类账户余额如下页表所示。所得税率为３３％，
按净利润的１０％提取法定盈余公积、５％提取法定公益金、４０％向投资人分配利润，
剩余利润留存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 ９２７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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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成本 ５７８９００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６７５０

营业费用 ８０９３４

管理费用 ４０８９０

财务费用 ５０００

投资收益（贷方余额） ５０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８００９

营业外支出 ４５８７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进行核算，编造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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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企业经营业务的核算

第九章

第一节　旅行社经营业务的核算

　　一、旅行社经营业务概述

旅行社是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其他支柱产业有宾馆饭店、交通客运、风景区等）
之一，是为旅游者在旅行游览中提供各种服务性劳务而获取收入的经 济 组 织。旅

行社按其功能可划分为组团社和接团社。
组团社是负责根据国内外旅游者的不同要求，将旅游者组成各种旅行团，并负

责旅行团当地游览活动的旅行社。
接团社是负责旅行团在当地的旅游行程，提供导游、餐饮、住宿、交通、游览、购

物、娱乐等一系列服务的旅行社。
组团社与接团社只是在功能上 的 划 分，一 个 旅 行 社 既 可 以 是 组 团 社，又 可 以

是接团社。当一个旅行 社 接 待 外 地 旅 行 社 送 来 的 旅 行 团 时，它 履 行 的 职 能 就 是

接团社职能；当 一 个 旅 行 社 组 织 旅 客 到 外 地 旅 游 时，它 履 行 的 职 能 就 是 组 团 社

职能。
旅行社的主要经营业务：组团招徕和导游服务。
旅行社 经 营 业 务 的 特 点：①没 有 固 定 的 服 务 场 所，旅 行 社 只 是 旅 游 业 的 媒 介

体。旅游业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项目，一般都是综合性的服务项目，会涉及多种企

业的合作，比如：客运交通、宾馆饭店和风景游览区等。旅行社在整个行业中，本身

既不提供游览和住宿场所，又不提供交通客运工具，它只是与这些拥有旅游设施资

源的其他机构合作，将旅游项目所需要的服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 说 旅 行 社

是旅游业的媒介体。②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组团社与接团社相 互 依 存、分 工 协 作、
独立核算。旅行社不仅需要与旅游业的其他企业组织合作，来共同提供 旅 游 服 务

项目，而且旅行社之间也需要分工协作，才能完成旅游媒介的作用。旅游项目涉及

本地游、外地游、出国游等，为提高效率、节约资源和提高经济效 益，旅 行 社 形 成 一

定的分工协作体系，任何一个旅行社都不可能单独完成旅游项目服务。旅 行 社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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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又是高度分工协作系统中的组成部分。③资金 往 来 结 算

方式一般有三种：预收、现收和应收（事后结算）。预收方式是指在提供旅游服务之

前，先全部或部分收取服务费的方式。预收方式一般在旅行社组团和饭 店 住 宿 服

务中采用，为减少资金占用、避免跑账等原因，组团社要预收团费、宾馆饭店的住宿

要预交押金。现收是指为旅客提供服务的同时，收取现金结算。一 般 不 包 括 在 综

合服务中的零星服务通常采用这种结算方式，比如，饭店提供的商品销 售 服 务、商

务服务、旅游中的餐饮服务（包餐除外）等。事后结算方式是指向游客提供服务 之

后，一次性或定期结算的方式。一般接团社是在提供旅游的一系列服务之后，与组

团社结算应收取的费用，接团社与饭店、车船公司、餐饮单位等的费用一 般 也 是 事

后结算。
旅行社经营业务的收入与费用的形成：组团社的收入为预收的团费，在旅游项

目结束时，确认转为收入；组团社的成本是与接团社结算的费用。接团社的收入是

按照与组团社签订的协议，在旅游服务提供后应向组团社结算的款项；接团社的成

本是其实际代为支付的游客旅游费用。

　　二、旅行社经营业务核算

旅行社经营业务核算的主要内容是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税金支出的核算。
（一）旅行社营业收入的核算

１．旅行社营业收入的具体内容

旅行社为游客提供旅游、观光、度假的各项服务所收取的收入是旅行社的主营

业务收入，包括组团外联收入、综合服务收入、零星服务收入、劳务收入、票务收入、
地游及加项收入和其他服务收入。

组团外联收入，是指由组团社自组外联，收 取 旅 游 者 住 宿、用 餐、旅 游 交 通、翻

译导游等收入。组团外联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组团社代收性质的款 项，在 旅 行

社会计核算中也把它确认为收入。比如，联系住宿、交通或将来应支付给接团社的

费用等。
综合服务收入，是指接团社所收取的包括市内交通 费、导 游 服 务 费、一 般 景 点

门票费等在内的包价费用收入。综合服务收入中有一部分代收性质的收入，比如，
景点门票费用、市内交通费用等。

零星服务收入，是指各旅行社接待零星游客和承办委托事项所得的服务收入。
劳务收入，是指非组团社为组团社提供境内全程导游翻译人员所得的收入。
票务收入，是指旅行社办理代售国际联运客票和国内客票的手续费收入。
地游及加项收入，是指接团社向游客收取的按旅游者要求增 加 的 计 划 外 当 地

旅游项目的费用。
其他服务收入，是指不属于上述各项的收入。



旅游会计学
１８６　　

２．旅行社营业收入的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对收入确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标准，旅行 社 无 论 是 组 团 社

还是接团社，主营业务收入确认方法都应是在提供了旅游服务之后才能确认收 入

的实现。旅行社组织境外旅游者到国内旅游的，应以旅游团队离境或离 开 本 地 时

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的实现；旅行社组织国内旅游者到境外旅游的，应以旅游团队结

束旅行返回时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的实现；旅行社组织国内旅游者国内游的，也应以

旅游团队旅行结束返回时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３．旅行社营业收入的账务处理

旅行社营业收入核算需要设置“主 营 业 务 收 入”账 户，该 账 户 为 损 益 类 账 户，
其贷方记录本期确认 的 主 营 业 务 收 入，借 方 记 录 期 末 转 出 的 本 期 实 现 的 收 入 合

计额，结转之后无余 额。该 账 户 按 照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的 具 体 内 容 设 置 明 细 分 类 账

户：“组团 外 联 收 入”、“综 合 服 务 收 入”、“零 星 服 务 收 入”、“劳 务 收 入”、“票 务 收

入”等。旅行社确认实现了主营业务收 入，借 记“银 行 存 款”、“应 收 账 款”等 账 户，
贷记“主营业务收入”账户。期 末 结 转 发 生 额 时，借 记“主 营 业 务 收 入”，贷 记“本

年利润”账户。
组团社营业收入核算的主要事项有组团时预收团费事项、旅 游 结 束 时 确 认 收

入事项。
【例９－１】北京大地 旅 行 社５月１日 组 团２８人 赴 西 安７日 游，预 收 团 费 每 人

３０００元。５月７日晚旅行团返回北京。应作会计分录如下：
预收团费时，
借：现金（银行存款） ８４０００
　贷：预收账款（应收账款）———西安团 ８４０００
旅游结束返回时，
借：预收账款（应收账款）———西安团 ８４０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组团外联收入 ８４０００
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两个账户虽然性质不同，前者是资产类账户，后者是负债

类账户，但是，可不设“预收账款”账户，而通过“应收账款”账户来反映预收账款事

项，以减少账户的使用数量。
接团社营业收入核算的主要事项有提供旅游服务确认收入、与 组 团 社 结 算 应

收款事项。
【例９－２】西安某旅行社接待北京大地旅行社赴西安旅行团２８人，该团５月７

日上午结束了在当地的旅游返回北京。根据结算单，全部费用为７２０００元，其中，
综合服务费为６９０００元，加项费用为３０００元。应作会计分录如下：

旅游结束，向组团社报送“结算通知单”时，
借：应收账款 ７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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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主营业务收入———综合服务收入 ６９０００
———地游加项收入 ３０００

与组团社结算后，
借：银行存款 ７２０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７２０００
（二）旅行社营业成本的核算

１．旅行社营业成本的具体内容

旅行社为游客提供旅游、观光、度假等各项服务所支出的费用是旅行社的主营

业务成本。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旅行社的营业成本项目包括

组团外联成本、综合服务成本、零星服务成本收入、劳务成本、票 务 成 本、地 游 及 加

项成本和其他服务成本。
组团外联成本，是指由组团社自组外联包价旅游团体或个人 按 规 定 开 支 的 住

宿费、餐费、旅游交通费、陪同费、杂费等。组团外联收入 中 包 括 代 收 收 入，组 团 外

联成本中也自然就包括代付的成本。
综合服务成本，是指接团社在接待旅行团过程中发生的代收 代 付 的 支 出 和 服

务费。
零星服务成本，是指接待零星旅游者或受托代办事项而支付的费用。
劳务成本，是指旅行社派出翻译、导游人员或聘请兼职导游人员参加全程陪同

而支付的费用。
票务成本，是指旅行社办理代售国际联运客票和国内客票而 发 生 的 订 票 手 续

费、包车费用和退票损失等。
地游及加项成本，是指接团社向游客收取的按旅游者要求增 加 的 计 划 外 当 地

旅游项目的支出。
其他服务成本，是指不属于以上项目的服务成本。

２．旅行社营业成本核算的特点

旅行社营业成本的核算对象是旅游服务项目。旅行社营业成本与其他企业成

本核算对象不同，不是以某一种实体作为成本核算对象，比如工业企业 的 产 品、商

品流通企业的商品等，而是以旅游服务项目作为成本核算对象。与特定 旅 游 服 务

项目相关的支出，构成这个项目的成本。与旅游服务项目本身无关的支出，作为旅

行社的期间性费用。
根据收入与费用配比的原则，收入与相关的成本费 用 应 同 期 入 账。但 是 组 团

社的营业成本是接团社与之结算费用而形成的，由于旅行团行程周期和费用结 算

周期的影响，很多情况下营业成本不能与营业收入同期得到确认。因此，组团社营

业成本的核算，在实际成本能够得到确认情况下，按照实际支付成本进 行 核 算；在

月末实际成本仍没有得到确认时，则要按照计划成本预提结转，等到实际成本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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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再进行事后调整。

３．旅行社营业成本的账务处理

旅行社营业成本核算需要设置“主营业务成本”、“预提费用”等账户。“主营业

务成本”账户是损益类账户，其借方记录旅行社本期发生的营业成本，贷方记录期

末结转至“本年利润”账户的营业成本合计金额；“预提费用”账户是负债类账户，主

要核算企业已确认为本期成本费用，但尚未实际支付的各项支出。
旅行社营业成本的核算，根据不同情况有实支成本核算与计 划 成 本 核 算 两 种

方法。
实支成本核算法是指旅行社营业成本按实际成本支出来核算的方法。组团社

在旅行团旅行结束，并在月末前接到接团社报来的费用结算通知单，经 审 核 无 误，
就可据以结转营业成本；而接团社在接待旅行团完毕，汇总实际成本支 出，据 以 核

算营业成本。
计划成本核算法是组团社在所组的旅行团旅行结束确认营 业 收 入 后，于 本 月

末仍未收到接团社的费用结算单时，为了使收入与成本费用能够同期入账，营业成

本就需要按协议价格或计划价格先配比入账，当实支成本与协议价格或计划价 格

不符时，再进行有关的调整。
当旅行社按实支成本核算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贷记“银行存款”或“应 付

账款”账户；当按计划成本核算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贷记“预提费用”账户，实

际结算后，借记“预提费用”，贷记“银行存款”账户。
【例９－３】５月２日，上海国际旅行社受北京国际旅行社的委托，接待一个２０

人的旅行团到上海旅游，为期５天。５月６日旅行团旅行结束返回北京后，上海国

际旅行社随即填写了“费用结算通知单”，内容如下：

综合服务费 １５０００

房费 ４０００

餐费 ６１００

票务手续费 ４００

门票 ２０００

合计 ２７５００

不久，接到银行通知，收到北京国际旅行社汇来的上述旅行团费用拨款。分别

编写两个旅行社有关的会计分录如下：
北京旅行社接到“费用结算单”时，按实支成本入账，
借：主营业务成本 ２７５００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 ２７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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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旅行社报送“费用结算单”时，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２７５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２７５００
上海旅行社收到收款通知时，

借：银行存款 ２７５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２７５００
【例９－４】某旅行社于月末计算营业成本时，尚未接到旅行已结束的某个旅游

团的接团社的“费用结算单”。财务部门根据计划收费标准，先计算预 提 成 本。各

项计划收费如下：

综合服务费 ２００００

全程陪同劳务费 ２１００

地游及加项费 ２５００

其他支出 ４８０

合　计 ２５０８０

日 后 接 到 接 团 社 转 来 的 该 团 结 算 通 知 单，总 金 额 为２５６００元，经 审 核，地

游 及 加 项 费 超 出 计 划５２０元，同 意 按 结 算 单 拨 付 款 项。组 团 社 有 关 会 计 分 录

如 下：

月末核算营业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２５０８０

　贷：预提费用 ２５０８０
收到费用结算单后，

借：预提费用 ２５０８０
主营业务成本 ５２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５６００
（三）旅行社营业税金的核算

营业税是对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 和 个 人 征 收 的 一

种税。旅游企业就其提供 旅 游 服 务 获 取 的 营 业 收 入 应 缴 营 业 税。其 有 关 的 计 算

如下：
应纳税额＝营业额×税率

营业额＝营业收入－准予扣除项目金额

其中营业收入是指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即旅行社提供旅游 服 务 而 向 旅 游 者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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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扣除项目金额是指营业收入总额中包含的代收代付项 目 金 额，如 代 旅 客

支付的给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交通费等，以及接团费支出。
旅行社为管理和经营活动所发生的自身应负担的费用 ，如本单位司机、导游工

资补贴、职工差旅费、交际费、修车费、停车费、过桥过路费、燃料费、保险费、广告宣

传费、陪同费等，不得作为扣除项目扣除其金额；旅行社利用自己的交通工具、食宿

服务设施，为旅客提供旅游必需的吃、住、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不得作为扣除项目

扣除其金额；旅行社如果没有分别核算代收代付费用和自身应负担费用，两者划分

不清的，不得作为扣除项目扣除其金额。
营业额具体来说应该是在旅行社组织境内游时，以收取的旅 游 费 减 去 代 旅 客

支付给其他单位的房租、餐费、交通费、门票费等代收代付费用后的余额；在旅行社

组织到境外游时，在境外改为由其他旅行社接团时，以全程旅游费减去付给接团社

的旅游费后的余额；在组织境内游，但改为由其他旅行社接团时，仍以全 程 旅 游 费

减去付给接团社的旅游费后的余额。
有关应交营业税的核算，参见第六章有关内容。

第二节　饭店客房业务的核算

饭店是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商品销售、洗 衣、健 身、美 容 美 发 等 多 项 服 务 的

综合性企业，其中，客房是饭店的基本经营业务之一，也是其基础业务，其他业务都

是通过客房业务来带动的。客房收入是饭店营业收入的重要来源，有关资料表明，
客户的出租收入约占整个饭店营业收入的４０％～５０％。所以有必要加强客房业务

的管理与核算。

　　一、客房业务的特点

１．饭店的客房销售是只出售使用权，不出售所有权。客 人 买 到 的 只 是 客 房 在

某一时期的住宿使用权，宾馆饭店通过反复出售客房获取收入。

２．客房的价值具有时效性。客房的价值随着时间而不断减少，因此，如果不能

出租，则减少的价值不能得到回收。所以提高和保持一定的客房出租率，是客房经

营管理的重要目标。

３．客房使用权出售价格呈现多样性。由于客房的价 值 随 时 间 流 失 不 能 保 存，
而客房出租业务又存在着很强的季节性，为提高客房的出租率，需要采取灵活的价

格策略。客房出租存在季节差价、时间差价、项目差价。价 格 的 种 类 有 标 准 房 价、
淡季价、旺季价、优惠价、折扣价等。

４．出租客房与提供住宿服务同步性。宾馆饭店出租 客 户 业 务，不 完 全 是 房 屋

租赁经营，其主要性质还是一种服务业务。宾馆饭店要向外出的客人提 供 基 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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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生活服务。

５．客房业务的会计核算主要核算客房出租的营业收入、营业 费 用 和 有 关 税 金

支出，不核算营业成本。客房具有一次性投资大，而经营周期较 短 的 特 点，并 且 房

屋出租与住宿服务相互交叉，出租用房与其他管理和经营活动用房不能完全划 分

开来，所以不适合也不容易进行成本的计算。因此，为简化饭店 的 会 计 核 算，会 计

制度规定客房出租业务不再进行成本的核算，而将其因提供服务而发生的各种 支

出，计入“营业费用”账户。客房部主要费用有工资费用、维修费用、低值 易 耗 品 摊

销费用、物料用品 消 耗 费 用、洗 涤 费 用 等。客 房 部 门 的 营 业 损 益 如 下 列 计 算 公 式

所示：
客房部利润＝客房营业收入－客房营业费用－客房营业税金附加

　　二、客房营业收入的核算

（一）客房营业收入的确认

客房营业收入来源于客房使用权的销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对 收 入 确 认 的 原

则和具体标准，客房一经出租，即客人办理完入住手续迁入房间，则不论 房 租 是 否

收到，都确认销售的发生和销售收入的实现，因此客房营业收入应以客房实际出租

时间作为入账时间。
（二）客房营业收入入账价格的确定

客房营业收入入账价格应按实际成交的价格计价。由于客房出租业务的特殊

性，为了最大化利用客房的效用，提高经济效益，需要根据市场的供求关 系 随 时 调

整客房出租的价格，形成多样化的客房价格体系，如标准房价、淡 季 价、旺 季 价、优

惠价、折扣价等。其中标准房价是由饭店制定并由物价部门审批的价格，并规定一

定浮动幅度，在规定的浮动幅度范围内，饭店可以自行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具体的出

租价格。不论采用哪种价格，客房销售的入账价格都是以实际出租的价 格 为 依 据

确定的。
（三）客房营业收入的账务处理

客房营业收入在“主营 业 务 收 入———客 房 收 入”账 户 中 核 算。每 个 营 业 日 结

束后，总台结账处汇 总 一 天 的 营 业 情 况，编 制“主 营 业 务 收 入 日 报 表”，包 括 客 房

出租收入，经过审核 报 送 会 计 部 门 作 为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入 账 的 原 始 凭 证。客 房 一

经出租，便应 确 认 收 入。客 房 出 租 收 入 的 结 算 方 式 可 以 有 现 收 制、预 收 制 和 应

收制。
【例９－５】某饭店某日的“主营业务收入日报表”中，客房收入为４６０００元，其

中：Ａ旅行社 尚 未 结 算 的 为１００００元，总 台 记 账 为２６０００元，现 金 结 算 金 额 为３
５００元，支票结算金额为４０００元，信用卡结算金额为２５００元，信用卡手续费为２００
元。编写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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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现金 ３５００
银行存款———支票 ４０００

———信用卡 ２５００
财务费用 ２００
应收账款———Ａ旅行社 １００００

———总台记账 ２６０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客房收入 ４６０００

　　三、客房营业费用的核算

客房营业费用的具体内容包括营业部门人员的工资费用、设施的维修费用、低

值易耗品摊销费用、物料用品消耗费用、洗涤费用，以及一些其他部门的 服 务 项 目

但为客房销售而服务的，如行李员运送行李的费用等。客房营业费用是 客 房 部 门

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但房屋建筑物等企业全部固定资产的折旧费不在其中，为简化

核算折旧费一律计入“管理费用”账户。
客房营业费用通过设置“营业费用”账户核算。每个会计期 发 生 的 营 业 费 用，

直接计入该账户，月末再将其转入“本年利润”账户。

第三节　饭店餐饮业务的核算

餐饮业务是宾馆饭店另一项基本业务，外出的宾客住和吃是 两 项 最 基 本 的 需

求，所以，宾馆饭店都一般具备提供餐饮服务的功能。除此之外，宾 馆 饭 店 的 餐 饮

业务服务的范围要远比客房服务的范围大，它不仅为宾馆中住宿的宾客服务，也可

以为社会其他消费 者 服 务，所 以，加 强 餐 饮 业 务 的 经 营 管 理 与 核 算 是 有 着 重 要 意

义的。

　　一、餐饮业务的特点

１．餐饮制品的生产、销售和就餐服务三项职能一体化。从餐饮业务整体来看，

它包括餐饮制品的生产加工功能、餐饮制品的销售功能以及消费者就餐过程的 服

务功能。所不同的是餐饮业的这三项功能不像其他行业的企业截然分 开，而 是 三

位一体化，提供良好的就餐环境和就餐服务与提供良好的餐饮制品同样重要，或更

有甚之。并且，生产费用、销售费用、服务费用划分不清，为成本费用项目的划分带

来一定的问题。

２．生产、销售、就餐服务三个环节同时进行。生产、销售、就餐服务三项功能不

仅一体化，而且在进行的时间上也不能明确划分。餐饮制品的销售一般是“单个”
生产加工，先订制，再按订单加工，服务贯穿整个就餐 过 程，并 且，周 期 很 短，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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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明确的成本计算对象，为单位成本的核算带来一定的困难。

３．生产成本与销售服务等其他费用划分不清，餐饮制品的生 产 成 本 只 涉 及 原

材料成本。产品的生产成本原本是有明确的范围的，即凡是与产品形成 或 取 得 有

关的支出，构成其产品的成本，与产品实体形成无关的支出，不能确认为 其 成 本 开

支。但餐饮制品有其特殊性，餐馆部门包括了生产加工、销售、就餐服务多个功能，
除了加工餐饮制品的原材料成本之外，其他支出都不能清楚地划分与制成品之 间

的相关关系，所以，餐饮制品成本的核算范围就只能是原材料成本，而不 包 括 其 他

原本相关的，但由于与其他费用划分不清而不能计入成本的支出。不计 入 成 本 的

支出，一律计入当期费用。

４．生产成本无法按单件餐饮制品核算，只能按部门 计 算 总 成 本。餐 饮 制 品 是

单个生产，这就使得餐饮制品不能按品种、步骤或批量为对象进行成本计算；然而，
由于餐饮制品基本上是“单个手工”制作，对于同一种餐饮制品，用料基本上是一致

的，所以也没有必要按单个制品进行成本核算。因此，餐饮制品的定价就需要按某

类制成品的配料定额成本和相应的毛利率或加成率来确定。

　　二、餐饮制品的定价及营业收入的核算

（一）餐饮制品配料定额成本的计算

餐 饮 制 品 配 料 定 额 是 指 制 作 一 份 某 种 餐 饮 制 品（如 菜 品）的 投 料 数 量 标 准。
餐 饮 制 品 的 质 量 除 取 决 于 加 工 者 的 技 术 水 平、原 材 料 的 质 量 之 外，投 料 数 量 的

标 准 化 是 一 个 关 键 的 因 素，所 以，对 于 餐 饮 制 品 都 应 制 定 相 应 的 配 料 定 额 进 行

控 制 和 管 理。同 时，餐 饮 制 品 配 料 定 额 也 是 进 一 步 计 算 配 料 定 额 成 本 的 基 础。
餐饮制品配料定额成本是指根据配料定额计算的餐饮制品的标准成本。配料

定额成本的作用不是进行餐饮制品成本核算，而是作为餐饮制品定价 的 依 据。餐

饮制品地方特色浓厚、花样品种繁多、规格不一，即便是不同企业生产同 一 种 餐 饮

制品，也不可能统一定价，这与工业制成品的定价是不同的。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根

据按质、分等论价的原则，采用对种类餐饮制品制定毛利率来进行物价 的 控 制，按

照餐饮企业的规格、条件等情况给出一定的毛利率变动幅度，在此范围内由企业确

定具体的毛利率，根据已定的毛利率和配料定额成本计算并确定具体餐饮制品 的

价格。配料定额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某种餐饮制品单位配料定额成本＝∑原材料净料投料定额×净料单价

制定餐饮制品的配料定额是以净料为计算基础的。一般购进的原材料大部分

属于毛料，即使用前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材料，其中包括次料和下脚料。净料是在

使用前要经过清洗、宰杀、拆卸、涨发等加工处理的原材料。
原材料经过加工处理得到净料，但是其价格需要重新计算取 得 净 料 单 位 成 本

（单价）。净料单位成本的计算分不同情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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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经过加工处理，只保留一种净料，其余为下脚料。下脚料没有利用价值

的净料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净料单位成本＝毛料总成本／加工后净料重量

【例９－６】某宾馆餐厅购进大虾２公斤，单价为８０元，总价为１６０元。经过加

工处理后得到虾仁１．７５公斤，其余为虾皮等下脚料，没有使用 价 值。计 算 虾 仁 的

单位成本：
虾仁的单位成本＝１６０／１．７５＝９１．４３元／公斤

如果下脚料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则要对其进行估 价，从 总 价 中 扣 除 之 后，再

计算净料成本。
【例９－７】某宾馆餐厅对购进的鲜牛肉进行处理，毛料的重量为３０公斤，单价

每公斤１８元，经处理后得到两部分，一部分是炸牛排用的净牛肉，重量为１６公斤，
另一部分是红烧牛肉的用料１２公斤，市场参考价格是每公斤１４元，其 余 为 损 耗。
计算净牛肉的单位成本。

净牛肉单位成本＝（５４０－１６８）／１６＝２３．２５（元／公斤）
如果原材料可分为几档净料，则与有利用价值的下脚料一样，需要估计其他档

净料的价值，再计算主要净料的成本。
【例９－８】延用【例９－７】净牛肉单位成本资料。假定该宾馆餐厅制作炸牛排，

已确定炸牛排的投料标准和单价，计算配料定额成本如下表：

制品名称：炸牛排 配料定额成本计算单 毛利率 ：５０％

材料名称 单　位 投料定额 单价（元） 成本金额

净牛肉 公斤 ０．３ ２３．２５ ７．００

橄榄油 公斤 ０．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０

面　粉 公斤 ０．１ ２．００ ０．２

鸡　蛋 公斤 ０．２ ０．８０ ０．１６

调　料 ３．００

合　计 １２．３６

（二）餐饮制品的定价方法

餐饮制品售价制定通常采用毛利率定价法和成本加成率定价法两种。

１．毛利率定价法

毛利率定价法又称内扣毛利率法，是以规定的毛利率和已计 算 的 配 料 定 额 成

本为基础以内扣的方式来确定餐饮制品售价的方法。售价包括成本和毛利额两部

分，毛利率是毛利额占售价的百分比，所以，
售价＝成本＋毛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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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１－毛利率）＝成本

售价＝配料定额成本／（１－毛利率）
【例９－９】承接【例９－８】，该宾馆餐厅餐饮制品的毛利率规定为５０％，确定炸

牛排的售价。
炸牛排的售价＝１２．３６／（１－５０％）＝２４．７２（元）

２．成本加成率定价法

成本加成率定价法又称外加毛利率法，是以规定的毛利率和 已 计 算 的 配 料 定

额成本为基础以外加的方式来确定餐饮制品售价的方法。为了区别，将 外 加 毛 利

率称为加成率，加成率是毛利额占成本的百分比，所以，
售价＝成本＋毛利额

加成率＝毛利额／成本×１００％
售价＝配料定额成本×（１＋加成率）

毛利率与加成率是根据同一个毛利额计算的，只是基数不同，一个是占售价的

百分比，一个是占成本的百分比，所以两者之间可以换算，其换算公式如下：
加成率＝毛利率／（１－毛利率）×１００％

或者：毛利率＝加成率／（１＋加成率）×１００％
【例９－１０】承接【例９－９】，用加成率定价法确定炸牛排的售价。

加成率＝５０％／（１－５０％）×１００％＝１００％
炸牛排售价＝１２．３６×（１＋１００％）＝２４．７２（元）

（三）餐饮营业收入的账务处理

根据宾馆饭店的“主营业务收入日报表”中有关餐饮收入的信息，计入“主营业

务收入———餐饮收入”账户。有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现金（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餐饮收入

期末，“主营业务收入———餐饮收入”账户发生额合计数结转“本年利润”账户。
“主营业务收入———餐饮收入”账户结转后无余额。

　　三、餐饮营业成本的核算

餐饮制品的配料定额成本不是餐饮业务成本核算的依据，只 是 餐 饮 制 品 的 质

量控制和制定其价格的工具。餐饮业务的营业成本是以整个营业部门为单位计算

的餐饮制品所耗原材料的实际总成本。由于餐饮业务的独特性，其他成本项目，如

人员工资、设备的折旧费用、就餐过程中的消耗物料用品等，一律计入营业费用，不

作成本核算的内容。
由于餐饮部门 取 得 餐 饮 用 原 材 料 的 方 式 不 同，营 业 成 本 以 不 同 方 式 来 归 集。

归集的营业成本通过“主营业务成本———××餐厅”账户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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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从仓库领用 原 材 料，借 记“主 营 业 务 成 本———××餐 厅”，贷 记“原 材 料”账

户。其计价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存货数量的盘存制度（即采用永续盘存制或实

地盘存制）；二是发出存货采用的计价方法（即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

法等）。

２．餐厅直接采购的原材料，不经 过 库 存，直 接 计 入“主 营 业 务 成 本———××餐

厅”，贷记“现金”等账户。其计价按照采购的发票账单上标明的价格。

３．不同营业部门之间调拨的原材料，作明细账户之间的结转。借记“主营业务

成本———Ａ餐厅”，贷记“主营业务成本———Ｂ餐厅”等。
其餐饮业务的营 业 费 用 和 应 交 税 金 的 核 算，在 这 里 不 再 赘 述，参 考 前 面 有 关

内容。

第四节　饭店商品经销业务的核算

商品经销业务是指宾馆饭店内部设有的购物商场所进行的商品买卖活动。宾

馆饭店开设商品经销业务，主要是为住店的宾客提供商品销售服务，因此提供的商

品主要是日用百 货、旅 游 纪 念 品、食 品 饮 料 等。由 于 商 品 销 售 服 务 的 性 质 比 较 特

殊，一般采用现金交易，不计入一次性结账系统。

　　一、商品经销业务核算的方法

宾馆饭店经营商品销售业务主要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核算。售价金额核算

法是对商品的购、销、存均采用售价记账，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同时用售价对商品

实物进行控制。月末，按商品的进销差价进行调整，将按售价结转的成本还原为进

价成本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要点是：

１．建立商品实 物 负 责 制。商 场 或 商 品 部 可 按 商 品 种 类 或 经 营 要 求 分 营 业 柜

组，并确定负责人，商品拨付给营业柜组按售价计价，实物负责人对所经 营 的 商 品

按售价承担经济责任。

２．会计核算采用售价记账。商品的会计核算须设置“库存商品”和“商 品 进 销

差价”账户，其中“库存商品”账户应按营业柜组或实物负责人设置明细分类账户。
“库存商品”及明细账均按商品的售价记录商品的采购验收、销售发出和期末结存，
简化了商品销售发出时的计价问题。商品购进时，其实际成本为商品的进价，也称

进价成本。进价成本等于售价成本减去商品进销差价，分别计入 “库存商品”和“商

品进销差价”中。销售发出商品时，按账面的价值（售价）进行成本的 结 转。月 末，
集中将商品进销差价在已售商品和库存商品之间进行分配，调整按售价结转的 商

品销售成本为进价成本。

３．定期进行实物盘点。虽然建立了商品实物的责任 制，并 用 商 品 的 售 价 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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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控制，但为了进一步保证企业实物资产的安全完整，还必须定期对商品进行全

面盘点，以检查实物负责人责任的履行。

　　二、商品采购的核算

商品购进按进货计划进行，实物负责人根据商品经营计划和 商 品 的 库 存 情 况

以及需要提出进货计划，经主管人员批准，即可进行采购活动。商品采购的交接方

式有提货制、送货制和发货制三种。不论采用哪种方式，商场都应于商品运到时进

行认真验货，通常由实物负责人按照发票上所列出的内容，逐一检查商 品 的 规 格、
编号、品名、数量、单价和金额等无误后，填制“商品验收单”一式数联，并签字盖章。
其中一联随同发票一起送交财务审核入账。财务部门接到有关凭证进 行 审 核，审

核无误后计入“库存商品”和“商品进销差价”。
“库存商品”账户是资产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自有的库存商品，包括存放在仓

库、门市部、寄存在外库、委托代销和陈列展览的商品。在售价核算法下，该账户借

方记录购进已验收商品的售价金额，贷方记录按售价结转的已售出商品的成本，期

末余额为尚未售出的商品售价金额。“库存商品”账户按营业柜组或实物负责人进

行明细分类核算。
“商品进销差价”账户是“库存商品”账户的抵减账户，因此也属于资产类账户，

用于核算商品售价与商品进价之间的差额。库存商品增加时所发生的差价计入该

账户的贷方，库存商品减少时，减少的商品应分摊的差价从其账户的借 方 转 出，期

末，余额一般在贷方，表示期末库存商品应分担的差价。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库存商

品账面余额（售价）不作调整，但编制会计报表时，所列存货价值则应是商品的进价

成本而不是售价成本。
【例９－１１】某宾馆饭店商品部采购了一批雨伞，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商品买价为４０００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６８０元，采购费用３０元，货款及税款均已

用支票支付，采购费用现金支付。商品已由百货柜组验收入库，其售价为５０００元。
编写会计分录如下：

借：库存商品———百货柜 ５０００
　贷：商品进销差价———百货柜 １０００

银行存款 ４０００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６８０
　贷：银行存款 ６８０
借：营业费用 ３０
　贷：现金 ３０
现行制度规定，库存商品按实际成本计价。国内采购 商 品 的 实 际 成 本 为 商 品

的进价成本，采购过程中发生的采购费用和商品损耗不计入商品成本，而作营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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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算。进口商品的进价成本是商品到岸价（到岸前一切相关支出）加上进口环节

的税金支出。进关后的国内费用不计入成本，作营业费用处理。

　　三、商品销售的核算

商品部销货收款方式可以是营业员直接收款，也可以是设专门的收银台收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 应 当 制 定 相 应 的 货 款 管 理 制 度，明 确 货 款 上 交 的 时 间 和 手

续。每个营业日终了，由各实物负责人或收银员，根据本日的销 货 款 收 入，填 制 内

部缴款凭证和“商品进销存日报表”，连同销货款一同送交财务部门的出纳员点收，
出纳员点收后，退回一联缴款凭证，作为已收款的证据，留下的缴款凭证 作 为 财 务

部门入账的依据。商品销售业务的核算是通过设置“主 营 业 务 收 入———商 品 销 售

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商品销售成本”账户来完成。
“主营业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账户是损 益 类 账 户，贷 方 记 录 发 生 的 商 品

销售收入，借方记录销售的退回与折让，以及期末结转“本年利润”账户的销售收入

净额。由于零售商业主要针对个人消费者，商品的售价往往是 价 税 合 一 的，因 此，
确认的销售收入是含税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商品销售成本”账户也是 损 益 类 账 户，不 同 的 是 该 账 户 借

方记录本期结转的已售商品的售价成本（含税），贷方记录的是到期末止已售商品

应分摊的商品进销差价（含税），以及期末结转“本年利润”账户的本期已售商品的

进价成本（不含税）。
【例９－１２】某宾馆饭店的商品部，６月５日的“商品进销存日报表”列明百货柜

销售额为４６８０元（含税），食品柜销售额为１１７０元（含税）。根据内部缴款凭证，
两个柜组共交来现金５８５０元。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现金 ５８５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百货柜） ４６８０

（食品柜） １１７０
借：主营业务成本———商品销售成本（百货柜） ４６８０

（食品柜） １１７０
　贷：库存商品 ５８５０

　　四、期末商品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的调整

期末应将确认的含税收入调整为不含税收入加应交增值税 销 项 税 额，同 时 还

应将销售成本的售价金额调整为进价金额。销售成本的售价金额虽然 是 含 税 的，
但商品进销差价也是含税的，因此，两者相抵就得到销售成本的不含税 进 价 成 本，
也就是商品的实际成本。

销售收入调整参见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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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成本平日按商品的售价结转，月末需要将其调整为进价成本，以便计算当

月的经营成果。这就需要计算商品的进销差价分配率，简称差 价 率。差 价 率 的 计

算方法有三种：

１．综合差价率计算法

综合差价率计算法就是按全部商品的存销比例分配进销差价的一种方法。如

以下计算公式所示：

综合差价率＝
商品进销差价月初余额＋本月发生额合计

月末商品结存金额＋本月商品销售收入 ×１００％

本月已售商品进销差价＝本月商品销售收入×综合差价率

综合差价率计算方法简便，但综合的计算方式会与具体商品 的 情 况 有 较 大 的

出入，不够准确。

２．分柜组差价率计算法

分柜组差价率计算法是按各营业柜组的商品存销比例，分别 分 配 商 品 进 销 差

价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同综合差价率计算法。分柜组计算差价率显然比综合计

算差价率准确了一些。

３．盘存商品实际差价计算法

盘存商品实际差价计算法是先计算期末库存商品的进销差 价，进 而 倒 推 计 算

已销商品进销差价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期末库存商品进销差价＝期末库存商品售价总额－期末库存商品进价总额

已售商品进销差价＝结转前商品进销差价总额－期末库存商品进销差价

盘存商品实际差价计算法实际上是与存货实地盘存制相结 合 使 用 的，是 以 期

末商品实际盘点的数量为基础进行计算的。并且它是以单个种类的商品为计算对

象的，因此，计算的结果更为符合具体商品的情况。
【例９－１３】某宾馆饭店的商品部６月３０日进行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的调整，

调整前：“商品 进 销 差 价”账 户 余 额 为３８４００元，“库 存 商 品”账 户 余 额 为６６４００
元，“主营业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账户余额为９３６００元，该企业 适 用 增 值 税

率为１７％，采 用 综 合 差 价 率 计 算 法 分 摊 商 品 进 销 差 价。有 关 计 算 与 会 计 分 录

如下：
（１）本月增值税销项税额＝９３６００／（１＋１７％）×１７％＝１３６００（元）

本月销售额＝９３６００－１３６００＝８００００（元）

借：主营业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 １３６００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３６００
（２）综合差价率＝３８４００／（６６４００＋９３６００）×１００％＝２４％

本月已售商品进销差价＝９３６００×２４％＝２２４６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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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商品进销差价 ２２４６４
　贷：主营业务成本———商品销售成本 ２２４６４

　　五、商品存储过程的核算

商品在存储过程中会发生调价、削价的情况，因为库存商品是按售价进行记账

的，因此需要进行账务处理。另外，由于商品销售业务采用售价 金 额 核 算 方 法，只

记金额不记数量，因此，应当加强存货的实物管理与控制，严格执行存货 的 定 期 盘

点制度，并对存货清查盘点的结果进行账务处理。
（一）商品调价的核算

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动，在物价管理权限内对某些正常完好的 商 品 进 行 售 价 的

调整为商品调价。商品调价是企业正常经营的需要。
商 品 部 在 接 到 调 价 通 知 之 后，有 关 人 员 应 对 拟 调 价 商 品 进 行 盘 点，查 明 调

价 商 品 的 数 量，并 计 算 调 价 的 金 额，填 制“商 品 调 价 报 告 单”，报 送 财 务 部 门

入 账。
在进价一定的情况下，售价调高或调低一般是在进 价 和 售 价 之 间，所 以，只 需

调整库存商品账面成本（售价成本）和商品进销差价即可。售价调高时，借记“库存

商品”，贷记“商品进销差价”账户；售价调低时，借记“商品进销差价”，贷记“库存商

品”账户。
（二）商品削价的核算

由于库存商品的残损、变质、冷背、呆滞等原 因，使 商 品 变 得 不 好 销 售，为 减 少

经济损失，通常采用降价方式进行处理。
商品削价前，也应该进行削价商品的实地盘点，查明数量，计算削价损失，填制

“商品削价报告单”，报请有关部门批准，经批准后报送财务部门入账。
商品削价是商品售价的调低。商品售价调低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削价后

的新售价不低于进价。这种情况下的削价只是削减了商品进销差价，并 未 对 企 业

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借记“商品进销差价”，贷记“库存商品”账户；第二，是削价后

的新售价低于进价。这种情况下的削价不只是抵消了全部的商品进销 差 价，而 且

商品的进价也不能全部收回，造成经济损失。因此，账务处理应借记“商 品 进 销 差

价”，“营业外支出”账户，贷记“库存商品”账户。
（三）商品清查结果的核算

商品在库存过程中，由于保管不当、进出库计量不准、非 常 损 失 或 贪 污 盗 窃 等

原因，会出现商品的实物数量与账面记录不符的情况。对于账实不符，必须进行调

账，达到账实相符。并且对账实不符情况的原因予以追究，查明原因，落实责任，完

善商品管理制度。所以，必须定期对商品等财产物资进行盘点，这就是财产清查制

度。在财产清查中，不仅可以反映出库存商品的溢缺，而且还可以反映出商品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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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好、有无串号情况、储备是否合理、有无冷背呆滞商品，等等。清查结果如果

出现账实不符，需要调整账簿记录，并且确认盘盈盘亏造成的损益，这就 是 财 产 清

查结果的账务处理。
企 业 存 货 清 查 制 度 是 建 立 在 存 货 的 永 续 盘 存 制 基 础 上 的，通 过 商 品 的 实

地 盘 点，进 行 账 实 核 对，并 将 账 存 和 实 存 的 数 量 和 金 额，以 及 账 存 与 实 存 的 差

异（盘 亏 或 盘 盈），填 制“商 品 盘 点 溢 缺 报 告 单”，作 为 追 查 原 因 做 出 处 理 的

依 据。
存货清查结果账务处理通常分为两步，通过“待处理财产损 益”账 户 进 行。财

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商品盘点溢缺报告单”，先调整“库存商品”账户的记录，盘盈

时，借记“库存商品”账户，盘亏时，贷记“库存商品”账户，以达到账实相符，盘盈盘

亏的金额转入“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待对商品盘盈盘亏情况的原因进行调 查，
有关部门对此做出处理决定后，财务部门再将待处理财产损益做出确认损益的 处

理。确认盘盈盘亏金额时，是按不含税进价成本确认的，如果原 价 难 以 查 找，一 般

可以按上月综合或分类差价率进行调整，即原进价＝售价×（１－上月综合或分类

差价率）。
商品盘盈时，按售价 借 记“库 存 商 品”账 户，按 进 价 贷 记“待 处 理 财 产 损 益”账

户，二者之差贷记“商品进销差价”账户；经批准处理后，借记“管理费用”，贷记“待

处理财产损益”账户。
商品盘亏时，按进价 借 记“待 处 理 财 产 损 益”账 户，按 售 价 贷 记“库 存 商 品”账

户，二者之差借记“商 品 进 销 差 价”账 户；经 批 准 处 理 后，根 据 不 同 盘 亏 原 因，借 记

“管理费用”（在 减 去 责 任 人 的 赔 偿 或 保 险 公 司 的 赔 付 后）、“营 业 外 支 出”（非 常 损

失）等账户，贷记“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

　　案　例：

某旅行 社 外 联 部 接 受 海 南 某 接 团 社 报 价，接 团 社 报 价 的 内 容：①交 通 费 每 人

１００元，②住宿费每人２００元，③餐费每人１２５元，④门票每人９５元，⑤导游服务费

每人２０元，合 计 每 人５４０元，１０人 团 总 价 为５４００元。通 过 谈 价 确 定 价 格 为

４８０元／人，１０人团总价为４８００元。组团社通过联系协商，优惠飞机票每人１２００
元，每 人 总 计 为 １６８０ 元，旅 行 社 每 人 加 ２００ 元 毛 利 后，对 外 发 布 报 价 为

１８８０元／人，１０人团总价为１８８００元。
所含内容：
（１）往返飞机票（１２００元）；
（２）住宿三星级酒店标准间（或同级）；
（３）餐费（四早餐七正餐）；
（４）交通：空调巴士（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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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旅行社责任险；
（６）导游服务费；
（７）景点第一大门票费。
不含内容：
（１）机场建设费、航空保险；
（２）人身意外伤害险；
（３）本地市内到机场交通费；
（４）第一天午餐；
（５）小门票。
通过广告１０人的海南团组成，旅行社向旅客收取款项每人１８８０元／人。发团

时，旅行社支付飞机票１２０００元，其他款项４８０００元由全陪导游携带到海南。海

南团到达海南后，全陪导游先付接团社５０％代收代付费用 ，待团结束旅游再付另

外的５０％。
接团社派导游接团，到各旅游点旅游，按照事先规定 的 旅 游 计 划 支 付 了 门 票、

交通费、餐费、住宿费和导游服务费。接团社导游费共计４５００元（４５０元／人），接

团社与各旅游单位签有协议可以赊账，待旅游团旅游结束离开后再作结算。
增加报价中不包含的景点门票、娱乐项目、餐费、酒水、行程之外的交通及导游

服务费，接团社导游代收代付，直接结清。
旅游团顺利完成旅游，组团社全陪导游付清余款，回到组团社报账。
要求：分别找出组团社和接团社的会计事项，做出有关的会计处理。

　　思考题

１．旅行社经营业务的特点是什么？

２．旅行社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３．旅行 社 营 业 成 本 什 么 情 况 下 按 实 支 成 本 核 算？ 什 么 情 况 下 按 计 划 成 本

核算？

４．旅游饭店客房业务的特点是什么？

５．旅游饭店客房业务的利润等于什么？为什么没有营业成本？

６．旅游饭店餐饮业务的特点是什么？

７．旅游饭店餐饮制品是如何定价的？定价的方法是什么？

８．旅游 饭 店 的 餐 饮 营 业 成 本 是 配 料 定 额 成 本 吗？ 配 料 定 额 成 本 的 作 用 是

什么？

９．旅游饭店商品销售业务采用什么方法核算？其方法的要点是什么？

　　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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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１．旅行社组织境外旅游者到国内旅游，应以旅游团队（　　）时确认 主 营 业 务

收入的实现。

　　　　　　　　　　　　　　　　　　　　　　　　Ａ．收取团费 Ｂ．旅行团出发

Ｃ．旅行结束 Ｄ．离境或离开本地

２．组团社的营业成本是（　　）。

Ａ．综合服务成本 Ｂ．劳务成本

Ｃ．接团社与组团社的结算款项 Ｄ．员工工资

３．旅行社组织旅行团，预收的团费应当在（“　　”）账户中核算。

Ａ．其他应收款 Ｂ．应付账款 Ｃ．应收账款 Ｄ．其他应付款

４．组团社期末尚未收到接团社的一个旅行已结束的旅行团 的 费 用 结 算 清 单，
组团社期末成本核算应当（　　）。

Ａ．以实支成本结转 Ｂ．以计划成本结转

Ｃ．暂不作处理 Ｄ．以营业收入结转

５．旅游饭店经营业务中最主要的业务是（　　）。

Ａ．客房业务 Ｂ．餐饮业务 Ｃ．商品销售业务 Ｄ．商务服务业务

６．客房主营业务收入确认的时间应当为（　　）。

Ａ．客人预订时 Ｂ．客人办理完入住手续后

Ｃ．客人离店时 Ｄ．客人结算时

７．客房主营业务收入的入账价格应当为（　　）。

Ａ．标准价 Ｂ．折扣价 Ｃ．实际出租价 Ｄ．计划价

８．旅游饭店餐饮业务的主要职能有（　　）。

Ａ．餐饮制品生产 Ｂ．餐饮制品销售

Ｃ．提供就餐服务 Ｄ．餐饮制品外卖

９．餐饮制品的生产成本核算的项目是（　　）。

Ａ．餐饮原材料 Ｂ．能源 Ｃ．人工费 Ｄ．折旧费

１０．餐饮制品生产成本计算是按（　　）计算的。

Ａ．单件制品 Ｂ．批量制品 Ｃ．配料定额成本 Ｄ．部门

１１．配料 定 额 成 本 ＝ ∑ （投 料 定 额 × 单 价）。其 中，各 种 材 料 的 单 价 是

指（　　）。

Ａ．材料采购的单价 Ｂ．净料的单价

Ｃ．计划单价 Ｄ．估价

１２．餐饮制品的成本加成定价法的计算公式应为（　　）。

Ａ．配料定额成本／（１＋加成率）

Ｂ．配料定额成本×（１－加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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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配料定额成本／（１－加成率）

Ｄ．配料定额成本×（１＋加成率）

１３．餐饮制品的毛利率定价法的计算公式应为（　　）。

Ａ．配料定额成本／（１＋毛利率）

Ｂ．配料定额成本×（１－毛利率）

Ｃ．配料定额成本／（１－毛利率）

Ｄ．配料定额成本×（１＋毛利率）

１４．“商品进销差价”账户是（　　）账户的抵减账户。

Ａ．“物资采购” Ｂ．“库存商品”

Ｃ．“主营业务成本” Ｄ．“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旅游饭店商品部期末计算已售商品应分摊商品进销差价后，应作会计分录

为（　　）。

Ａ．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商品进销差价

Ｂ．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商品进销差价

Ｃ．借：商品进销差价

贷：主营业务收入

Ｄ．借：商品进销差价

贷：主营业务成本

１６．商品采购费用应当计入（　　）账户。

Ａ．物资采购 Ｂ．主营业务成本 Ｃ．营业费用 Ｄ．管理费用

二、多项选择题

１．旅行社的经营业务内容主要包括（　　）。

Ａ．组团社 Ｂ．接团社 Ｃ．组团招徕

Ｄ．导游接待 Ｅ．景点接待

２．属于旅行社营业成本的项目有（　　）。

Ａ．旅行社接待包价旅游团体或个人按规定开支房费、餐费等费用

Ｂ．旅行社接待零星旅游者的费用

Ｃ．地游及加项支出

Ｄ．广告宣传费

Ｅ．业务部门的人员工资

３．组团社在核算营业成本时可采用的方法有（　　）。

Ａ．成本法 Ｂ．权益法 Ｃ．实支成本核算

Ｄ．计划成本核算 Ｅ．估计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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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旅游饭店客房业务的特点有（　　）。

Ａ．旅游饭店的客房销售是只出售使用权

Ｂ．客房的价值具有时效性

Ｃ．客房使用权出售价格呈现多样性

Ｄ．出租客房与提供住宿服务同步性

Ｅ．会计上主要核算客房出租的营业收入、营业费用和有关税金支出，不核算

营业成本

５．餐饮用原材料按存放地点可分为（　　）。

Ａ．在途材料 Ｂ．入库管理类 Ｃ．使用部门直接采购

Ｄ．粮食类 Ｅ．副食类

６．商品销售业务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对商品进行管理与核算，该 方 法 的 特

点有（　　）。

Ａ．以商品的进价进行控制 Ｂ．以商品的实物数量进行

Ｃ．建立实物负责制 Ｄ．定期实物盘点

Ｅ．售价记账

７．下列餐饮制品定价方法的计算公式是正确的有（　　）。

Ａ．加成率＝毛利率／（１－毛利率）×１００％
Ｂ．加成率＝毛利率／（１＋毛利率）×１００％
Ｃ．毛利率＝加成率×（１＋加成率）×１００％
Ｄ．毛利率＝加成率／（１－加成率）×１００％
Ｅ．毛利率＝加成率／（１＋加成率）×１００％

８．商品部期 末 对 商 品 销 售 收 入 和 商 品 销 售 成 本 要 进 行 调 整，其 调 整 的 内 容

是（　　）。

Ａ．调整商品销售的含税收入为不含税收入

Ｂ．调整商品销售的不含税收入为含税收入

Ｃ．调整预收收入为主营业务收入

Ｄ．调整商品销售进价成本为售价成本

Ｅ．调整商品销售售价成本为进价成本

三、判断题

１．旅游饭店的客房业务成本是建筑物的折旧费用。（　　）

２．旅游饭店的客房业务销售的是建筑物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

３．旅游饭店的餐饮业务成本应当等于餐饮制品数量×单位成本。（　　）

４．旅游饭店的餐饮制品定价是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制定的。（　　）

５．“商品进销差价”账户是资产账户。（　　）

６．旅游 饭 店 商 品 销 售 业 务 的“库 存 商 品”账 户 是 以 商 品 的 进 价 成 本 记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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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７．商品销售收入应是含税收入。（　　）

８．旅行社期末结转营业成本时，如果接团社尚未转来费用结算通知单，可以计

划成本作为主营业务成本。（　　）

９．“预收账款”账户是负债类账户，所以不能用“应收账款”代替使用。（　　）
四、核算题

１．目的：练习旅行社营业收入的核算。
资料：（１）某旅行社组团赴海南岛７日游，一行３０人，每人收费４５００元，款项

已收妥入账。
（２）海南团返回出发地。
（３）北京某旅行社受托接待广州旅行团一行１７人为期３天的在北 京 的 旅 游。

旅游结束时，财务部门根据陪同人员填写的“旅游团接待活动情况表”及其所附的

该团“日程计划表”等记录，结合本地区的收费标准，填制并计算该团的“费用结算

通知单”，内容如下：

综合服务费 １２０００

房费 ３６００

餐费 ５９３０

票务手续费 ３００

门票 ８５０

合　计 ２１６８０

（４）不久，旅行社接到银行通知，收到组团社汇来的上述旅游团费用拨款。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作会计分录。

２．目的：练习旅行社营业成本的核算。
资料：（１）某旅行社导游准备带青岛三日游的旅游团，预借旅游费１００００元，财

务部门给付现金。
（２）在青岛三日游 结 束 后，导 游 报 销 各 项 旅 游 团 费 用１００００元。在 旅 行 过 程

中，根据游客的要求增加品尝风味费用２０００元，增加参观景点费用１０００元，加收

１０％服务费后，由 客 人 以 现 金 支 付。财 务 部 门 与 导 游 结 清 旅 游 费 用 并 结 转 营 业

成本。
（３）某旅行社月 末 结 账 时，尚 未 接 到 已 结 束 旅 行 的 某 旅 行 团 的 接 待 旅 行 社 的

“费用结 算 通 知 单”，准 备 根 据 计 划 收 费 标 准，先 结 转 营 业 成 本。计 划 收 费 标 准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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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费 １００００

全程陪同服务费 ２０００

地游及加项费 ４０００

其他费用 ８００

合　计 １６８００

（４）收到“费用结算通知单”后，总金额为１９８００元，经审核，其中，综合服务费、
全程陪同服务费、其 他 费 用 与 计 划 标 准 相 符，地 游 及 加 项 费 比 计 划 标 准 超 出３００
元。旅行社同意按结算通知单拨付款项。

要求：根据上述经济业务作会计分录。

３．目的：练习餐饮制品配料定额成本的计算。
资料：（１）某旅游饭店餐饮部的炸牛排，其配料定额成本计算单如下：

制品名称：炸牛排 配料定额成本计算单 毛利率：５０％

材料名称 单　位 投料定额 单价（元） 成本（元）

净肉 公斤 ０．３０

豆油 公斤 ０．１０ ６．００ ０．６０

面粉 公斤 ０．１０ ２．００ ０．２０

鸡蛋 公斤 １．００ ０．３５ ０．３５

调料 ４．００

合　计

（２）餐饮部购进冻牛肉１００公斤，每公斤进价为１５元，总计为１５００元，经加工

得到净牛肉６７．８公斤，牛筋１５公斤，每公斤８元，下脚料８公斤，每公斤３元，其余

为损耗。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计算炸牛排的配料定额成本；确定炸牛排的价格。

４．目的：练习商品销售的核算。
资料：（１）某旅游饭店商品部１２月１日“商品进销差价”账户余额８３００元，“库

存商品”账户余额４１５００元。
（２）１２月商品销售额共计３５１００元（含税）。没有采购商品。
（３）月末，计算综合差价率，调整商品销售成本。
（４）月末，调整商品销售含税收入为不含税收入。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进行有关的计算并作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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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旅游企业会计报表

第一节　会计报告概述

　　一、旅游企业会计报告的构成内容

旅游企业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三部分组成。
（一）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由主表及附表组成。主表与附表之间存在 着 密 切 联 系，主 表 概 括 地

说明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情况。附表的内容是对主表 中 的 重 点

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展开说明。主表及附表反映了会计信息不同层面的内容。主表

由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组成，附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的附表（资产减值准

备明细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增减变动表）；利润表的附表（利润分

配表）等。
（二）报表附注

报表附注是对主表及附表的补充，针对报表所不能包括的内容，或者披露不够

详尽的内容作进一步的文字说明和解释，以便于会计报表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 使

用会计信息。会计报表附注应当按照一定的方式披露，有关信息应当与 会 计 报 表

项目相互参照。会计报表附注提供的信息十分广泛，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年

度会计报表附注至少应当披露如下信息：

１．不符合会计核算前提的说明；

２．重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算的说明；

３．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算变更的说明；

４．或有事项和承诺事项的说明；

５．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６．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７．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的说明；

８．企业合并、分立的说明；



２０９　　
第十章　旅游企业会计报表

９．会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

１０．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的说明；

１１．合并报表的说明；

１２．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三）财务情况说明书

财务情况说明书是对企业一定会计期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进 行 分 析 总 结 的

书面文字报告，是会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情况说明书的内容一般包括：

１．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情况；

２．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３．资金增减和周转情况；

４．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是我国近年来要求企业必须提供的信息披露

内容，随着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其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二、会计报表的概念及作用

会计报表是会计主体正式对外揭示或表述会计信息的书面文件。它是对日常

会计核算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归类、汇总后编制的，是以一定格式和内容综合反映

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报告文 件。会 计 报

表的编制是旅游企业会计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也是会计核算的重要方法之一。
企业日常发生的一切经济业务，按一定的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在相关的凭证

和账簿中得到全面系统的确认、计量和记录。但这些日常核算资料数量庞大，且比

较分散，不能集中概括地说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不 便 于 直

接向报表使用者报送。为此，就有必要定期地将日常会计核算资料进一步加工、整

理、归集、汇总，形成以表格形式为主的，直观且易于比较的报告 形 式，总 括 地 反 映

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及其结果，满足旅游企业的投资者、潜在投资者、债 权 人 等 信

息使用者的需要，以便他们据此做出投资、撤资、转让、信贷等方 面 的 决 策；满 足 国

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制定宏观经济决策的需要；满足旅游企业管理者及时了解 企

业内部情况，做出相应的经营决策的需要；满足旅游企业职工、经营伙伴 和 社 会 公

众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需要。

　　三、会计报表的种类

会计报表可按不同的特征进行分类：

１．按服务对象分类，可分为对外会计报表和对内会计报表两种

对外会计报表：指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要在公历满一年时对外

报送会计报表，为企业投资者、潜在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职能 部 门、社 会 公 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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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情权服务，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依据。合法、公允的会计报表反映了企业一定时

期财务状况、财务成果的形成和分配，现金的流入、流出及现金流量变动情况，是总

结性文件。其具体格式和编报方法均由我国财政部统一制定，任何单位 都 不 得 随

意变更，各行业会计报表的格式没有区别，所以说旅游企业也要按照我国统一会计

制度的要求，编制格式统一的会计报表。
对内会计报表：指企业管理者出于管理和决策的需要，要求会计人员提供反映

产品成本、费用支出、资金使用状况等会计信息，这些信息只服务于企业 内 部 管 理

的需要，编报具体格式、编制时间和编制方法由企业自行设计，只对内不对外报送，
报表内容一般属于商业机密。

２．按编制时间分类

可分为年度会计报表、中期会计报表两种。
年度会计报表：指一个公历年度从开始至终了时期的报告。
中期会计报表：指不足一个公历年度时期的报告。包括半年度、季度和月度报

告。年度和半年度会计报表是重要的对外报告，内容较季度和月度报告要详细。

３．按会计主体法人级次分类

可分为个别会计报表、合并会计报表两类。这种划分 是 在 企 业 对 外 单 位 进 行

投资的情况下，由特殊的股权关系形成的。
个别会计报表是指由被投资企业（单级法人主体）编制，只反映自身 的 财 务 情

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会计报表，包括对外、对内会计报表。
合并会计报表是指由母公司和子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多级法人主 体），在 母

公司和子公司单独编制的个别会计报表基础上，母公司将子公司报表合并到母 公

司报表中，综合反映企业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会计报表。合并会

计报表一般只编制对外会计报表。

４．按管理的上下级分类

可分为下级单位会计报表、上级汇总会计报表两类。
下级单位会计报表是指从管理的角度看，由独立核算的下级 基 层 会 计 主 体 编

制的用以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报表。
上级汇总会计报表是指由上级主管部门将其所属各基层经济单位的会计报表

进行汇总编制，用以反映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经济情况的会计报表。对 外 会 计 报

表汇总见表１０－１：

表１０－１　旅游企业对外会计报表一览表

编　号 会计报表名称 编报期

会服０１表 资产负债表 中期报告、年度报告

会服０２表 利润表 中期报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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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　号 会计报表名称 编报期

会服０３表 现金流量表 （至少）年度报告

会服０１表附表１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年度报告

会服０１表附表２ 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 年度报告

会服０１表附表３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中期报告、年度报告

会服０２表附表１ 利润分配表 年度报告

会服０２表附表２ 分部报表（业务分部） 年度报告

会服０２表附表３ 分部报表（地区分部） 年度报告

　　四、会计报表编制及保管要求

（一）会计报表编制的要求

１．做好编报准备工作

在编制会计报表前，应全面清查资产、核实债权债务、核对会计凭证、账簿记录

及相关会计资料，按时结账，做到账证、账账、账实相符无误。

２．依法编制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统一会计报表格式和内容，根据真实的交易、

事项以及完整、准确、核对无误的账簿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编制会计报 表，做 到 内

容完整、数据真实、计算准确、不得漏报、假报、误报，不得任意取舍。向不同的会计

信息使用者提供的会计报表，其编制依据必须一致。

３．及时报送

为了保证会计报表的时效性，必须按规定的时间、程 序 对 外 报 送，不 得 延 迟 报

送。对外提供的会计报表应当依次编制页码，加具封面，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封面

上应注明企业名称、企业统一代码、组织形式、地址、报表所属年 度 或 月 份、报 出 日

期等，并由企业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

师的单位还应有总会计师签字盖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会计报表、会计附注

和财务情况说明书需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 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随同一并提交报送。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月

度中期会计报告应当于月度终了后６天内提供，季度中期会计报告应当于季度终

了后１５天内提供，半年度中期会计报告应当于年度中期结束后６０天内（相当于两

个连续的月份）对外提供，年度会计报告应当于年度终了后４个月内对外提供。

４．明晰性原则

明晰性原则是指会计报表编制必须清晰明了，易分辨，好理解。会计报表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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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俱到、连篇累牍，那样的话，不仅让使用者难于掌握全貌，同 时，企 业 也 耗 费 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故而，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口径 要 一 致，通 用 性 强、易 于 比

较，使用者通过阅读会计报表，就能够基本得到所需要的会计信息。
（二）会计报表的保管

会计报表属于重要的经济档案和历史资料，必须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妥善保

管，以备检查、分析和审计时用。年度终了后，会计报表暂由本单位会计机构保管１
年。保管期满后，原 则 上 应 由 会 计 机 构 编 制 已 交 清 册，移 交 本 单 位 的 档 案 部 门 保

管；未设立档案部门的，应当在会计机构内部指定专人保管，但出纳人员 不 得 监 管

会计档案。企业的月报、季报保管３年，年报（年终决算报告）永久保管。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是总 括 反 映 企 业 在 某 一 特 定 日 期 财 务 状 况 的 报 表。它 是 以“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等式为其基本结构，反映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三大要素的信息，将企业在一定日期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依照一定的

分类标准和一定的次序予以排列，并对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大量数据进行高度浓缩、
整理编制而成。它表明企业在某一特定时点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 承 担 的

现实义务和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资产负债表是静态报表，是会计主表之一。
通过该表提供的信息还可以进行趋势分析和结构分析，有助于预测企业的未来。

　　一、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格式

规定使用的资产负债表格式为账户式，依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会 计

等式而设计，报表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左边列示资产项目及金额，右边列 示 负 债 与

所有者权益项目及金额，左右两边的合计数保持相等（平衡）关系。资产按大类 和

项目列示。资产类项目，是按流动性分序排列，流动性强的在先，流动性弱的在后，
依次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及其他资产等。其中

流动资产项目又以货币资产、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 付 账 款、其 他 应 收

款、存货、待摊费用为序排列；权益方面负债在前所有者在后。负债类项目，也是按

流动性分序排列，依 次 分 为 流 动 负 债 和 长 期 负 债，流 动 负 债 在 前，长 期 负 债 在 后。
其中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工资、应 付 福 利 费、应 交 税

款、应付利润、其他应交款、其他应付款、预提费用等。长 期 负 债 包 括 长 期 借 款、应

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所有者权益项目，通常按资金的稳定程 度 分 序 排 列，稳 定

性强的在先，稳定性差的在后，依次分为实收资本、资金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

润等。
以上各个项目构成资产负债表的正表内容，此外资产负债表还包括表头、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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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等部分。表头包括报表名称、编制单位名称、计量单位、所属日期等；补充资料

部分主要列示报表主体部分不便反映，而企业投资者、债权人、管理当局 又 需 要 了

解的那些资料等。
因报表项目与账户基本对应，故称其为账户式资产 负 债 表。账 户 式 资 产 负 债

表便于使用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企业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情况，便于对资产负债 进

行结构分析，同时便于试算平衡，这种格式为世界多数国家所使用，我国《企业会计

制度》要求企业采用账户式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的格式、内容及项目的排列见表１０－２所示：

表１０－２　资产负债表（账户式）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短期投资 　应付票据

　应收票据 　应付账款

　应收股利 　预收账款

　应收利息 　应付工资

　应收账款 　应付福利费

　其他应收款 　应付股利

　预付账款 　应交税金

　应收补贴款 　其他应交款

　存货 　其他应付款

　待摊费用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预计负债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其他流动负债

长期投资：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借款

　长期投资合计 　应付债券

固定资产： 　长期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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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固定资产原价 　专项应付款

　减：累计折旧 　长期负债合计

　固定资产净值 递延税项：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递延税项贷项

　固定资产净额 　负债合计

　工程物资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在建工程 　实收资本（或股本）

　固定资产清理 　减：已归还投资

　固定资产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资本公积

　无形资产 　盈余公积

　长期待摊费用 　其中：法定公益金

　其他长期资产 　未分配利润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项借项

资产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补充资料（省略）

　　二、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一）资产负债表各栏目数据的填列方法

资产负债表的编 制 是 以 日 常 会 计 核 算 记 录 为 基 础，对 其 进 行 归 类、整 理 和 汇

总，加工成报表的。报表主栏目列有“年初数”和“期末数”两栏，是一种典型的比较

式表格。各栏目及各项目的数据主要按下列几种方式取得。

１．“年初数”栏目数据的取得

表中“年初数”栏目，是根据上年末资产负债表“年末数”栏目内所列数据获得。
如果本年度资产负债表规定的各项目名称、内容同上年度不一致，应对上年末资产

负债表各项目的数据按照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将调整后的数据填入本年资 产

负债表的“年初数”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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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末数”栏目数据的取得

表中“期末数”是 指 某 一 会 计 期 间 期 末 的 数 据，即 月 末、季 末、年 末 等 的 数 据。
资产负债表的“期末数”栏，应根据有关总账户或明细账户的期末余额获得。其 填

列数据获得方式归纳如下：
（１）数据直接来源于总账户的期末余额。这些项目有：应收票据、应收股利、应

收利息、应收补贴款、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工程物资、递延

税款借项、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 交 税 金、应 付 股 利、其 他

应交款、递延税款贷项、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等。
（２）数据通过几个相关总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得出。这些 项 目 有：货 币 资 金、

存货、未分配利润等。例如：“未分 配 利 润”项 目，（在 年 度 中 间）是 根 据“本 年 利 润”
和“利润分配”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３）数据根据有关明细账户的余额合计得出。这些项目有：应 收 账 款、预 收 账

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待摊费用、预提费用等。例如“预收账款”项目是 根 据“应

收账款”和“预收账款”账户下所属期末贷方余额的各明细账户的合计数填列。
（４）数据根据总账户期末余额减去部分数额后的余额得出。这样的项目有：长

期债权投资、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例如“长期债权投资”项目，是根

据“长期债权投资”总账户余额扣除“长期债权投资”账户中将于本年内（含１年）到

期的长期债权投资部分的余额填列。
（５）数据根据有关资产账户与其备抵账户相抵后的净额得出。这样 的 项 目 主

要包括带减值准备的资产账户：应收账款、短期投资、存货、长期 股 权 投 资、长 期 债

权投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例如“短期投资”项目，是根据“短 期 投

资”账户的期末余额减去“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账户的期末余额后的净额填列。
（二）资产负债表具体项目的填列

１．流动资产

（１）“货币资金”项目，反映企业库存现金、银行结算户存款、外埠存 款、银 行 汇

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证保证金存款等的合 计 数。本 项 目 数 据

应根据“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２）“短期投资”项目，反映企业购入的各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限不超过１年

（含１年）的股票、债券和基金，以及不超过１年（含１年）的其他投资的账面价值。
本项目数据应根据“短期投资”账户余额，减去“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账户的期末余

额后的净额填列。企业１年内到期的委托贷款，其本金和利息减去已计 提 的 减 值

准备后的净额，也在本项目反映。
（３）“应收票据”项目，反映企业持有的未到期收款也未向银行贴现的应收票据

款，包括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应收票据”账户的 期

末余额填列。已向银行贴现或背书转让的应收票据不包括在本项目内，其 中 已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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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商业承兑汇票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
（４）“应收股利”项目，反映企业因股权投资而应收取的现金股利，企业应收 其

他单位的利润，也包括在本项目内。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应收股利”账户的期末 余

额填列。
（５）“应收利息”项目，反映企业因债权投资而应收的利息。企业购入到期还本

付息债券应收的利息，不包括在本项目内，而应包括在本表长期债权投 资 项 目 内。
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应收利息”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６）“应收账款”项目，反映企业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应

收账款”和“预收账款”账户所属各明细账户的期末借方余额合计，减去“坏账准备”
账户中有关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净额填列。

（７）“其他应收款”项目，反映企业“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账户中所有借

方余额明细 账 余 额 合 计 数，减 去 已 计 提 的 坏 账 准 备 后 的 净 额，应 根 据 有 关 账 户

填列。
（８）“预付账款”项目，数据应根据“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账户所属各明细账

户的期末借方余额 合 计 填 列。如“预 付 账 款”账 户 所 属 明 细 账 户 的 期 末 有 贷 方 余

额，应反映在本表“应付账款”项目中。
（９）“应收补贴款”项目，反映企业按规定应收的各种补贴款。本项目数据应根

据“应收补贴款”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１０）“存货”项目，反映企业期末在库、在途和在加工过程中的各项存货的账面

价值，本项目应根据 “物资采购”、“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库存商品”、
“委托加工物资”、“生产成本”、“分期收款发出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受托代销

商品”等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减去“代销商品款”、“存货跌价准备”账户期末余额

后的金额填列。存货采用计划成本核算的企业，还应加上或减去材料成本差异、产

品成本差异后的金额填列。
（１１）“待摊费用”项 目，反 映 企 业 已 经 支 出 但 应 由 以 后 各 期 分 期 摊 销 的 费 用。

企业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大修理支出以及摊销期在１年以上（不含１年）的其他

待摊费用，不包括在本项目数字之内，而应在本表“长期待摊费用”项目反映。本项

目数据应根据“待摊费用”账户期末借方余额填列。“预提费用”账户期末如有借方

余额，以及“长期待摊费用”账户中有将于１年内摊销的部分，也在本项目内反映。
（１２）“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反映企业除以上流动资产外的其他流动资产，本项

目应根据有关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如其他流动资产价值较大，应在会计报表附注

中披露其内容和金额。

２．长期资产

（１）“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反映企 业 不 准 备 在１年 内（含１年）变 现 的 各 种 股

权性质的可收回 金 额。本 项 目 数 据 应 根 据“长 期 股 权 投 资”账 户 的 期 末 余 额，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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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长期股权减值准备”账 户 中 有 关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减 值 准 备 期 末 余 额 后 的 净 额

填列。
（２）“长期债权投资”项目，反映企业不准备在１年内（含１年）变现的各种债权

性质投资的可收回金额。长期债权投资中，将于１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应在

本表流动资产类下“１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项目单独反映；本项目数据应根据

“长期债权投资”账户的期末余额，减去“１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和“长期投资

减值准备”账户中有关长期债权投资减值准备期末余额后的净额填列。企业超过１
年到期的委托贷款，其本金和利息减去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后的净额，也在本项目中

反映。
（３）“固定资产原价”项目和“累计折旧”项目，数据应分别根据“固定资产”账户

和“累计折旧”账户的期末金额填列。其中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原价还应在会计报表

附注中说明。
（４）“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反映企业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本项目数

据应根据“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５）“工程物资”项目，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工程物资”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６）“在建工程”项目，反映企业期末各项未完工程的实际支出，本项目数据 应

根据“在建工程”账户的期末余额，减去“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账户期末余额后的净

额填列。
（７）“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反映企业因出售、毁损、报废等原因转入清理但尚未

清理完毕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固定资产清理过程中所发生的清理费用 和

变价收入等各项金额的差额。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固定资产清理”账户的期末借方

余额填列；如期末为贷方余额，应以“－”号填列。
（８）“无形资产”项目，反映企业各项无形资产的期末可收回金额。本项目数据

应根据“无形资产”账户的期末余额，减去“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账户期末余额后的

净额填列。
（９）“长期待摊费用”项 目，反 映 企 业 尚 未 摊 销 的 摊 销 期 限 在１年 以 上（不 含１

年）的各种费用。如企业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大修理支出以及摊销期在１年以

上（不含１年）的其他待摊费用等。本项目数据应根据“长期待摊费用”账户的期末

余额扣除１年内（含１年）摊销的数额后的余额填列。
（１０）“其他长期资产”项目，反映除了以上资产以外的其他长期资 产。本 项 目

数据应根据有关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如果其他长期资产价值较大的，应 在 会 计

报表附注中披露其内容和金额。
（１１）“递延税款 借 项”项 目，反 映 企 业 期 末 尚 未 转 销 的 递 延 税 款 的 借 方 余 额。

本项目数据应根据“递延税款”账户的期末借方余额填列。

３．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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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短期借 款”项 目，本 项 目 数 据 应 直 接 根 据“短 期 借 款”账 户 的 期 末 余 额

填列。
（２）“应付票 据”项 目，本 项 目 数 据 应 直 接 根 据“应 付 票 据”账 户 的 期 末 余 额

填列。
（３）“应付账款”项目，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账户下所属

期末为贷方余额的各明细账户的合计数填列。如“应付账款”账户所属明细账户的

期末有借方余额，应反映在本表“预付账款”项目中。
（４）“预收账款”项目，反映企业预收购买单位的款。本项目数据应根据“预 收

账款”和“应收账 款”账 户 所 属 各 明 细 账 户 的 期 末 贷 方 余 额 合 计 填 列。如“预 收 账

款”账户所属明细账户有借方余额，应反映在本表“应收账款”项目中。
（５）“应付工资”项目，本项目 数 据 应 根 据“应 付 工 资”账 户 期 末 贷 方 余 额 填 列。

“应付工资”账户期末如有借方余额 ，以“－”号填列。
（６）“应付福利费”项目，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应付福利费”账户的期末贷方余额

填列；如为借方余额，应以“－”号填列。
（７）“应付股利”项目，反映企业尚未支付的现金股利。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应

付股利”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８）“应交税金”项 目，本 项 目 数 据 应 根 据“应 交 税 金”账 户 的 期 末 贷 方 余 额 填

列；如“应交税金”账户期末为借方余额，以“－”号填列。
（９）“其他应交款”项目，反映企业应缴未缴的除税金以外的各种款项。本项目

数据应根据“其他应交款”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如“其他应交款”账户期末为借方

余额，以“－”号填列。
（１０）“其他应付款”项目，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其他应付款”和“其他应收款”账

户的所有余额为贷方明细账期末余额填列。
（１１）“预提费用”项 目，本 项 目 数 据 应 根 据“预 提 费 用”账 户 的 贷 方 余 额 填 列。

如“预提费用”账户有借方余额，应合并在“待摊费用”项目内反映。
（１２）“预计负债”项目，反映企业预计负债的期末余额。本项目数据应根据“预

计负债”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１３）“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反映企业除以上流动负债外的其他流 动 负 债。本

项目数据应根据有关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如其他流动负债价值较大，应 在 会 计

报表附注中披露其内容和金额。

４．长期负债

（１）“长期借 款”项 目，本 项 目 数 据 应 直 接 根 据“长 期 借 款”账 户 的 期 末 余 额

填列。
（２）“应付债券”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尚未偿还的各种长期债券本息。本项目

数据应直接根据“应付债券”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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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长期应付款”项目，反映企业应付补偿贸易方式引进设备价款、应付融 资

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费等。本项目数据应根据“长期应付款”账户的期末余额，减

去“未确认融资费用”账户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４）“专项应付款”项目，反映企业各种专项应付款的期末余额，本项目数据 应

根据“专项应付款”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５）“其他长期 负 债”项 目，反 映 企 业 除 以 上 长 期 负 债 项 目 以 外 的 其 他 长 期 负

债。本项目数据应根据有关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如其他长期 负 债 价 值 较 大，应

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其内容和金额。
上述长期负债各项目中将于１年内（含１年）到期的长期负债，应在本表流动负

债类下“１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项目内单独反映。上述长期负债各项目均应根据

有关账户期末余额扣除将于１年内（含１年）到期债务的余额填列。
（６）“递延税款贷项”，反映企业尚未转销的递延税款贷方金额。本项目数据应

根据“递延税款”账户的期末贷方余额填列。

５．所有者权益

（１）“实收资本（或股本）”项目，本项目数据应直接根据“实收资本（或股本）”账

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２）“已归还投资”项目，反映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按合同规定在合作期间归还投

资者的投资。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已归还投资”账户的期末借方余额填列。
（３）“资本公 积”项 目，本 项 目 数 据 应 直 接 根 据“资 本 公 积”账 户 的 期 末 余 额

填列。
（４）“盈余公积”项目，本项目数据应根据“盈余公积”账户的期末余额填列。其

中“法定公益金”项目，应根据“盈余公积”账户所属“法定公益金”明细账户的期末

余额填列。
（５）“未分配利润”项目，年末本项目数据应根据“利润分配”账户的年末余额填

列。未弥补的亏损，在本项目内以“－”号反映。该项目所填列金额应与 利 润 分 配

表中未分配利润的金额一致。

第三节　利润表

利润表是反映旅游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的报表。该 表 依 据“收 入－
费用＝利润”会计等式原理设计，反映收入、费用和利润三大要素的信 息。该 表 根

据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的要求，把一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与同一会计期间的 营

业费用（成本）相配比，计算出企业一定期间的净利润或净亏损，是一张动态会计报

表，也是会计报表主表之一。
利润表是为报表使用者提供企业赢利能力方面的信息。通过利润表提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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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有助于报表使用者了解和评价企业的获利能力的产生过程及来源渠道状况，并

对未来做出预测；有助于企业管理人员发现各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 出 原 因，

改善经营管理以及做出合理的经营决策。

　　一、利润表的结构和格式

常见的格式为多步式。多步式利润表是将不同的收 入 和 费 用 项 目 加 以 归 类，

运用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关系，分对象、按层次、分步骤揭示企业利润的形成过程，

能清晰表明企业 利 润 的 形 成。从 本 期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实 现 开 始 到 最 终 净 利 润 的 形

成，一般可通过四个步骤计算：

第一步，主营业务 利 润＝主 营 业 务 收 入－主 营 业 务 成 本－主 营 业 务 税 金 及

附加

第二步，营业利润＝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营业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第三步，利润总额＝营业利润＋补贴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

支出

第四步，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

多步式利润表所提供企业赢利能力方面的消息较为丰富，借 助 该 表 可 以 细 致

地分析企业财务成果的构成及各构成的赢利水平；还可通过上年实际数与本年 累

计数的纵向比较和与同行业企业的横向比较，对企业的创利水平、能力和经营状况

做出进一步分析，更加准确地测量企业的赢利能力。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利润表采用多步式，由主表和补充资料两部

分构成，通用的格式、内容及项目见表１０－３：

表１０－３　利润表（多步式）

编制单位： 　　　年　　月 单位：元

项　　目 行　次 本月数（或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减：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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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行　次 本月数（或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财务费用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补充资料（省略）

　　二、利润表的编制方法

（一）“本月数”栏，反映各损益项目的本月实际发生额。在编制年度 财 务 报 表

时，将“本月数”栏改成“上年数”栏，根据上年同期利润表中“本年累计数”栏的数字

填列。如果本年利润表与上年利润表项目名称和内容不一致，应对上年 利 润 表 有

关项目的数字按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填入本年利润表“上年数”栏。

１．“主营业务收入”项目，反映企业主业经营项目所取得的 收 入。本 项 目 应 根

据“主营业务收入”账户发生额分析填列。

２．“主营业务成本”项目，反映企业主业经营项目所发生的 实 际 成 本。本 项 目

应根据“主营业务成本”账户发生额分析填列。

３．“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项目，反映企业主营业务应负担 的 营 业 税、消 费 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本项目应根据“主 营 业 务

税金及附加”账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４．“主营业务利润”项目，是通过主营业务收入减主营业务成本及主营业务税

金及附加项目，计算得出的（亏损以“－”号填列）。

５．“其他业务利润”项目，反映企业除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 取 得 的 收

入扣除相关成本、费 用、税 金 后 的 利 润（如 为 亏 损 以“－”号 填 列）。本 项 目 应 根 据

“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支出”账户的发生额分析计算填列。

６．“营业费用”项目，反映企业在销售商品和商业性企业在购入商品 等 过 程 中

发生的费用。本项目应根据“营业费用”账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７．“管理费用”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管理费用。本项目应根据“管理 费 用”账

户发生额分析填列。

８．“财务费用”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财务费用。本项目应根据“财务 费 用”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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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９．“营业利润”项目，是通过主营业务利润加其他业务利润减管理费用、营业费

用、财务费用等三项期间费用，计算得出的，表明本期全部经营活动所获 得 的 收 益

（亏损以“－”号填列）。

１０．“投资收益”项目，反映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本项目应

根据“投资收益”账户发生额分析填列（投资损失，以“－”号填列）。

１１．“补贴收入”项目，反映企业取得的各种补贴收入及退回的增值税（进 项 税

额）等。本项目应根据“补贴收入”账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１２．“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与其经营无直接关系

的各项收入和支出。这两个项目分别根据“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账户发生

额分析填列。

１３．“利润总额”项目，是通过营业利润加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入减营

业外支出等 项 目 计 算 得 出 的，反 映 企 业 本 期 实 现 全 部 收 益（亏 损 总 额 以“－”号

填列）。

１４．“所得税”项目，反映企业按规定从本期扣除的所得税。本 项 目 应 根 据“所

得税”账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１５．“净利润”项目，是通过利润总额减所得税项目，计算得出的，表明本期扣除

所得税后的全部业务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净亏损以“－”填列）。
（二）“本年累计 数”栏，反 映 各 项 目 自 年 初 起 至 本 月 末 止 的 累 计 实 际 发 生 额。

应根据有关损益类账户年初至本月末止累计发生额分析填列。

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是反映旅游企业一定会计期间内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流出信息

的报表。它是一张利用收付实现制核算原则从动态角度反映企业资金运动过程和

结果的会计报表。
编制现金流量表，主要是为报表使用者提供企业在一定期间现金流量的信息，

以便报表使用者了解和评价企业获取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能力，并据以预测企 业

未来现金流量。通过现金流量表，能够说明企业在一定期间现金流入和 流 出 的 原

因，现金净增加额及来源方向，用以分析企业的支付债务能力和支付股 利 的 能 力；
也可以分析企业未来获取现金的能力，分析企业投资理财活动对经营成果和财 务

状况的影响，有助于对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做出客观评价，是会计报表中的三大主

表之一。



２２３　　
第十章　旅游企业会计报表

　　一、现金流量表有关概念

（一）现金

现金流量表中 的 现 金 与 前 面 的 会 计 核 算 所 讲 的 现 金 不 同，范 围 要 宽 泛 得 多。
是指企业的库存现金和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及现金等价物。具体包括库存现

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以及现金等价物。
（二）现金等价物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价值 变 动 风 险 小、易 于 变 现 已

知金额的投资。现金等价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金，但其支付能力 与 现 金 差

不多，可视为现金。
（三）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是指一定会计期间旅游企业现金流入量、流 出 量 和 净 流 量。将 现 金

流量分为三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筹 资 活 动 产

生的现金流量。需要注意的是现金流量的分类与会计日常核算对经济业务的划分

不太一样。

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是指旅游企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以外的所有交 易 和 事 项，如 销 售

商品或提供劳务、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经营性租赁、支付工资、支 付 管 理 费 用、缴

纳各项税款等。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 金；收 到 的 税 费 返 还；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资金；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包括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 其 他 与 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是指旅游企业长期资产的购建和不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投资

及其处置活动。包括对外投资、长期资产的购建与处置。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包括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处

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包括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 资 产 支

付的现金，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是指旅游企业资本及债务规模及结构发生变化的活动。包括发行股

票或接受投入资本、分派现金股利、取得和偿还银行借款、发行和偿还公司债券等。
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包括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收到的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包括偿还债务支付 的 现 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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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二、现金流量表的结构

现金流量表包括正表和补充资料两部分。正表部分按性质将现金流量分为经

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流出量和净流量。最后反映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有外币现金流量及境外子公司现金流量折算为人民币的企

业，正表中还应单设“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项目。
补充资料包括三部分内容：（１）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２）不涉及

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３）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 净 增 加 情 况。其 中“净 利 润 调

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应与正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别按不同方

法计算，但应核对相符，在金额上一致。
现金流量表的格式，如表１０－４所示：

表１０－４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　次 金　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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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行　次 金　额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补充资料：

１．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销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的增加（减：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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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行　次 金　额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不涉及现金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３．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三、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一）现金流量的列报方式

编制 现 金 流 量 表 时，经 营 活 动 的 现 金 流 量 的 列 报 方 法 有 两 种：直 接 法 和 间

接法。

１．直接法

指 通 过 现 金 流 入 和 现 金 流 出 的 主 要 类 别 反 映 来 自 旅 游 企 业 经 营 活 动 的 现

金 流 量。一 般 以 营 业 收 入 为 起 点，调 整 与 经 营 活 动 有 关 项 目 的 增 减 变 动，然 后

计 算 出 经 营 活 动 的 现 金 流 量。我 国 会 计 准 则 规 定，现 金 流 量 表 的 正 表 以 直 接 法

列 报。

２．间接法

指以本期净利润为起算点，调整不涉及现金的收入 和 费 用、投 资 收 益、营 业 外

收支以及应收应付等项目的增减变动，据此计算并列示经营活动的现 金 流 量。在

我国，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应按间接法反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并与正表中按直

接法反映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核对。
直接法能够反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各项流入、流出的内容，比间接法更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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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金流量表的目的，提供的信息有助于评价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间接法确定的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则有助于分析影响现金流量的原因以及从现金流量角度分析企

业净利润的质量。
（二）现金流量表具体项目的填列方法

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项目

（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 销 售 商 品、
提供劳务实际收到的现金（含销售收入和应向购买者收取的增值税）。包括本期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前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金 和 本 期 预

收的账款，减去本期发生销货退回而支付的现金。企业销售材料和代购 代 销 业 务

收到的现金，也在本项目反映。本项目可以根据“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预收账款”、“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应交增值税”等账户

的记录分析填列。本项目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得出：
（２）“收到的税费返还”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收到返还的各种税费，包括

收到返还的增 值 税、消 费 税、营 业 税、所 得 税、教 育 费 附 加 等。本 项 目 可 根 据“现

金”、“银行存款”、“补贴收入”、“应收补贴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３）“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除了 上

述各项目以外所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如罚款收入、流入资产损失中

由个人赔偿的现金收入等。若某项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入金 额 较 大，应

单列项目反映。本 项 目 可 以 根 据“现 金”、“银 行 存 款”、“营 业 外 收 入”、“其 他 应 收

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项目

（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 购 买 材 料、
商品、接受劳务实际支付的现金（含支付的货款和增值税进项税额）。包括本期 购

买材料、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支付前期购入材料、商 品、接 受 劳 务 的 未

付款项以及本期预付账款，扣除本期发生的购货退回而收到的现金。本 项 目 可 根

据“在途物资”、“原材料”、“库存商品”、“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现

金”、“银行存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２）“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实际 支

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包括本期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各种津

贴和补贴等，以及为职工支付的其他费用，如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补 充 养 老 保 险、
住房公积金、住房困难补助以及企业支付给职工或为职工支付的其他福利费用等。
不包括支付给离退 休 人 员 的 各 项 费 用 和 支 付 给 在 建 工 程 人 员 的 工 资 以 及 其 他 费

用。企业支付给离退休人员的各项费用（包括支付的统筹退休金以及未参加统 筹

的退休人员的费用），在本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反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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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在建工程人员的工资及其他费用，在本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本项目可以根据“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管

理费用”、“现金”、“银行存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３）“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按规定支付的各种税费，包

括企业本期发生并支付的税费，以及本期支付以前各期发生的税费和本期预缴 的

税费。如支付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矿

产资源补贴费等，但不包括应计入固定资产价值的、实际支付的耕地占 用 税 等，也

不包括本期退回的增值税、所得税等。实际支付的应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的 耕 地 占

用税等在本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反

映；本期退回的增值税、所得税等在本表“收到的税费返还”项目中反映。本项目可

以根据“应交税金”、“其他应交款”、“待摊费用”、“管理费用”、“现金”、“银行存款”
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４）“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除上 述

各项目外所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如罚款支出、支付的差 旅 费、业 务

招待费、财产保险费等。若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出金额较大，应单列项目

反映。本项目可以 根 据“管 理 费 用”、“营 业 费 用”、“营 业 外 支 出”、“其 他 应 付 款”、
“现金”、“银行存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２．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项目

（１）“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出售转让或到期 收

回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短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而收到的现金，以及收回长期债权

投资本金而收到的现金。不包括长期债权投资收回的利息，以及收回的 非 现 金 资

产。长期债权投资收回的利息在本表“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项目中反 映。
本项目可根据“现金”、“银行存款”、“短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
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２）“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因股权性投 资

和债权性投资而取得的现金股利、利息，以及从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 业 分 回

利润而收到的现金，不包括股票股利。本项目可以根据“现金”、“银行存款”、“投资

收益”、“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长期债权投资”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３）“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

映旅游企业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到的现金，扣除为处置这

些资产而支付的有关费用后的净额，包括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固定资产等长期 资

产损失而收到的保险赔偿收入。如所收回的现金净额为负数，则应在本表“支付的

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反映。本项目可以根据“现金”、“银行存款”、“固

定资产清理”、“营业外收入”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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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除了 上

述各项目以外，所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若其他与投资活 动 有 关 的

现金流入金额较大，应单列项目反映。本项目可根据有关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项目

（１）“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

映旅游企业购买、建 造 固 定 资 产，取 得 无 形 资 产 和 其 他 长 期 资 产 所 实 际 支 付 的 现

金。不包括为购建固定资产而支付的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部分，以及融资 租 入 固 定

资产支付的租赁费；企业支付的借款利息和融资租赁费，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中反映。本项目可以根据“固 定 资 产”、“在 建 工 程”、“无 形 资 产”、“现 金”、“银 行

存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２）“投资所支付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进行股权性投资、债权性

投资支付的现金，包括企业取得的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短期股票投资、短期债券投

资、长期股权投资、长 期 债 权 投 资 支 付 的 现 金，以 及 支 付 的 佣 金、手 续 费 等 附 加 费

用。本项目可根据“长期股权投 资”、“长 期 债 权 投 资”、“短 期 投 资”、“现 金”、“银 行

存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企业购买股票和债券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 尚 未 领 取 的 现 金

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在本表“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反映；收回购买股票和债券时支付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

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在本表“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反映。

（３）“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除上 述

各项以外所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如企业购买股票时实际支付的 价

款中包含的已宣告而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购买债券时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 到

期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等。若某项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出金 额 较 大，应

单列项目反映。本项目可以根据有关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３．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项目

（１）“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收到的投资者投 入

的现金，包括以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实际收到的款项净额（发行收入减

去支付的佣金等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企业以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而由

企业直接支付的审计、咨询等费用，不从本项目内扣除，而在本表“支付的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项 目 反 映。本 项 目 可 以 根 据“现 金”、“银 行 存 款”、“实 收 资 本

（或股本）”、“应付债券”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２）“借款所收到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举借各种短期、长期借款

所收到的现金。本项目可以根据“现 金”、“银 行 存 款”、“短 期 借 款”、“长 期 借 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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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３）“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相关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除上述

各项目外，所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相关的现金，如接受现金捐赠等。若某项其他

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入金额较大，应单列项目反映。本项目可以根据“现金”、
“银行存款”、“资本公积”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项目

（１）“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偿还债务本金所 支

付的现金，包括偿还金融企业的借款本金、偿还债券本金等，不包括企业 支 付 的 借

款利息和债券利息。企业支付的借款利息和债券利息在本表“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本项目可以根据“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

债券”、“现金”、“银行存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２）“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实

际支付的现金股利、支 付 给 其 他 投 资 单 位 的 利 润 以 及 支 付 的 借 款 利 息、债 券 利 息

等。本项目可以根据“应付股利”、“财 务 费 用”、“预 提 费 用”、“长 期 借 款”、“现 金”、
“银行存款”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３）“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该项目反映出了上述各项 目

外所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如捐赠现金支出、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支付

的租赁费等。若某项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出金额较大，应单列项目反映。
本项目可以根据“营业外支出”、“长期应付款”、“现金”、“银行存款”等账户的记录

分析填列。

４．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该项目反映旅游 企 业 外 币 现 金 流 量 及 境 外 子 公 司 的 现 金 流 量 折 算 为 人 民 币

时，所采用的现金流量发生日的汇率或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金额与“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增加额”中外币现金净增加额按期末汇率折算的人民币金额之间的差额。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可按现金流量的类别逐项计算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也可

不逐项计算，而采用简化的计算方法，即通过报表补充资料中的“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数额在正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三项之和比较，其差额即为“汇率变

动对现金的影响额”项目的金额。

５．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利润表反映的当期净利润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计量的，而 经 营 活 动 的 现

金流量净额是按“收付实现制”原则确认计量的；而且当期净利中除包括经营净损

益外，还包括不属于经营活动的损益，如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 支 净 额 等。因 此，采

用间接列报法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时，需要调整四大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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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未实际支付现金的费用。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这些费用包括在利润表

中，已从利润中扣除，但却没有发生现金流出。所以，在将净利润 调 节 为 经 营 活 动

现金流量净额时，需要进行调整“增加”。如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固定 资 产 折 旧、
无形资产摊销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第二类，未实际收到现 金 的 收 益。这 些 收

益已包括在利润表中，增加本期利润 ，但却没有发生现金流入。因此，在将净利润

调节为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时，需要进行调整“减少”。第三类，不属于经营活动的

损益。这类损失或收益已经包括在本年净利润中，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 活 动 净 现

金流量时，也应进行调整 。如为收益，则调整“减少”；如为损失和费用，则调整“增

加”。这类项目主要有投资损益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净损益、
属于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财务费用等。第四类，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 的 增 减 变

动。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或减 少）会 减 少（或 增 加）本 期 经 营 活 动 的 现 金 流 入，
而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或减少）会减少（或增加）本期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因

此也应调整。存货的增减变动也属此类调整项目。
（１）“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当期计提并计入损 益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如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 资 减 值 准 备、固 定

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等。本项目可以根 据“管 理

费用”、“投资收益”、“营业外支出”等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２）“固定资产折旧”项 目。该 项 目 反 映 旅 游 企 业 本 期 计 提 的 固 定 资 产 折 旧。

本项目可根据“累计折旧”账户的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３）“无形资产摊销”和“长期 待 摊 费 用 摊 销”项 目。这 两 个 项 目 分 别 反 映 旅 游

企业本期摊入成 本 费 用 的 无 形 资 产 价 值 及 长 期 待 摊 费 用。这 两 个 项 目 可 以 根 据

“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账户的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４）“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本期待摊费用的减

少。本项目可以根据资产负债表“待摊费用”项目的期初、期末余额的差额填列；期

初数小于期末数的差额，以“－”号填列。
（５）“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本期预提费用的增

加。本项目可以根据资产负债表“预提费用”项目的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填列；期

末数小于期初数的差额，以“－”号填列。
（６）“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项 目。该 项

目反映旅游企业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净损失，如为净收

益，以“－”号填列。本项目可根据“营 业 外 支 出”、“营 业 外 收 入”、“其 他 业 务 收 入”
和“其他业务支出”账户所属的有关明细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

（７）“固定资产报废损失”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本期发生的固定资产 盘

亏（减盘盈）后的净损失。该项目可根据“营业外支出”和“营业外收入”账户所属的

有关明细账户中固定资产盘亏损失减去固定资产盘盈收益后的差额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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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财务费用”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本期实际发生的应属于投资活 动

和筹资活动的财务费用。该费用在计算净利润时已扣除，但这部分现金 流 出 不 属

于经营活动的范畴，所以，在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时，应予以加回。
本项目可以根据“财务费用”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如为收益，以“－”号填列。

（９）“投资损失（减：收益）”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对外投资所实际发生的

投资损失减去收益后的净损失。本项目可以根据利润表“投资收益”项目的数字填

列；如为投资收益，以“－”号填列。
（１０）“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当期实 际 发 生 的

递延税款的净增加或净减少。在调整净利润时，若递延税款项目为贷方 增 加 或 借

方减少，应加回到净利润中；若递延税款项目为贷方减少或借方增加，应 从 净 利 润

中减去。本项目可以根据资产负债 表“递 延 税 款 贷 项”、“递 延 税 款 借 项”项 目 的 期

末、期初余额的差额填列。“递延税款贷项”的期末数大于期初数的差额以及“递延

税款借项”的期末数小于期初数的差额，以正数填列；“递延税款贷项”的期末数小

于期初数的差额以及“递延税款借项”的期末数大于期初数的差额以“－”号填列。
（１１）“存货的减少（减：增加）”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业期末存货 比 期 初 减

少的数额，如为增加以“－”填列。本项目可以根据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的期初、
期末余额的差额填列；期初数小于期末数的差额，以“－”号填列。

（１２）“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 业 经 营 性

应收项目期末比期初减少的数额，如为增加以“－”号填列。经营性应收项目主 要

是指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其他应收款中与经营活动有关的部分等。本 项 目 可 以

根据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等项目的期初、期末余额

的差额分析填列；期初数小于期末数的差额，以“－”号填列。
（１３）“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项目。该项目反映旅游企 业 经 营 性

应付项目期末比期初增加的数额，如为减少，以“－”号填列。经营性应付项目主要

是指“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其他应付

款”、“其他应交款”中与经营活 动 有 关 的 部 分 等。本 项 目 可 以 根 据 资 产 负 债 表“应

付账款”、“应付票据”、“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其他应付款”、“其

他应交款”等项目的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分析填列；期末数小于期初数的差额，以

“－”号填列。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该项目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影响资产、负债或所有者权益 但 不 形 成 该 期 现

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的信息。这些投资和筹资活动是企业的重大 理 财 活 动，
对以后各期的现金流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应单列项目在补充资 料 中 反 映。
目前，我国企业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列示的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 动

项目主要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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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债务转为资本”项目，反映企业本期转为资本的债务金额。
（２）“１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反映企业１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本息。
（３）“融资租入固定资产”项目，反 映 企 业 本 期 融 资 租 入 固 定 资 产 计 入“长 期 应

付款”账户的金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该项目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减去期初余额后

的净增加额。一般可以通过对“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账户以及现金

等价物的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比较得出。
注意补充资料中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与主表中最后一项“五、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核对相符。
在具体编制现金流量表时，除了按上述根据有关账户的记录分析填列以外，还

可以采用工作底稿法和Ｔ形账户法编制。工作底稿法就是以工作底稿为手段，以

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数据为基础，对每一项目进行分析并编制调整分录，从而编制

现金流量表。而Ｔ形账户法则是以Ｔ形账户为手段，也以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数

据为基础，对每一项目进行分析并编制调整分录，从而编制现金流量表。

　　思考题

１．简述会计报表的意义、构成及编制要求。

２．多步式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有几个层次？其作用是什么？

３．简述资产负债表的内容、结构及编制要点。

４．简述现金流量表的作用及构成。

５．说明现金流量表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之间的关系。

　　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会计报表编制的主要依据是（　　）。

　　　　　　　　　　　　　　　　　　　　　　　　Ａ．日常会计核算资料 Ｂ．会计凭证

Ｃ．日记账记录 Ｄ．总分类账记录

２．资产负债表属于（　　）。

Ａ．年度报表 Ｂ．月份报表

Ｃ．季度报表 Ｄ．对内报表

３．资产负债表左右两方各项目的前后顺序是按（　　）。

Ａ．重要性排列 Ｂ．偿付期限长短排列

Ｃ．流动性排列 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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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利润表中的“主 营 业 务 成 本”项 目 是 根 据“主 营 业 务 成 本”科 目 的（　　）
填列。

Ａ．借方发生额

Ｂ．贷方发生额

Ｃ．借方发生额或贷方发生额

Ｄ．期末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借方的数额

５．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是根据（　　）填列。

Ａ．应收账款总账科目期末借方余额

Ｂ．预收账款总账科目期末借方余额

Ｃ．应收账款总账科目所属明细科目期末借方余额之和

Ｄ．预付账款总账科目期末借方余额

６．下列项目中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是（　　）。

Ａ．支付的所得税款 Ｂ．支付的借款利息

Ｃ．收到分来的股利款 Ｄ．从银行取得的贷款

７．资产负债表是总括反映企业在（　　）财务状况的报表。

Ａ．某一特定日期 Ｂ．某一特定期间

Ｃ．某一年份 Ｄ．某一月份

８．利润表的内容不包括（　　）。

Ａ．收入 Ｂ．费用 Ｃ．利润 Ｄ．权益

９．资产负债表是以（　　）会计等式为基点的。

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Ｂ．收入－费用＝利润

Ｃ．资产＝权益 Ｄ．资产＝负债

１０．如果“预 收 账 款”账 户 所 属 明 细 账 户 有 借 方 余 额，应 反 映 在 资 产 负 债 表

（　　）项目中。

Ａ．应收账款 Ｂ．应付账款

Ｃ．预付账款 Ｄ．其他应收款

二、多项选择题

１．编制会计报表的意义是（　　）。

Ａ．满足投资者、潜在投资者、债权人等有关各方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Ｂ．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制定宏观经济决策的需要。

Ｃ．满足企业内部管理当局及时了解情况，做出经营决策的需要。

Ｄ．满足企业职工和经营伙伴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需要。

２．会计报表主表的种类有（　　）。

Ａ．资产负债表 Ｂ．利润表

Ｃ．现金流量表 Ｄ．利润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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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会计报表由（　　）三部分构成。

Ａ．主表及附表 Ｂ．报表附注

Ｃ．明细表 Ｄ．财务情况说明书

４．会计报表的编制要求是（　　）。

Ａ．做好准备工作 Ｂ．依法编制

Ｃ．及时报送 Ｄ．简洁明了

５．利润分配表的内容包括（　　）部分。

Ａ．可供分配利润 Ｂ．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Ｃ．净利润 Ｄ．未分配利润

６．常见的资产负债表格式有（　　）两种。

Ａ．多步式 Ｂ．单步式

Ｃ．报告式 Ｄ．账户式

７．资产负债表“期末数”栏目数据的取得可以是（　　）。

Ａ．数据直接来源于总账户的余额

Ｂ．数据通过几个相关总账户的余额合计得出

Ｃ．数据根据有关明细账户的余额合计得出

Ｄ．数据根据总账户期末余额减去部分数额后的余额得出

８．我国企业现金流量表将现金流量分为（　　）三类。

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Ｂ．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Ｄ．生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９．我国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包括（　　）部分。

Ａ．正表 Ｂ．补充资料 Ｃ．附表 Ｄ．附注

１０．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部分包括的内容是（　　）。

Ａ．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Ｂ．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Ｃ．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Ｄ．不涉及现金收支的经营活动

三、判断题

１．会计报表是会计主体正式对内揭示或表述会计信息的文件。（　　）

２．利润表单步式比多步式格式明晰清楚，是常用的基本格式。（　　）

３．如果本年利润表与上年利润表项目名称和内容不一致，应 对 本 年 利 润 表 有

关项目的数字按上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　　）

４．利 润 分 配 表 的 内 容 包 括 三 部 分：一 是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的 来 源，包 括 本 年 净 利

润、年初未分配利润 和 其 他 转 入；二 是 利 润 分 配 的 去 向，包 括 提 取 盈 余 公 积、公 益

金，向股东分配的利润或股利；三是未分配利润的结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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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现金流量表是利用权责发生制核算原则从静态角度反映企业资金运动过程

和结果的会计报表。（　　）

６．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以及现金等价

物。（　　）

７．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资金”是会计科目。（　　）

８．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是项目，不是会计科目。（　　）

９．现金流量是指某一日期企业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数量。（　　）

１０．现金流量表中的直接法是指通过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 主 要 类 别 反 映 来

自企业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
四、核算题

１．练习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资料：海滨市春景旅行社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１日有关账户的期末余额如下表：

账户期末余额表

编制单位：海滨市春景旅行社 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１日 单位：元

总账账户 明细账户 借方余额 贷方余额 总账账户 明细账户 借方余额 贷方余额

应收账户 ７３０００ 短期借款 ３８０００

Ａ旅行社 ４８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７２５００

Ｂ旅行社 ６６０００ 甲旅行社 ４２０００

Ｃ旅行社 ４１０００ 乙酒店 ５３０００

预付账款 ３５０００ 丙旅行社 ２９０００

Ｄ酒店 ５２０００ 丁酒店 ６５００

Ｅ酒店 １７０００ 预收账款 ７０００

低值易耗品 ２１０００ Ｆ旅行社 ６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６１４８０ Ｇ旅行社 ３０００

累计折旧 ３４００ Ｈ酒店 ２０００

坏账准备 ５８０ 本年利润 ４８０００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２１０００

要求：（１）根据上述资料计算资产负债表中下列项目的填列金额：应收账款、预

付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净值、短期借款、预收账款、未分配利润；
（２）编制海滨市春景旅行社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１日资产负债表。

２．练习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的编制。
资料：海滨市秋胜宾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份结账前有关账户资料摘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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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期末发生额合计表 单位：元

账 户 名 称 １－１１累计数 １２月３１日结账前余额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３００００ １４３６００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１２００００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１５０００ ７５０

营业费用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２４０００ ４２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２００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５８０００

其他业务支出 ３４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１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营业外支出 ７０００ ６００

所得税 １５９３９０

本年利润 ３２３６１０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年初数） １２１０００

该宾馆１２月３１日发生以下调整及结转业务：

１．计提本月行政管理部门使用固定资产折旧５００元。

２．结算本月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工资８０００元。

３．预提本月短期借款利息１５０元。

４．结转本月销售成本８８０００元。

５．计算并结转本月损益。

６．按３３％计算并结转本月所得税。

７．按本年税后利润的１０％和５％分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

８．向投资者分配利润９８０００元。

９．结转本年利润账户。

１０．结转利润分配明细账。
要求：（１）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２）根据上述资料编制该宾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份利润表和２００５年度利润分

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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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会计电算化

第十一章

２１世纪步入信息社会时代后，旅游会计作为旅游行业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必
将更多地运用信息技术。旅游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发展到电算化是会计操作技术

和信息处理技术 的 重 大 变 革。电 算 化 对 会 计 理 论 和 会 计 方 法 提 出 一 系 列 新 的 课

题，也使传统旅游会计格局被打破。新的会计思想和理论逐渐确立，在推动会计自

身发展和变革的同时，也推动旅游会计电算化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第一节　旅游会计电算化的意义

　　一、会计电算化的含义

１９８１年８月，由长春一汽和中国人民大学发起召开了“财务、会计、成本应用电

子计算机专题讨论会”，讨论会在长春召开，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了“会计电算化”
的概念。

会计电算化是将以电子计算机为主的当代电子技术、信息技 术 和 通 信 技 术 应

用到会计实务中，并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替代手工记账、算账、报账等，从而实现

对会计信息的收集、整理、输出、分析、预测、决策等。
会计电算化是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不仅是会计数据处理手段的变革，

而且必然对会计理论、实务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会计电算化已成为一 门 融 计 算

机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和会计科学等为一体的边缘学科。

　　二、会计电算化经历的阶段

（一）国外会计电算化的发展概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这是会计电算化的起始阶段。由于计算机价格昂贵，程序设

计复杂，只有少数专业人员能掌握此项技术，因而发展缓慢，只限于简单项目。

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操作系统的出现，特别

是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出现，计算机的应用日益广泛。在会计实务中，计算机的功能

开始从单项处理向综合数据处理转变，除了完成基本账务处理之外，开始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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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分析功能等。

１９５４年，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首次利用电子计算机计算职工薪金的举动，引发了

会计数据处理技术的变革，开创了利用计算机进行会计数据处理的新纪元。

７０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出现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出

现，使数据资源共享成为可能，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成为企业公司全面管理信息系

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８０年代，微电子技术进一步发展，微型机的日益普及和会计专用机的应用，形

成了计算机应用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硬件成本的不断降低，为会计电算化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了物 质 保 证。会 计 电 算 化 呈 现 出 普 及 之 势。据 国 际 会 计 联 合 会１９８７
年１０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美

国及西欧各国较为普遍地实现了会计电算化。
（二）我国会计电算化的发展

我国会计电算化起步较晚，开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

段：
缓慢发展阶段（１９８３年以前）。由于计算机价格昂贵，专业人员缺乏，会计电算

化只在少数企业完成某一方面的核算业务，如工资计算、固定资产管理等。

１．自发发展阶段（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９年）。这期间，会计工作的电算化处理具备了

物质基础。微型计算机广泛应用。

１９８８年全国已有１４％的单位开展了电算化工作，开发项目最多的是工资核算

（占５８．５％），其次是会计报表编制（占３１．４％）和账务处理（占２３．８％）。
此阶段特征是宏观上仍缺乏理论指导和统一的规划管理，开 发 的 会 计 软 件 通

用性弱、实用性差，实施会计电算化核算的单位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

度的配合。但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已开始了对会计电算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电算化

理论的研究。

２．稳步发展阶段（１９８９年至今）。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财政部发布的《会计核算软件

管理的几项规定（试行）》，标志着以财政部门为中心的电算化会计宏观管理体系的

形成。
会计软件的开发向着通用化、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 展，出 现 了 一 批 开 发 和 经

营会计软件的公司，形成了商品化会计软件市场。

１９９４年５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意见》、１９９４
年６月发布了《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规则》、《会计核

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等制度和规章，１９９７年又发布了《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会

计电算化培训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此阶段主要标志是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市场从幼年已走向 成 熟，有 几 十 个 商

品化会计软件通过了财政部评审，数百个商品化会计软件通过了省、市财政部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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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形成了会计软件市场和会计软件产业。

　　三、旅游会计电算化的意义

旅游会计电算化是旅游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不仅是会计发展的需要，
而且是经济和科技发展对旅游会计工作提出的要求，更是时代发展的需求，能更好

地为加强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具体地讲，实现旅游会计电算

化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会计人员的劳动强度

旅游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处理是通过各种业务处理程序，指挥 计 算 机 进 行 各 种

指令操作完成的。例如，录入原始数据；建立数据文件代替手工 操 作 的 账 簿；打 印

各种财务报表；进行日常管理所需的数据查询等。这些原来靠人工进行 的 大 部 分

计算、抄写等工作均由计算机来完成，而计算机的运算和处理的速度是人所无法比

拟的，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有助于旅游会计工作规范化

实现会计电算化后，提高了会计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整个管理工作奠定

了基础。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旅游企业而言，旅游会计信息是旅游

企业管理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电子计算机不仅能够存储大量的 信 息，而 且

可以以极高的速度和准确性进行数据处理，从而打破了手工操作的局限性，为日常

管理提供了更为详细、更加及时的信息。另外，实现旅游会计电 算 化 后，须 使 用 一

个比较规范的核算软件，这个软件必须通过财政部门的严格评审，其会计数据的录

入、处理以及输出必须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和有关操作规范，并且在用计算机代替

手工记账时，还要经过财政部门严格的审批，使得整个旅游会计电算化的过程得到

良好的控制，受人工干预较少，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手工操作的 不 规 范、不

统一，以及出错和传递缓慢等问题。因此，旅游会计电算化可以使会计基础工作得

到加强，使会计工作的质量大大提高，从而实现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
（三）有助于提高旅游会计信息的质量和传播效率，充分实现资源共享

旅游会计电算化有助于提高数据处理的精度，加快数据处理的速度，扩展数据

处理的广度。
采用计算机后，由于计算机能够长期存储大量数据，并以较高的速度和准确度

自动进行数据处理，从而打破了手工操作的局限性，为财务管理提供更为详尽和更

加及时的信息。此外，利用计算机可以高速存储和通过网络调用数据的特点，可以

在存储介质上建立比手工登记更为详尽的记录，可以积累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多

时点资料，为管理提供更加充分的数据，特别是使用了数据库系统，可以 集 中 存 储

大量经济、技术及其有关的多方面的数据，这就为会计管理部门掌握和利用多方面

的资源，深入而广泛地进行管理、分析和决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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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助于实现旅游企业管理现代化

实现旅游会计电算化后，可促进旅游企业管理的现 代 化。会 计 信 息 系 统 是 整

个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子系统，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会计

信息占整个企业经济管理的三分之二以上，且大多是综合性的信息，而会计工作又

是整个管理领域中较易实现计算机管理的部分。因此，旅游会计电算化的开展，将

会有力地促进整个旅游企业管理工作实现现代化。

第二节　旅游会计电算化的工作原则及系统组成

　　一、旅游会计电算化的工作原则

旅游会计电算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为了使其能够顺利地开展，必须遵循

以下原则：
（一）领导重视和支持

一 个 旅 游 企 业 要 实 现 会 计 电 算 化，无 论 是 人 财 物 方 面，还 是 技 术 和 观 念 方

面，都 会 遇 到 一 些 困 难 和 人 为 的 障 碍 与 阻 力，所 以 领 导 的 重 视 和 支 持 至 关 重

要。这 里 领 导 的 重 视 和 支 持 既 指 总 经 理 的 关 键 作 用，更 重 要 的 是 指 财 务 主 管 领

导 的 核 心 作 用。如 果 旅 游 企 业 要 建 立 一 个 管 理 信 息 系 统，总 经 理 的 核 心 作 用 至

关 重 要，但 如 果 仅 建 立 一 个 财 会 信 息 系 统，总 经 理 哪 怕 不 完 全 理 解 和 支 持，只

要 他／她 同 意 进 行 这 项 工 作 也 就 可 以 了，此 时 最 关 键 的 问 题 是 财 务 主 管 领 导 必

须 热 心 和 积 极，为 会 计 电 算 化 工 作 积 极 创 造 条 件，努 力 克 服 各 方 面 的 阻 力，协

调 各 方 面 的 关 系，这 才 能 为 会 计 电 算 化 工 作 的 成 功 打 下 良 好 的 基 础。如 果 财 务

主 管 领 导 不 热 心，会 计 电 算 化 工 作 很 难 取 得 成 功。如 果 总 经 理 和 财 务 主 管 领 导

能 齐 心 协 力，齐 抓 共 管，会 计 电 算 化 的 成 功 就 有 了 保 证。如 果 总 经 理 和 财 务 主

管 领 导 了 解 计 算 机，会 使 用 计 算 机，能 指 导 或 亲 自 参 加 旅 游 会 计 电 算 化 工 作，
就 更 为 理 想 了。

（二）旅游会计电算化队伍建设

目前，在总经理和财务主管都热心支持会计电算化的企业中，会计电算化工作

也有不成功的例子，除了软件开发质量差外，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 是 企 业 没

有及时培养出一支自己的能胜任电算化工作的队伍。这样，请人研制工作的结束，
同时也是自身不安和忙乱的开始。现在不少单位都在研制通用财会软 件，但 作 为

企业的财会部门，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会计电算化的整体通用性只能是相对的。如

果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没有基本的消化吸收能力，遇到一点小问题，甚 至 是 自 己

的操作错误引起的问题，或用一个操作系统的命令能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不了，那么

所引进的会计核算 软 件 无 论 怎 样 先 进，也 只 是 一 个 比 较 脆 弱 的 系 统，使 用 起 来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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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维护起来困难，深化更无从谈起。所以，有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是旅游会计电

算化成败的另一关键因素。
（三）设备配置原则

会计电算化需要一套硬件设备和一个软件环境。在 机 型 设 备 选 择 上，应 充 分

考虑到它的通用性、适用性、扩充性以及较高的性能价格比。目 前，对 中 小 型 企 业

甚至大型企业，计算机配置必须适应业务的开展。另外，还应配备性能良好的打印

机、不间断电源（ＵＰＳ）等，建立一个符合要求的机房，给旅游财会 信 息 系 统 创 造 一

个良好的工作和运行环境。
（四）规章制度原则

旅游会计电算化工作与手工操作方式有很多不同之处，必须 结 合 会 计 电 算 化

的特点，制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例如，系统操作人员的岗位责 任 制、系 统 程 序 员

和操作员的职责范围、系统内部控制方法、录入差错的更正方法、系统安全措施、计

算机病毒的防范措施、机房管理制度、部门间和人员间的工作配合等，都 应 建 立 一

套科学完整的规章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财会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旅游会计电 算

化的顺利开展。

　　二、旅游会计电算化的系统组成

从会计电算化系统的角度看，它包括计算机硬件、计 算 机 软 件、会 计 人 员 和 会

计规范等基本内容。
（一）计算机硬件

是指进行会计数据输入、处理、存储、传输及输出的各种电子设备，如计算机主

机、键盘；磁盘机、光盘机；打印机、显示器等。
（二）计算机软件

软件是指控制计算机系统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和文档资料的 统 称，也 是 电 算 化

会计信息系统的核心。会计电算化软件包括系统软件和会计软件两大类。
（三）会计人员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要求：“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需要设置会计工作岗

位。”实现电算化处理后，会计部门的工作岗位可分为基本会计岗位和电 算 化 会 计

岗位两大类。

１．基本会计岗位

基本会计岗位可 分 为 会 计 主 管、会 计 核 算、出 纳、稽 核、会 计 档 案 管 理 等 工 作

岗位。

２．电算化会计岗位

电算化会计岗位 是 指 直 接 管 理、操 作、维 护 计 算 机 及 会 计 软 件 系 统 的 工 作 岗

位。可设立以下一些专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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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电算化系统主管（会计主管负责）。系统主管人员负责协调计算机及会 计

软件系统的运行，要求具备会计和计算机基本知识以及相关的电算化会计组织 管

理经验。
（２）数据录入。录入人员负责输入记账凭证和其他有关数据，要求具备会计软

件操作技能。实施电算化会计的单位应该要求所有会计人员具备担任会计软件操

作员的条件。
（３）凭证审核。凭证审 核 员 负 责 审 核 输 入 的 会 计 数 据 以 确 认 输 出 的 账 簿、报

表。要求会计人员具备会计和计算机双方面的基本知识。
（４）电算化系统维护（系统管理员）。系统维护员负责保证计算机硬件、软件的

正常运行，管理计算机内会计数据。需要注意的是，系统维护员不应直接对实际会

计数据进行操作。
（５）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员负责对计算机内的会计数据进行分析，要求具备一

般的软件操作知识和比较全面的会计知识。
（６）会计档案保管。档案保管员负责各种会计档案资料的保管工作 以 及 数 据

资料的安全保密工作。
（四）旅游会计电算化规范

是指控制和保障电算化会计系统的运行的各种规则、岗位责 任 制 度 和 内 部 控

制制度。

财政部颁布的《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规定，采用电子计算机替代手 工 记 账 的

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１．使用的会计软件达到财政部发布的《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的要求。

２．配有专门或主要用于会计核算工作的电子计算机或电子 计 算 机 终 端，并 配

有熟练的专职或者兼职操作人员。

３．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与手工会计核算，同时运行３个月以上，取得相

一致的结果。

４．有严格的操作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①操作人 员 的 工 作 职 责 和 工 作 权

限。②预防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等会计数据未经审核而输入计算机的措施。③预

防已输入计算机的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等会计数据未经核对而登记机内账簿的措

施。④必要的上机操作记录制度。

５．有严格的硬件、软件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①保证机房设备安全和电子

计算机正常运转的措施。②会计数据和会计软件安全保密的措施。③修改会计软

件的审批和监督制度。

６．有严格的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旅游会计电算化系统的组成如图１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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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１　旅游会计电算化系统的组成

　　三、《会计法》对旅游会计电算化提出的基本要求

《会计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的，其软件

及其生成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也必须 符 合 国 家

统一的会计制度的 规 定。”及“使 用 电 子 计 算 机 进 行 会 计 核 算 的，其 会 计 账 簿 的 登

记、更正，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这是为保证计算机生成的会计资

料真实、完整和安全，以加强对会计电算化工作的规范。实现旅 游 会 计 电 算 化，是

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对实现旅游会计核算手段现代化和提高会计参与经营管 理

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与手工会计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会

计资料和对会计资料的基本要求都是一致的，都必须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和安

全；不同点是在实现会计电算化后，会计资料是由电子计算机按照既定的程序生成。
对此，《会计法》做 出 了 两 方 面 的 规 定：①使 用 电 子 计 算 机 进 行 会 计 核 算 的 单

位，使用的会计软件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会计软件是 会 计 电 算

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会计软件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核算要求，是

保证会计资料质量和会计工作正常进行的重要前提。②用电子计算机生成的会计

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尽管一个质量可靠的会计软件可以为

生成真实、完整的会计资料提供前提条件，但由于技术上、设备上、操作人员水平上

等方面的原因，所生成的会计资料仍有可能不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导

致会计资料失真、失实。
所以，《会计法》要求实行旅游会计电算化的单位，其用电子计算机生成的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在格式、内容以及会计资料的真 实 性、完 整 性 等 方

面，都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第三节　旅游会计软件

旅游会计软件是指专门用于完成会计工作的电子计算机应 用 软 件，包 括 采 用

各种计算机语言编制的一系列指挥计算机完成会计工作的程序代码和有关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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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我国会计软件如用友、金蝶、管家 婆、新 中 大、博 科、小 蜜 蜂、万 能、金 算

盘、南北、华正、天财、速达等。截至１９９８年，通过财政部评审的会计软件品牌有４７
个，通过各级财政部门评审的会计软件品牌近３００个。

　　一、旅游会计软件的分类

（一）按软件适用范围划分

按软件适用范围，可分为通用会计软件和定点开发会计软件。

１．通用会计软件是指在某一范围内普遍适用于旅游行业的会计软件。

２．定点开发会计软件也叫专用会计软件，是指仅适用于处理 个 别 单 位 会 计 业

务的会计软件，旅游行业根据自身的特点定制专用会计软件的企业也比较多。
（二）按软件提供方式划分

按软件提供方式，可分为商品化会计软件和非商品化会计软件。

１．商品化会计软件是指为销售而开发的会计软件；具有通用性强、初始化工作

量大、系统庞大、对硬软件环境的要求高等特点。

２．非商品化会计 软 件 则 是 用 户 为 满 足 自 己 业 务 处 理 的 需 要 而 开 发 的 会 计 软

件，或由业务主管部门开发后提供给下属单位使用的会计软件。
（三）按提供信息的层次划分

按提供信息的层次，可分为核算型旅游会计软件和管理型旅游会计软件。

１．核算型旅游会计软件是指专门用于完成会计核算工作的应用软件。

２．管理型旅游会计软件是对核算型会计软件功能的延伸，它 是 在 全 面 核 算 的

基础上突出或强化了会计在管理中的监督控制作用的会计软件。
（四）按软件适用的规模或层次划分

按软件适用的规模或层次，可分为部门级会计软件、企业级会计软件和集团级

会计软件。

１．部门级会计软件。指从会计部门单方面需求的角 度 开 发 形 成 的 会 计 软 件。
属于传统会计软件的范畴，主要目标是满足用户会计核算要求，提高会计核算的效

率和质量。核心模块———账务处理模块 和 报 表 处 理 模 块，它 综 合、全 面、概 括 地 反

映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类专项核算模块（工资、固定资产、成本、应付、应收等模

块）完成会计专项核算工作，这些专项核算模块的数据传输到账务处理模块进行综

合处理后，然后通过报表处理模块生成会计报表。部门级会计软件只是 在 企 业 会

计部门核算时使用，其软件生成的会计数据不能被企业的其他部门所共享。

２．企业级会计软件。软件的开发设计面对企业全方位整合财务会计信息的需

要。在各层次计划的指导和控制下，通过整合企业内部的物流、信 息 流 和 资 金 流，
实现了对企业的产供销资源、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合理组织、控制、协调与配置。

３．集团级会计软件。在达到企业级会计软件系统目 标 的 基 础 上，还 特 别 强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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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集团化企业建立完善的全面计划预算管理体系，对集团资金实施统一调配、管

理以及对资金运作进行集中监控，并建立集团内全面的成本费用管理体系和全面、

完整、及时、灵活的财务分析、财务评价和财务预测体系。
（五）会计软件从其软硬件系统结构上划分

会计软件从其软硬件系统结构上划分，可分为单机版和网络版。

　　二、会计核算软件的基本功能

会计软件的功能是指一个会计软件必须具备的能力和运用这些能力的基本步

骤。包括具备相对独立地完成会计数据输入、处理、输出和安全等功能的各个方面。
（一）会计数据的输入功能

１．会计数据输入方式

（１）直接输入方式。是指会计人员根据原始凭证（如销售发票、出差单据等）或

记账凭证，通过键盘、屏幕将数据直接送入计算机存入凭证文件的一种方式。
（２）间接输入方式。是指先将会计数据录制在磁介质上，然后再将其转换成计

算机所能接受的凭证，并保存在凭证文件中。
（３）自动输入方式。是指计算机自动编制凭证，并保存在凭 证 文 件 中，称 为 机

制凭证，包括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由各子系统处理业务后自动编制的 机 制 凭 证，

另一种是通过用户设置而由系统自动生成的机制凭证。

２．会计数据输入功能

从输入的数据内容来看，会计软件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１）初始数据的输入。如账套的建立、会计科目的增加录入。图１１－２为会计

科目的增加录入。

图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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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记账凭证数据的输入。根据选定的记账凭证种类，进行 会 计 凭 证 的 录 入。
如图１１－３：

图１１－３

（３）原始凭证数据的 输 入。企 业 采 用 应 收 应 付 系 统 后，可 以 直 接 录 入 原 始 凭

证。收款单如图１１－４。

图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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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数据的处理功能

常见的方式有成批处理和实时处理两种：

１．成批处理。是指定期收集会计数据，按组或按批进行处理的方式。

２．实时处理。是指当某一数据或系统有一次处理要 求 时，计 算 机 就 立 即 进 行

处理的方式。
会计软件对会计数据的处理主要体现在记账、结账和报表生成三个方面。
（三）会计数据的输出功能

会计数据的输出方式包括屏幕查询输出、打印输出、通过软盘输出和利用网络

线路传输输出几种形式。其中，软盘输出多用于数据的备份或上报数据（尤其是会

计报表）的输出；利用网络线路传输输出更多用于分支机构向总公司报账、报表的

输出。查询和打印则是会计数据最基本的输出形式。
（四）会计数据存储功能

若干个相互关联的数据库文件组成会计信息系统数据库。
（五）会计数据安全维护功能

会计软件具有防止非指定人员擅自使用系统，以及对指定操 作 人 员 实 行 使 用

权限控制的功能。

　　三、旅游会计软件的主要功能模块

会计软件用于完成会计核算工作，主要包 括 账 务 处 理、工 资、固 定 资 产、成 本、

采购与应付、销售与应收、存货、往来账款管理和会计报表处理等模块。
一个模块通 常 又 被 称 作 一 个 子 系 统，通 用 核 算 型 软 件 主 要 包 含 以 下 一 些 子

系统：
（１）账务处理子系统。这是会计软件的核心，对所有的会计软件来说都是必不

可少的。
（２）工资管理子系统。主要完成工资的计算、工资费用的汇 总 和 分 配 等 工 作，

并自动编制机制转账凭证传递给账务处理子系统。
（３）固定资产管理子系统。主要实现固定资产卡片管理、固定资产增减变动处

理、折旧的计提与折旧费用的分配等工作，并自动编制机制转账凭证供账务处理子

系统和成本核算子系统使用。
（４）成本核算子系统。主要完成对成本费用的归集、分配。
（５）应付核算子系统。主要核算采购业务，包括登记商品的数量、价格，按适用

税率计算税金，并确认应付款项。
（６）应收核算子系统。主要核算旅游行业所取得的营业收入，登记发出商品的

数量，计算相关的税金，确认与管理应收账款，并管理有关票据。
（７）存货管理子系统。主要从应付核算子系统取得存货增加的成本和金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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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系统取得存货出库的数量，自动计算出出库商品的成本。
（８）货币资金（出纳）子系统。核算收款付款业务进行银行对账，登 记 现 金、银

行存款日记账。
（９）会计报表处理子系统。能够 规 范 地 编 制《资 产 负 债 表》、《利 润 表》和《现 金

流量表》。同时具有自定义报表的功能。
会计电算化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见图１１－５。

图１１－５　会计电算化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四、配备会计软件

配备会计软件是会计电算化的基础工作，选择会计软件的好 坏 对 会 计 电 算 化

的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配备会计软件主要选择通用会计软件、定点开发、通用

与定点开发会计软件相结合的三种方式，各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和自身的技术 力

量选择配备会计软件的方式。

　　五、会计软件的安装、启用与退出

（一）会计核算软件的运行环境（以用友会计软件为例）

１．系统运行的硬件条件

主机：Ｐ１００以上（网络服务器主机Ｐ１３３或以上，工作站同单机）
内存：１６ＭＢ以上

硬盘：２００ＭＢ以上

鼠标：标准系列鼠标

显示器：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支持的ＶＧＡ显示器，可显示２５６色

打印机：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ｘ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支持的各类打印机

２．系统运行的软件环境

操作 系 统：中 文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ｘ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西 文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ｘ或 Ｗｉｎ
ｄｏｗｓ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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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协议：ＴＣＰ／ＩＰ、ＤＣＯＭ
网络系统：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４．０
（二）会计核算软件的安装

会计核算软件必须安装到计算机硬盘上才能运行，会计核算 软 件 可 通 过 以 下

方法实现安装。

１．开计算机电源，启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ｘ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

２．会计核算软件装入光驱，稍后自动弹出安装界面。

３．在安装界面中选中相应的功能模块，单击“开始安装”选项即可进 入 安 装 向

导。引导用户进行系统安装。在安装中，核心模块必须选择，其他辅助模块可根据

需要来选择。同时在安装向导中，若安装的是单板机（单机安装或网络下的单机版

安装），则在系统弹出“需要ＮＴ支持，是否立即安装”的提示时，选择“否”即进行单

机版安装。

４．系统安装完毕，重新启动计算机创设软件运行环 境 进 行 系 统 设 置。安 装 正

版软件，须在关闭计 算 机 及 打 印 机 电 源 的 情 况 下，将 加 密 盒 安 装 在 主 机 打 印 接 口

上，再将打印机信号线接在加密盒上并固定好，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安装界

面如图１１－６。

图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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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行业会计电算化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旅游会计电算化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 随 着 电 子 计 算 机

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和发展。可以预见，旅游会计电算化将出现以下发展趋势：
（一）获得普遍推广和应用，大范围的信息处理网络得以建立

电算化信息处理从形式上看是信息处理手段的变化，实质上 却 是 生 产 方 式 的

转变，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对

电子技术认识的加深，它必将获得普遍推广和应用；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大

范围的会计信息处理网络也必将建立。
（二）信息处理和分析专业化、智能化

由于信息处理和分析专业性较强，需要专门的人才和多方面的知识，且具有较

高的成本，因此为小企业及个体经济提供信息服务的专业部门（类似于目前的代理

记账）将会逐渐出现。此外，随着智能电子技术的发展，信息处理也会朝 着 智 能 化

发展。
（三）促进会计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会计电算化的建设应当从会计所处的环境出发，因此，旅游行业的会计电算化

也必须从实现全面信息化的环境中去研究。旅游行业会计电算化首先要掌握企业

资源计划系统和会计信息系统。综观国内外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历程，会 计 电 算 化

是在两个方向上发展的结果。一是在横向上与管理信息系统相融合，形成集物流、
资金流与信息流于一体的ＥＲＰ系统；二是在纵向上为了满足企业组织决策层、经营

层与管理层决策行为对会计信息的需要，由会计核算信息系统、会计管理信息系统

向会计决策支持系统拓展，进而形成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
（四）促进旅游会计自身的发展和变革

推动旅游会计电算化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 发 展。从 一 定 意 义 上 讲，会

计电算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突破传统会计观念，对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提出

新问题、新课题，以及研究和确立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如会计电算化在系统设

计、工作组织、信息处理及账务处理程序等方式和方法上的改变，本身就 是 对 现 行

会计理论和方法的突破和完善。虽然从短期看，这些影响只是渐进性的，但从长期

看，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普及应用，新的问题和新的

课题将不断出现，如：信息处理网络建立后，企业将如何做到既及时合法 提 供 会 计

信息，又能有效保护 商 业 秘 密；信 息 经 济 将 对 现 行 会 计 理 论 和 方 法 产 生 什 么 影 响

等。对新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将形成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而新的会计理论和方

法的确立，又将使旅游会计电算化在新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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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

１．从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角度看，旅游会计电算化的系统组成要素有哪些？

２．会计电算化的意义有哪些？

３．我国会计电算化发展经过了哪些阶段？

４．我国会计电算化发展的趋势有哪些？

５．会计电算化对传统会计有哪些影响？

６．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岗位如何划分？

　　练习题

一、判断：将“√”、“×”填入题后括号中。

１．１９５４年，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首次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材料核算。（　　）

２．１９８１年８月，中国人民大学和长春一汽联合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第一次提

出“会计电算化”的概念。（　　）

３．会计电算化的基本含义仅指应用会计软件指挥计算机完成手工无法完成的

会计工作的过程。（　　）

４．会计电算化是一个单纯的计算机系统。（　　）

５．会计电算化分为会计核算电算化和会计管理电算化两个阶段。（　　）

６．单位 在 实 施 会 计 电 算 化 过 程 中 的 各 项 工 作 都 是 会 计 电 算 化 工 作 的 内

容。（　　）

７．会计电算化可以促进会计职能的转变。（　　）

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外会计电算化已呈现出普及化的趋势。（　　）

９．我国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　　）

１０．我国第一批专用软件公司出现于１９８５年。（　　）

１１．会计软件多元化即会计软件多层次和多类型。（　　）

１２．我国会计软件体系向管理型发展。（　　）

１３．会 计 电 算 化 信 息 系 统 中，各 种 数 据 以 数 据 库 文 件 形 式 保 存 在 磁 介 质

中。（　　）

１４．会计电算化的组织工作必须由单位领导或总会计师亲自抓。（　　）

１５．通用会计软件对会计人员要求较低。（　　）

１６．在会计电算化系统中，系统管理员负责输入会计数据。（　　）

１７．实现电算化处理后，会计部门的工作岗位仅有电算化岗位。（　　）

１８．在 会 计 电 算 化 系 统 中，系 统 维 护 员 要 定 期 检 查 软、硬 件 的 运 行 情

况。（　　）

１９．会计软件按功能分为专用会计软件和通用会计软件。（　　）

２０．会计软件从其软硬件系统结构上划分，可分为单机版和网络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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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项选择

１．会计电算化是（　　）的学科。

　　　　　　　　　　　　　　　　　　　　　　　　Ａ．传统 Ｂ．发展时间较长 Ｃ．边缘 Ｄ．未知

２．会计电算化的含义是（　　）。

Ａ．固定的 Ｂ．变化的 Ｃ．不一定 Ｄ．都可能

３．用于会计数据处理的软件称为（　　）。

Ａ．系统软件 Ｂ．应用软件 Ｃ．会计软件 Ｄ．实用软件

４．会计核算电算化与会计管理电算化的关系是（　　）。

Ａ．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Ｂ．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Ｃ．无关 Ｄ．不确定

５．会计电算化的第一阶段是会计（　　）电算化。

Ａ．分析 Ｂ．决策 Ｃ．管理 Ｄ．核算

６．我国许 多 企 业 有 开 展 电 算 化 工 作 的 愿 望，但 各 自 为 战，闭 门 造 车。这 是

（　　）阶段。

Ａ．缓慢发展 Ｂ．自发发展

Ｃ．稳步发展 Ｄ．相对成熟

７．我国会计软件将向（　　）化发展。

Ａ．多元 Ｂ．简单 Ｃ．复杂 Ｄ．普通

８．会计电算化是会计与（　　）相结合的产物。

Ａ．数字电路 Ｂ．计算机 Ｃ．网络 Ｄ．管理学

９．反映已发生的经济活动的信息是（　　）。

Ａ．管理信息 Ｂ．决策信息 Ｃ．会计信息 Ｄ．财务信息

１０．在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中，记账工作由（　　）完成。

Ａ．财务人员 Ｂ．开发人员 Ｃ．分析人员 Ｄ．会计软件

１１．在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中，账簿的存储介质是（　　）。

Ａ．纸介质 Ｂ．磁介质 Ｃ．不存在 Ｄ．光、电磁介质

１２．在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中，编制报表的取数由（　　）完成。

Ａ．财务人员 Ｂ．开发人员 Ｃ．分析人员 Ｄ．计算机

１３．在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　　）关系。

Ａ．控制 Ｂ．数据传递 Ｃ．平等 Ｄ．不确定

１４．配备会计软件时，多数单位（　　）。

Ａ．选择通用会计软件

Ｂ．定点开发

Ｃ．定点开发与选择通用会计软件相结合

Ｄ．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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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不属于电算化岗位。

Ａ．系统管理员 Ｂ．系统操作员 Ｃ．档案管理员 Ｄ．出纳

三、多项选择

１．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基本内容包括（　　）。

Ａ．人员 Ｂ．计算机硬件 Ｃ．计算机软件 Ｄ．会计规范

２．从事会计电算化工作的人员有（　　）。

Ａ．会计主管 Ｂ．系统维护员 Ｃ．凭证审核员 Ｄ．人事管理员

３．属于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软件有（　　）。

Ａ．操作系统 Ｂ．ＤＢＭＳ Ｃ．ＣＡＤ Ｄ．会计软件

４．学习会计电算化应注意（　　）。

Ａ．准备数学与管理知识 Ｂ．准备软、硬件环境

Ｃ．合理安排理论、实验的时间 Ｄ．理解手工流程

５．会计电算化涉及（　　）。

Ａ．会计理论的研究 Ｂ．会计实务的研究

Ｃ．人员培训 Ｄ．制度的建立

６．会计电算化的作用有（　　）。

Ａ．减少劳动强度 Ｂ．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Ｃ．促进会计职能的转变 Ｄ．推动企业管理现代化

７．我国会计电算化的发展经历了（　　）。

Ａ．起始 Ｂ．缓慢发展 Ｃ．自发发展 Ｄ．绝对成熟

８．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数据输入方式有（　　）。

Ａ．直接输入 Ｂ．间接输入 Ｃ．自动输入 Ｄ．脱机输入

９．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输出方式有（　　）。

Ａ．显示输出 Ｂ．人工输出 Ｃ．打印输出 Ｄ．软盘输出

１０．配备会计软件的方式有（　　）。

Ａ．购买 Ｂ．开发

Ｃ．购买与开发相结合 Ｄ．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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