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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数月后开始会计核算的

小工业企业账务体系设计

【摘要】实务中许多企业在经营数月后方招聘会计人员开展会计核算活动，为促使这类企业尽快走上规范化道路，会

计人员必须做好初始账务处理工作。本文在分析此类会计业务意义和难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初始账务处理体系设计的原则

及步骤，并以案例方式完成了初始账务处理体系设计。

【关键词】初始账务处理体系 设计 步骤

党晓峰

渊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 广西贺州 542899冤

许多新办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为了抓住市场机会，在

未建立规范的会计组织机构（只配备了统计人员）和开始会计

工作前即开始了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会计活动滞后于生产

经营活动。但作为一个合法企业，必须走上规范化的会计核算

工作轨道，所以，在生产经营数月后，为这类企业设计好规范

的初始账务处理体系、理顺账户间的对应关系，是保证企业未

来核算工作质量的重要基础。

一 尧账 务 处 理 体 系 设 计 的 难 点

1. 实物资产价值确定难。由于此前没有正式的会计机

构，且经营数月，资产记录未按会计工作要求进行，导致很难

确定资产价值。比如，有个企业只有一个生产统计人员，低值

易耗品入库和领用时，只登记数量，不登记价值。有些低值易

耗品，没有入库，就直接领用了。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在领用

安装材料时，也只登记数量，不登记价值。诸如此类的现象很

多，都给资产价值的确定带来困难。

2. 账务体系结构确定难。确定账务体系，对以后会计处

理的规范化、科学化非常重要。建立账务体系，必须了解经济

业务的特点，涉及生产特点和管理需要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因

此需要对企业做深入调查，结合会计制度设计知识来完成，工

作量很大。稍不注意，就会出现三方面问题：一是账簿设计有

遗漏，如有些经济业务不能在任何一个账簿核算；二是账簿内

容有重叠，如某项经济业务在多个账簿中都能核算；三是账务

流程不简约，即容易出现管理不需要的无意义的核算处理环

节，犹如数学中的数字游戏，徒增会计工作量，从而影响会计

信息的及时性。

3. 人员沟通协作难。设计初始账务处理体系（尤其是已

经开始生产经营数月的企业），需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与那

些没有会计知识和不很关心会计核算知识的技术人员、操作

人员进行沟通，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更重视的是生产经营活动。

二 尧 账 务 处 理 体 系 的 设 计 原 则

会计人员在设计初始账务处理体系时，除了应该遵循真

实性、合法性原则外，更重要的是将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

会计工作属于管理工作，没有最好的管理方式，只有最合

适的管理方式。所以将合理性原则放在第一位是非常重要的。

应根据企业管理工作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来设计初始账务处理

体系，也就是初始账务处理体系不是越复杂越好，或者越简单

越好，而是越能满足企业未来核算需要越好。

三 尧 账 务 处 理 体 系 设 计 及 初 始 账 务 处 理 步 骤

1. 对资产、费用进行清理评估。对已经拥有的资产、已经

发生的费用进行清理评估，是未来进行初始账务处理的数据

基础。为此，初始账务处理体系的设计人员，应该将要调查的

主要信息萃取出来，设计相应的调查表格，请有关人员协作填

写，并明确填写时间和协助人员名单，以利于以后核实。

2. 初始账务处理体系设计。完成对资产、费用的评估，摸

清了家底后，即可着手设计初始账务处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

两个关键问题：淤初始账户设计。根据已经调查的资产费用情

况，设计必需的初始账户个数、名称。于确定初始账务处理的

平衡思想，设计平衡模型。初始账务处理的平衡方式非常重

要，涉及未来账务处理的平衡问题，这就需要确定初始账务处

理的平衡思想，并根据平衡思想，设计平衡模型。

3. 进行初始账务处理。完成了初始账务处理体系设计

后，即可结合资产费用数据，进行初始账务处理，也就是编制

记账凭证（会计分录）和记账。

至此，就完成了初始账务处理体系的设计工作，为以后进

行规范的会计核算活动打下了基础。

四 尧 案 例 研 究

（一）案例简介

H玩具有限公司拥有员工 20人，是一家拟在 2012年 6

月份正式开业的小型儿童趣味玩具生产企业。企业为了抓住

商机，事实上于 2012年 3月初即开始生产（生产入库的成品

尚未出售，待当年六一儿童节促销）。5月份生产正常后，方着

手建立会计核算机构，准备进行规范化的会计核算。此前只有

1名办公室文员兼统计人员进行必要的费用统计，现金支出

由老板直管，没有设置过会计账簿，当然也没有进行过任何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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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理。5月上旬，企业以优厚薪酬招聘 1名能力较强的会计

人员小周，请其尽快开始规范的会计核算工作。老板拟以已经

购买的资产和已经发生的费用为自己的注册资金。小周接到

任务后，感到非常困难，因为从未遇到此类业务。他求助于从

事会计工作同学及其毕业论文导师。师生讨论后认为，该项工

作并非一项简单的会计业务，本质上是一项会计制度设计的

应用研究活动，且必须用研究成果立即解决具体问题。经过师

生探讨交流，遂形成具体的工作思路，小周依此逐项展开，具

体过程见下述初始账务处理体系设计。

（二）H玩具有限公司账务处理体系设计及初始账务处理

1. 制定该企业初始账务处理体系设计的指导思想。按成

本核算原理，该企业此前发生的生产人工费用和生产组织费

用，在初始账务处理时记入“库存商品（完工产品）”、“生产成

本（在产品）”等账户；管理活动费用、促销活动费用等，视同开

办费用，在初始账务处理时记入“长期待摊费用”账户。

2. 数据整理分析。

（1）数据第一次整理———按会计核算要求进行资金数据

初步整理分类及分析。将该企业的资金存在形式分为两类，即

以资产项目形式存在的资金和以费用项目形式存在的资金。

由于还没有建立账户，所以此处只是资产项目或费用项目，而

不是“账户”。

首先，确定固定资产、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完工产品、在

产品等资产项目形式的资金金额。经实地清点与咨询，发现该

企业自开始生产以来仅生产一种产品，截至 5月末，该产品完

工入库 100 000件，在产品 5 000件，且完工产品和在产品成

本仅包括原材料成本。其次，根据统计资料，确定生产人工费

用、生产组织费用、管理活动费用、促销活动费用等费用项目

形式的资金金额。将调查数据整理成表 1。

（2）数据第二次整理———根据第一次整理的结果分析计

算整理。该企业自开始生产以来并未计提折旧，现在应补提折

旧。根据该企业的设备特点，决定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该企业尚未专设销售部门，所以将折旧记入“生产组织费用”、

“管理活动费用”等费用项目。

生产设备原值 1 000 000元，净残值率为 3%，预计使用年

限 10年；管理部门的设备主要是计算机及其打印设备，共计

6 000元，无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 5年。

则生产设备折旧：每月计提折旧=（1 000 000-30 000）衣

10衣12=8 083.33（元）。两个月共提折旧 16 166.67元。

管理部门设备折旧：每月计提折旧=6 000衣5衣12=100

（元）。两个月共提折旧 200元。

加上折旧后，两个月生产组织费用=60 000+16 166.67=

76 166.67（元）；两个月管理活动费用=30 000+200=30 200（元）。

将上述计算结果分析整理成表 2。

（3）数据的第三次整理———根据第二次整理的结果分析

并计算。经过咨询技术人员意见，结合成本核算原理，决定将

“生产人工费用”和“生产组织费用”按定额工时比例分配法在

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每件完工产品定额工时 2工时，每件在产品定额 1.5工

时。

淤生产人工费用分配。

生产人工费用分配率=82 500衣（100 000伊2+5 000伊1.5）

=0.397 6（元/工时）

在产品生产人工费用=7 500伊0.397 6=2 982（元）

完工产品生产人工费用=82 500-2 982=79 518（元）

于生产组织费用分配。

生产组织费用分配率=76 166.67衣（100 000伊2+5 000伊1.5）

=0.367 1（元/工时）

在产品生产组织费用=7 500伊0.367 1=2 753.25（元）

完工产品生产组织费用=76 166.67-2 753.25=73 413.42

（元）

盂确定在产品和完工产品成本。

在产品成本=15 000+2 982+2 753.25=20 735.25（元）

完工产品成本=300 000+79 518+73 413.42=452 931.42

（元）

将上述计算分析结果整理成表 3。

3. 初始账务处理体系设计。将该企业生产两个月以来的

资产、费用整理完毕后，就可以依据设计原则，开始设计初始

账务处理体系。

（1）设置初始账务处理所需账户。根据整理后的该企业资

产项目和费用项目分析其需要记录的会计信息，确定了该企

业初始账务处理需要设置的账户有“固定资产”、“原材料”、

“周转材料”、“库存商品”、“生产成本”、“长期待摊费用”、“实

收资本”、“累计折旧”等。

（2）设计平衡模型。为了使初始账务处理规范化，设计了

以下账务处理平衡模型。

1 006 000 200 100 23 050 300 000 82 500 60 000 30 000 1 000 1 717 650

固定
资产
渊原值冤

原材料

资产项目

完工产
品 渊仅
为原材
料费用冤

生产
人工
费用

生产组
织费用
渊未含
折旧冤

管理活
动费用
渊未含
折旧冤

促销活
动费用
渊户外
广告冤

低值
易耗
品

费用项目 合计

在产品
渊仅为原
材料费
用冤

15 000

表 1 资产项目和费用项目金额 单位院元

1 006 000 200 100 23 050 300 000 82 500 76 166.67 30 200 1 000 1 734 016.67

固定
资产
渊原值冤

原材料

资产项目

完工
产品

生产
人工
费用

生产
组织
费用

管理
活动
费用

销售
费用

低值
易耗
品

费用项目 合计

在产
品

115 000

表 2
计提折旧后的资产项目
和费用项目金额 单位院元

1 006 000 200 100 23 050 452 931.42 0 0 30 200 1 000 1 734 016.67

固定
资产
渊原值冤

原材料

资产项目

库存
商品

人工
费用

制造
费用

管理
费用

销售
费用

低值
易耗
品

费用项目 合计

在产
品

20 735.25

表 3
分配生产人工费用和生产组织费用后

资产项目和费用项目金额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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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模型 1———平衡的数学

公式：

固定资产（原值）+原材料+周

转材料+库存商品 (即完工产品)+

生产成本（即在产品）+长期待摊费

用=实收资本+累计折旧

模型释义：此处“长期待摊费用”应为“管理活动费用、促

销活动费用”等费用项目的金额之和，以后采用合适的摊销期

限摊到各个会计期间。又由于固定资产折旧价值最终转移至

“库存商品”、“生产成本”、“长期待摊费用”等账户，所以为了

便于设计会计分录模型，“累计折旧”账户置于等式右方。

平衡模型 2———会计分录模型：

为了使初始账务处理（会计分录）规范化，在“平衡模型

1”基础上设计“平衡模型 2———初始账务处理的会计分录模

型”，如下：借：固定资产（原值），原材料，周转材料（即低值易

耗品），库存商品（即完工产品），生产成本（即在产品），长期待

摊费用；贷：实收资本，累计折旧。

4. 完成初始账务处理。根据“平衡模型 1”建立账户平衡

关系表，见表 4。

根据“平衡模型 2”，结合表 4数据，完成初始账务处理，

如下：借：固定资产 1 006 000，原材料 200 100，周转材料

23 050，库存商品 452 931.42，生产成本 20 735.25，长期待摊

费用 31 200；贷：实收资本 1 717 650，累计折旧 16 366.67。

至此，小周为该企业进行了初始账务处理，并据以登记了

有关账簿。从次月（6月份）起，企业可在初始账务处理的基础

上进行规范的会计核算活动。

【注】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12年度野广西高等学校优秀

人才资助计划冶叶贺州小微企业作业成本法核算体系设计研

究曳的研究成果之一遥

主要参考文献

周峰袁赖永福.广州石化全员目标成本管理的实践.财务与

会计袁2012曰2

1 006 000 200 100 23 050 452 931.42 20 735.25 31 200 1 734 016.67 1 717 650 16 366.67 1 734 016.67

固定
资产

原材料
低值
易耗品

库存商品
渊产成品冤

生产成本
渊在产品冤

长期待
摊费用

左方合计

实收资本 累计折旧

右方合计模型1等式右方账户金额模型1等式左方账户金额

表 4 账户平衡关系表 单位院元

举例说明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之异同

【摘要】摊余成本在现行会计准则中使用频率较高。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是否等同？本文通过案例形式对其进行剖析，

以揭示其所谓神秘面纱。

【关键词】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债券 利息 摊销

冷 琳

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 长沙 410205冤

现行会计准则对摊余成本是这样解释的：金融资产的初

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淤扣除已偿还的本金；于加

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

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盂扣除已发生的减值

损失。而资产的账面价值通常是指资产成本扣减累计折旧（或

累计摊销）和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因此，摊余成本与账面

价值从概念上说肯定是不能等同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在

特定的时点上，两者在金额上又会出现一致的情况，需要我们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在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中，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在任

何时点都是相等的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由于

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价值等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余额减

去“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余额，我们将其对照前述

摊余成本的定义，很容易发现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而言，摊余

成本即为账面价值。如为溢价购买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债券，

企业将其划归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不考虑减值因素，在投资

持有期间随着溢价的摊销，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会逐期减

少，到期时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即为债券面值；如为折价购

买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债券，不考虑减值因素，在投资持有期

间随着折价的摊销，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会逐期增加，到期

时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即为债券面值。而如果债券是到期

一次还本付息的，则其到期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为债券的

面值加上所有票面利息。

例 1：甲公司在 2007年 1月 1日以 825 617元的价格购

买了乙公司于当日发行的总面值为 800 000元、票面利率为

5%、5年期的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债券利息在每年 12

月 31日支付。甲公司还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购买该债券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