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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保全理论分为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传统

的会计理论体系建立在财务资本保全下，在物价稳定时，财务

资本和实物资本基本一致，坚持历史成本下的财务资本保全

便能使企业的损益计量真实可靠，保证维持现有的生产力。但

在物价变动显著时，财务资本和实物资本相背离，继续在财务

资本保全观下进行会计计量，就不能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

息。新颁布的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可以采用加速折旧法并

且规范了资产减值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消除通货

膨胀带来的影响，但不能全部消除。因此，在通货膨胀日益加

剧的今天，通货膨胀会计的处理方法便很具有研究价值。

一、通货膨胀下财务资本保全观的缺陷

1援 会计信息失真。在传统会计计量模式下，企业按照历
史成本原则计量，在通货膨胀下，各个时期的单位货币所表示

的购买力不同，不同时期的货币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以此来

反映企业的各经济业务就不能客观。

2援 实物资本无法保全。传统会计计量模式是财务资本保
全观，收益是以货币表示的净资产的增加，它是以币值不变假

设和历史成本计价原则为前提，进行收入与费用的配比。但在

通货膨胀下，产品成本仍按取得或构建时的成本计价，由于物

价已上涨，会计核算时计提的成本费用等就无法补偿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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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给财务资本保全观下的传统财务会计带来了挑战。本文通过分析通货膨胀给传统会计管

理的影响，提出了如何将基于财务资本保全观下编制的会计报表调整为实务资本保全观下的会计处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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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需要分别在三个一级预算科目下相应设置了若干明细科

目，其中在“602预算分配”科目下设了“内部预算指标调整”
明细科目即“602010预算分配———内部预算指标调整”科目，

专门用于预算部门调整预算分配指标，不是会计核算部门用

于调整核算错账的，更不是会计在传统会计核算差错划线更

正法、红字更正法、补充更正法之外，又增加了一种会计差错

调整方法。

用“602010 预算分配———内部预算指标调整”（简称

602010）科目调整科研经费核算差错的两种常见错误形式：
1. 用 602010科目更正科研经费支出入错部门的情况。
例 1：应由农学院代码 0265王老师、科研项目代码 1100131

项目支出的材料费 10 000元误入动物科技学院代码 0266张
老师、科研项目代码 1100131项目支出材料费 10 000元。
会计作调整分录：借：602010———0266———1100131———

100 000元；借：602010———0265———1100131———10 000元。
正确的调整分录：借：53100200109科研事业支出———材

料费 0266———1100131———-10 000元；借：53100200109科研
事业支出———材料费 0265———1100131———10 000元。

2. 用 602010科目更正科研经费支出入错部门和项目的
情况。

例 2：承上例，10 000 元材料费误入动物科技学院代码

0266刘老师科研项目代码 2100113项目。
会计作调整分录：借：602010———0266———2100113———

-10 000元；借：602010———0265———1100131———10 000元。
正确的调整分录为：借：53100200109科研事业支出———

材料费 0266———2100113———-10 000元；借：53100200109科
研事业支出———材料费 0265———1100131———10 000元。

用 602010科目更正科研经费支出的会计核算差错，虽然
科研项目调整后余额相同，但就单个科研项目看，科研项目支

出性质改变，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出变为预算调整数了，“531
科研事业支出”明细科目反映的信息不准确，不利于科研项目

的成本核算，故不能用 602010科目代替会计核算科目更正科
研经费支出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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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耗用的材料和固定资产的耗损，因而无法保证企业原有

生产规模的经营，即无法保证“实物资本的保全”，企业只能在

实际生产规模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维持经营。

3援 虚增利润，增加企业赋税。传统会计模式中，企业按商
品售出时的销售价格计算取得的收入，与其配比的成本则是

按已耗或已售资产的历史成本和费用来确认。在通货膨胀下，

收入的计量基础是现行价格，而成本费用的计量基础却是历

史成本，这与传统会计中的配比原则存在矛盾，在产品销售收

入随物价上涨而增加时，与之配比的成本若仍按原取得时较

低的历史成本确认，必然产生利润的高估，该高估的部分本应

用于重置消耗的资产、补偿企业再生产能力，但算成利润后则

被征收所得税，税后还要分配，造成了企业资产的流失。

二、实物资本保全观下会计处理的建议

从财务资本保全分析，实物资本保全是从收益中挖走一

块补充资本；从实物资本保全分析，财务资本保全是从资本中

挖走一块列作收益。因此，在通货膨胀条件下，选择实物资本

保全更为合理。而如何将财务资本保全观下的会计报表调整

为实物资本保全观下的呢？笔者认为，可以在所有者权益项目

下增加表示维持实物生产能力的会计科目：“资本调整”和

“购买力损益”，对应的会计处理见下文。

1援 对于货币性项目的调整。
在通货膨胀下，货币性资产主要表现为购买力的下降，

对此，可以采用国际上现有应对通货膨胀的三种会计计量

模式中的不变购买力计量模式来调整。

经调整后，资产和负债会产生一个差额，该差额的归属现

在没有一个统一结论，但笔者认为，该差额属于资产损益，应

该用于描述资产购买力的损益，而不是真正实现的损益，不应

计入利润表，而应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因此，可

以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设一科目，如“购买力损益”，其正值

表示企业购买力增加，负值表示购买力下降。

2援 对于非货币性项目的调整。
本文以一般性商业企业为例，说明非货币性项目的调整

方法：

（1）对固定资产的调整。在通货膨胀严重期间，加速折旧
已不能保证实物资本的保全，为维持企业资产的保值，应按现

行成本予以调整。笔者建议，即在现行成本难以获得时，可采

用新的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伊（已折旧年限/可使
用年限）来确认一个近似现行成本的金额，以此来调整实物保

全下应有的折旧额，以更多的折旧额来弥补生产过程中的耗

费。在通货膨胀时，现行成本高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出

于谨慎性原则，笔者认为仍按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列报，折旧

额的调整直接反映在未分配利润项目下。在“利润分配”科目

下加设“因物价变动调整额”科目，调整分录为：借：利润分配

法———未分配利润———因物价变动调整额（管理费用）；贷：资

本调整。

“资本调整”科目为新增的所有者权益下表示为维持原有

生产能力所需金额，分录体现了从收益中挖走一块作为资本，

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表现为所有者权益内部明细

的转换，总额没有变化。对应地，应在利润表中阐明物价变动

的事实，列示出考虑物价变动后的利润额。

（2）对存货的调整，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若存货已售出，该经济业务表现为货币性资产的增加和

收入的增加。因此，对该收入的调整应与货币性资产的调整相

同，因为该收入的实物形态就是货币性资产，表示的是现行购

买力。由于通货膨胀条件下购买力下降，在对收入按一般物价

指数进行调整后，收入应相应减少，导致利润减少。售出存货

还表现为非货币性资产的减少和成本的增加。对该成本的调

增应采用现行成本法，在现行成本不易获取的情况下，可以考

虑采用公允价值衣（1+成本利润率）来确认一个近似现行成本
的金额，以此来对该成本额进行调整。综合以上，调整分录可

为：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因物价变动调整额（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因物价变动调整

额（主营业务成本）；贷：资本调整。该分录仍然表示从收益中

挖一部分作为维持生产力的资本。应在利润表中阐明物价变

动的事实，列示出考虑物价变动后的利润额。经过上述对已售

存货的调整，通过一般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可将收入调整到接

近成本，同时，成本是按各项目的现行（重置）成本进行，可以

在较大程度上实现收入与费用的配比。

若为库存存货，是以历史成本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中的非

货币资产项目中。具体的调整方法为：首先计算其可变现净

值，由于该可变现净值未来也表示为货币性资产，因此，在按

常规计提减值损失之前，应先对可变现净值利用一般物价指

数进行调整。将调整后的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进行比较，确

认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利用一般物价指

数调整后的可变现净值会减少，对应会增加资产减值损失的

金额，减少利润，最终也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未分配利润”

项目中，保证了实物资本的保全。

笔者建议可在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下加设“因物价变动

调整额”项目，对应也在资产负债表的未分配利润下加设“因

物价变动调整额”项目，以此来反映因物价变动应调整的利

润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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