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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农村固定资产帐实不符的现象比较突出 ,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从分析固定资产帐实不符的成因出发 , 提出了几
点帐务调整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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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 the phenomenon, of whichthe reality andthe symbol were not consistent with eachother in countryside fixed asset accounting , was
very promi nent ,which affected the truth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eriously . Beginning fromthe reason of symbol , the author proposed several advices and
opinions about accounting adjustment of the f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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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固定资产帐实不符的成因

1 .1  对制度变更不适应 早在1996 年3 月份, 财政部和农

业部就联合颁布了《村合作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试行) 》, 与

1988 年制定的《村合作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试行)》相比较, 在

固定资产核算方面, 一是将单位价值标准由100 元提高到

300 元; 二是增设了“固定资产清理”科目。2004 年9 月份, 为

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废除农业税的需要, 财政部又重新颁布

了《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该制度在将固定资产的单位

价值标准由300 元提高到500 元的同时 , 规定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牲畜资产和林木资产不再转入固定资产进行核算。在制

度变更过程中, 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未及时对固定资产的单位

价值标准和应记范围进行调整, 致使不该列入固定资产的项目

列入了固定资产。更为普遍的是对因出售、报废和损毁等原因

减少的固定资产, 未按规定程序转入“固定资产清理”及有关帐

户进行核销, 严重影响了固定资产帐户的真实性。

1 .2  历史性原因  按先后2 次修订的“制度”要求, 村集体

经济组织进行会计核算时, 应将“投资基金”和“股份基金”2

个科目归并为“资本”科目 ; 同时规定: 资本分为村( 组) 资本、

外单位资本、个人资本和国家资本等。其中, 村( 组) 资本是

指村( 组) 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和劳务投入村合作经济组

织形成的资本, 并专门强调该部分资本包括原生产队积累折

股股金和合作化时期形成的股份基金。由于历史原因 , 大部

分村此两项基金已名存实无, 但又都一直挂帐 , 它们大都与

固定资产科目对应, 在新老制度接轨时, 又未对其重新进行

价值评估, 并进行相应的帐务处理, 导致固定资产帐存实消。

1 .3  执行会计核算体系不严谨  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是

收益分配核算体系, 与利润分配核算体系相比较, 其最大特

点是不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成本核算, 而直接以当年的各项收

入之和扣除掉各项费用及支出后的余额作为本年收益。这

种不以产品为对象而以时间为标准的收支核算方法, 适应农

村生产特点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的要求, 但在具体会

计核算中, 许多农村财会人员则曲解了这一核算特点, 把不

计成本理解为不计费用 , 因而不计其固定资产折旧, 久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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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使固定资产的帐面净值远大于其实际价值。

1 .4 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 会计工作具有很强的严肃性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也不应例外。然而在实践中, 由

于农村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和会计核算的特殊性, 有关部门往

往对农村会计工作从思想上不够重视, 因而政策上也就带有

一定的灵活性, 管理工作跟不上, 更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

制, 对会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未能采取

必要的行政性或技术性措施加以解决, 固定资产核算中的不

合理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1 .5 财会人员业务素质偏低  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近几年

来, 伴随着“入世”的步代,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

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更加规范化的要求。然而, 从农村财会人

员配备的实际情况看, 前几年, 许多地方虽通过会计职业化

或会计公职化,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村级财会队伍建设, 但

农村财会人员业务水平较低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 致使

包括固定资产在内的会计核算中的技术性问题频为发生, 固

定资产账实不符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观。

1 .6  会计科目选择的缺陷性  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

制度》的规定, 自行建造完成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 , 应当按照

竣工验收的决算价, 计入“固定资产”科目。然而, 在农村会

计实践中, 个别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建造固定资产的各项支出

直接计入了当年的费用支出, 导致固定资产的帐面净值远小

于其实际价值。

2  农村固定资产帐实不符的调整建议

2 .1 将固定资产帐实间的差额冲减“公积公益金”帐户 该

方法宜于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严重超出其实际价值, 而“公

积公益金”帐户余额又特别大的情况。《村集体经济组织会

计制度》规定:“盘亏及毁损的固定资产, 应查明原因, 按规定

程序批准后, 按其原价扣除累计折旧、变价收入、过失人及保

险公司赔款之后, 计入其他支出”。按此规定 , 固定资产帐大

于实的差额, 最终都要列入“其他支出”, 而不能通过“公积公

益金”帐户调整。在正常情况下, 财会人员理应严格遵守此

项规定, 但笔者所提及到的固定资产帐大于实的原因, 并非

一般性的盘亏, 而是日常帐务处理不当造成的 , 且一旦数额

特别大 , 直接列支会影响当年的收益分配。再则, 从农村会

计帐务处理的实际情况看, 固定资产( 含其他资产) 按法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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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重估价值与帐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以及由过去的“两工”和

现在的“一事一议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 , 均通过“公积公益

金”帐户核算。由于种种原因, 在农村固定资产帐实不符的

同时, 个别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积公益金”帐户也出现了特

别大的余额 , 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际积累不相符, 为此建

议采取此项处理方法。

2 .2  将固定资产帐实间的差额先行列入“递延资产”, 然后

分期摊销计入相关支出 此法适宜于在固定资产账实差额

较大的情况。新“制度”并未设置“递延资产”科目, 而是规定

将固定资产帐实之差额直接计入“其他支出”。提出此法的

主要理由是“制度”所强调的将其计入“其他支出”, 是建立在

以往固定资产帐务处理符合“制度”规定的前提下的, 而笔者

所提出的固定资产帐实不符的差额, 则是从以往对固定资产

的帐务处理不符合“制度”规定的角度加以考虑的。即在原

先对固定资产未计提折旧, 致使固定资产帐面净值远远高于

现存价值的情况下 , 有必要设置“递延资产”科目 , 将固定资

产帐实不符的差额先行计入本科目, 然后在不少于1 年的期

限内按月分别计入“经营支出”、“管理费用”或“其他支出”。

2 .3  将固定资产帐实间的差额直接计入相关支出  此法适

宜于在固定资产帐实差额较小的情况下采用。也就是说, 虽

然固定资产帐实不符是由于以往帐务处理不符合“制度”的

规定而造成的, 但因其数额不大 , 可以按固定资产的用途, 将

其差额分别计入“经营支出”、“管理费用”或“其他支出”。

2 .4  将固定资产帐实间的差额先行计入“待摊费用”, 然后

在不超过1 年的期限内按月摊销计入相关支出  此法适宜

于在固定资产帐实差额不大, 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又实行按月

核算收支, 年终进行收益分配决算的情况下采用。目前 , 大

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都实行年终一次性收益分配的核算形

式, 但随着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 个别村集体经济组织, 尤

其是集体经济组织已开始实行按月核算收益分配 , 年终集中

进行收益分配决算的核算方式。在此核算方式下 , 如因帐务

处理不当造成了固定资产帐实间的差额, 当其数额不大时 ,

为了不影响当月的收益分配, 就可以考虑设置“待摊费用”科

目, 将固定资产帐实间的差额先行计入该科目 , 然后按月摊

销计入相关费用支出。

2 .5 将固定资产帐实间的差额增记“公积公益金”帐户 上

述固定资产帐实之差额的调整方法, 都是在固定资产账面价

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情况下采用的。当由于会计科目选择

等技术性原因而导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严重低于其实际价

值时, 如果公积公益金帐户余额比较小 , 建议采取此项处理

方法。具体操作过程中, 可以将应当计入“固定资产”科目而

错误地计入了当年的费用支出的项目 , 通过“收益分配”科

目, 转入“固定资产”和“公积公益金”科目。

应该说明的是, 在农村会计帐务处理过程中, 由于其他

原因所造成的固定资产帐实不符的差额, 不属于笔者讨论的

范围, 应按《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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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建设, 都是客观存在的, 笔者倾向于 2 种方法的折

衷。在国家或社会未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之前 , 被征用

的农地没有从事工商业的区位条件 , 因而只能农用, 随着国

家或社会进行投资 , 改善了被征地的区位条件 , 被征地可作

它用了, 因而价值提高了, 但这个增值应归国家。根据“涨

价归公”的原则 , 用纯收益还原法评估国家建设征地时, 其

纯收益取值就不能取商业或工业的纯收益, 而只能取农业

的纯收益, 这是历史定价法的体现。有人据此认为用纯收

益还原法算出的补偿标准还不如用20 倍的产值算出的补

偿标准高, 而且这种计算也不合理。因为地产估价有一个

原则叫最有效使用原则 , 其基本思想是地价以土地的效用

作最有效发挥为前提。这是因为土地具有多种用途, 不同

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其权利人带来的收益量是不同的, 而土

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 并

以此作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根据这个原则, 用纯

收益还原法评估国有土地价格时 , 其纯收益的取值不受土

地现实使用状况的限制 , 是以土地在最佳利用时取得的纯

收益取值的, 这也是市场定价法的体现。两种说法都有道

理, 但是在进行国家建设征地时 , 如果纯收益按最佳用途取

值, 将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极重的负担 , 在国家尚不十分富裕

的情况下 , 有必要向农民宣传“涨价归公”的原则, 而且在农

地评估中, 纯收益虽然不能取非农业的纯收益, 但在农业

( 大农业) 生产内部 , 仍可坚持最有效使用原则 , 取利润率最

高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纯收益。比如 , 在种粮、种菜、种水果、

养鱼、养牲畜等项土地利用方式中, 哪一种方式的纯收益最

高, 就可取哪一种方式的纯收益。这样取值并不违背“涨价

归公”的原则 , 因为现在是在农业内部进行结构调整, 无论

国家或社会是否投资改善区位条件 , 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

总是可以进行的。再有 , 以农地最佳利用方式的纯收益算

出的补偿费只是土地补偿费, 而按20 倍产值算出的补偿费

是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之和, 因此, 还需计算安置补助

费。安置补助费的实质是对劳动机会丧失的补偿。由于国

家征地, 使农村劳动力丧失了劳动机会, 国家也应该对其进

行补偿。这样做起来的话 , 制度成本虽然有些大, 但相对于

在国家财政许可的条件下 , 最大程度的保障失地农民的权

益的终极目标来说 , 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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