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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集团股份制

会计制度转换的儿个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我国股份制企业试点已从小规模、低水准、 多样化的初级探
索阶段进入大资本、 高起点、 规范化的稳步发展时期。 最近， 国家批准全国九家大型企业进
行股份制试点。 这些试点的大型企业将近一半分属企业集团， 有的是资产经营一体化的紧密
型企业集团， 有的是主体企业用投资、 参股办法取得二级法人控股权的半紧密型企业集团。
这些企业集团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随着改革形势的需要而涌现出来的，它对优化企业组
织结构、 促进专业化改组、 优化生产要素、 合理配置资源、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具
有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它还存在政府、 行政管理职能的成份， 既代表国
家对企业进行国有资产管理， 又替国家承担社会就业、 就学、医疗福利的责任。 显然， 企业
集团实行股份制， 一方面要保持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 内部成员优势互补的长处， 另一方面
又要克服政企不分、 社会负担过重的弊病， 使股份制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
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从这一 要求出发， 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就要对现有企业集团
内部成员进行必要筛选， 对一 些具有社会服务功能的非经营性单位， 如医院、 学校等不列入
股份制试 ，I` ,、（范围}对 一些非生产主体的辅助配套单位， 如机修、 供电、给水、物资供应部门可
改建为右业性公司， 不划入股份制企业范畴。 企业集团股份制试点范畴的重新划定势必给会
计制度转换带来新的间题， 这就是企业集团会计制度既不是全方位的转换， 即不在企业集团
中全部实行股份制会计制度， 又不能按企业集团原有核算组织和结构采用各自的会计制度。
因此，企业集团进行股份制会计制度转换，必须考虑如何使股份制试点企业的会计制度既符合
规范化要水，又符合企业集团会计管理特点。 为此，本文拟就企业集团股份制试点会计制度转
换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几个问题作一 探讨。

一、 会计制度转换的原则

企业集团 一般均属大型或特大型企业， 内部核算单位多， 因此会计制度转换不仅量大，
难度也大， 所以在会计制度转换中应遵循下列原则＄

1. 考虑股份制试点后， 企业集团核算格局变化对会计制度的影响。 如前所述， 企业集
团进行股份制试点通常需要重新组合内部成员， 使部分单位组建成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
余单位改建成若干个专业化公司。 以全国九家股份制试点的大型企业之一 马鞍山钢铁公司为
例， 它原属紧密型企业集团， 根据其股份制改造方案设想， 它将原生产经营主体改造成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部分如生产后勤、 机械制造、 房地产、集体企业等改成专业化和服务性公
司， 使其成为拥有一个独立的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若于个开发公司和经济实体的集团
性公司。显然，企业集团的洞整和组合将改变其原有核算格局， 使紧密型企业集团原有二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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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集中管理或半紧密型企业集团内部成员独立核算变为股份制企业和其他关联企业独立核
算、 集团公司汇总管理的模式。 为适应新的核笲格局， 在股份制会计制度转换时不仅要考虑

股份制有限公司内部的核算要求， 而且也要考虑集团公司总体核算管理的要求。在会计科目

和报表项目设置上要预留与关联企业和集团公司相衔接的窗口， 为以后集团公司会计管理创

造条件。

互按照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规范化要求， 适合企业集团股份制试点企业管理特点。 企

业集团内部组建股份制企业的规模比一般的股份制企业要大 ，因此对其资金管理、成本管理的

要求也高， 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转换在科目设置、核算口径、利润计算、 报表格式
等方面既要符合股份制会计制度规范化要求， 又应反映股份制企业内部资金成本核算和考核

的内容， 满足大型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会计管理的需要。 例如， 内部银行的结算、拨付（入）

资金的核算都是企业集团进行资金成本管理的有效方法。因此， 在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转换

时应兼收并蓄企业集团原有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反映企业集团特有的股份制企 业 管 理模

式。

趴保持会计制度稳定转换和核算的连接性。企业集团内部核算体系一般比较庞大且繁

杂。股份制会计制度转换需要考虑新的会计制度衔接的连续性。核算方法、 口径以及参照值

可按股份制会计制度要求设计，核算程序、 管理体系在满足股份制核算要求的前提下可基本

维持原状。

4. 注重会计制度转换方法程序上的可操作性。会计制度转换成功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转换方法程序是否简便易行， 为广大会计人员所接受。 为缩短转换的时间， 应采用操

作性较强的方法和程序， 说明和示范如何做翻制分录， 怎样翻制会计报表，如何处理会计事

项以及编制会计报表。

二、 会计制度转换的步琛

会计制度转换可采用以下步骤s

1. 财务报表翻制及帐户设置。选择某一会计时点（ 一般选择资产评估时点）将资金平

衡表翻制成资产负债表， 并根据股份制会计科目设置帐簿， 转记帐簿余额。

2. 并行运行和调试。 同时运行原有会计制度和股份制会计制度， 编制两套记帐凭证，

登记两套帐册， 编制两套报表。 这段时间工作量相应增加， 为节省时间， 股份制会计制度可

省略一些明细分类的核算。同时， 在运行中对出现的问题作相应的修订和调整。

趴单独运行。 一俟时机成熟， 正式使用股份制会计制度核算体系。

采取上述股份制会计制度转换步骤的目的有二： 一是使新旧会计制度在时点上顺利转

轨＄ 二是通过新的会计制度并行运行， 使会计人员熟悉新会计制度的方法和程序， 为全面实

行新的会计制度作人员和技术上的准备。
必须指出的是， 会计制度转换过程时间的长短对转换程序有一定影响。 按理讲， 在资产

评估基准时点上转换最好， 因为届时帐面反映的净资产就是资本金。 但实务中， 资产评估基
准时点、评估日与确认日有时间顺序差。 这段时间， 企业的净资产会随经营活动发生变动。

因此在企业原有净资产确认之前， 股份制会计制度只能是模拟性质的。 这也意味着在股份制

会计制度正式实施之际， 还需按评估确信的净资产调整资本金， 并对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时点

到股份制成立这段时间的发生增减掀作相应的帐面调整。
三、 会计核算实体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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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 企业集团如不是全方位转制， 就必须对其内部部分成员按股份有限公司形式
进行组合， 随之而来的是股份制会计核算实体的界定。

股份制会计核算实体的界定是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转换的重要前提， 并影响股份制企业
组建和以后的经济效益。 为此， 在界定股份制会计核算实体时应考虑股份有限公司组合成
份。 企业集团一般都是由若干个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和联系紧密的主体企业与相应配套辅助企
业组成。 在划定股份有限公司范围时有两种形式可采用I (1)以生产主体企业为界限。 即将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所涉及的企业作为股份制核算实体。 这种形式基本上是维持企业集团主体
产品的生产格局， 这既保证生产计划调度， 又便于会计制度转换。 这种形式较适用于半紧密
型的企业集团。 (2)以生产主体企业为主， 兼收部分生产配套辅助企业。 这种形式使股份
有限公司有可靠的生产保证环境， 符合股份制企业自主经营的规范化要求。 这种形式适用于
紧密型的企业集团。 但这种形式对会计制度转换带来一定的难度。 主要反映在： 一是职能科
室的设置； 二是实物资产、债权和债务的分割。

作为 一个独立经营的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应有相应的职能科室， 包括会计科室。 但这些
职能科室人员只能来自现有企业集团的职能科室。 这就需要对现有职能科室进行分离。 问题
是如何分离。 一种分离是实体分离， 即人、 财、 物彻底分离。 这种分离牵涉面大， 但核算界
面清楚。 另 一种形式分离， 即实行一处二制制。 这种分离影响较小， 但资产确定、 费用划转
有一定难度。 会计科室实行一室二制制， 便于股份制企业两种会计制度并行运转要求， 但无
疑增加核算工作撮。

企业集团会计制度转换能否成功， 还在于在界定会计核算实体后对现有的实物资产、 侦
权和侦务进行合理分割。 实物资产、侦权和债务的分割要贯彻相关性原则，凡是直接能分割的
应直接分割。 实物资产分割可与资产评估同时进行。 对千不能直接分割的侦权、侦务， 要分
别根据其性质、原因进行恰当的分割， 界定股份制企业所属的侦权、债务。

四、 内部结并价格的结算
础着股份制企业的组建， 企业集团内部结算价的应用范围将会有所变化， 形成股份企业

内部结算价、股份制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的结算价。 后者若以市场价代替，就要权衡股份制企
业和企业集团整体利弊得失。 关联企业以市场价与股份企业结算， 要测算进销差价对企业集
团整体经济效益是否有利， 对股份制企业经济效益是否有利。 从整体上讲， 整个企业集团采
川内部结贷价可节省 一些环节上的税金的支付。 若对股份制企业采用市场价结算， 固然可增
加关联介业的效益， 但同时也会减少股份制企业的资产。 如果影响过大， 不仅不利千股份制
企业自身的发展， 也不利于股价的稳定和 上扬， 最终也会影响企业集团的投资资产效益。 为

此可考虑实行三种价格： （1）股份制企业的内部结算价J (2）关联企业间的内部 结 算

价； （3)市场价。
五、企业集团会计制度的配套
在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转换的同时， 应考虑企业集团会计制度的配套。 从企业集团新的

核算格局出发， 在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并行运行时， 应抓紧做好关联企业和集团公司总部的

会计制度转换设计工作。 我国已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财务通则»' 这预示其他会

计制度也面临转换问题。 因此， 企业集团应及早做好准备， 进行关联企业和集团会计制度的
配套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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