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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计实务中常常遇到这样的困难：某项交易或事项的会计

处理，会计技术规范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致于令人无所适从

，交易或事项游离在规则之外了。通常要从会计理论或者会

计的一般原理那里寻找答案。但可能又会发现，甚至会计理

论或者会计的一般原则，也可能“驾驭”不了许多现实的问

题。对于这些游离于会计技术规范之外或者会计理论也“驾

驭”不了的交易或事项，我们称之为模湖性会计事项。 在会

计实务中，之所以出现边缘会计事项，源于会计技术或理论

与会计交易、会计事项间的矛盾。具体说有两类情况，一是

交易清晰；但会计却无法如交易一般清晰，我们称此种模糊

性会计事项为会计模糊性会计事项。二是交易本身较为模糊

，会计却无法如交易一般模糊。我们称此种模湖性会计事项

为交易模糊性会计事项。可以从以下两例中认识这样的矛盾

。 例1（会计模糊性会计事项）：合并报表通常要抵消内部

交易，目的是消除合并个体在资产，权益和损益上的重复或

内部增值。但这种抵消未必都能够顺利实现。比如：母公

司A向子公司B采购甲材料，同时也对外采购甲材料；材料发

出，母公司按加权平均法计价。在这个案例中，交易过程是

很清晰的，一部分甲材料由于公司B转至母公司A，另一部分

则由集团外转至母公司A，母公司A利用甲材料生产成品后用

于对外销售，未用于生产的甲材料构成集团的期末库存。但

会计却无法与交易一般清晰，A公司期末材料中有多少属于



外购，有多少属于内部交易，其未实现增值如何抵减呢？很

难分清楚，也很难找到确切的会计处理办法。 例2（交易模

糊性会计事项）：有这样一项托管交易：A公司受托管理B公

司所拥有的C公司60%的股权。A受托管理的目的是最终收购

该部分股权。协议约定托管费为C公司宣告分派的股利。现

在假设A公司准备合并C公司的报表。那么C公司的这60%的

权益应如何处理呢？由于宣告分派股利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很难界定其权益的归属。 二、会计处理思路 应对会计模糊

性会计事项，会计的惯常解决思路是：把清晰的交易变成模

糊的会计反映。比如，对例 1中的交易，可以对材料的发出

建立某种假设（如先进先出、后进先出。移动平均法等），

以推定期末材料中多少内购，有多少外购；或者，根据当期

母公司A集团内、外采购甲材料的比例，推定期末材料中有

多少内购，有多少外购。这样，我们可以很顺利地完成技术

上的抵消。这样的解决思路在我国《企业会计制度（2001）

》中得到了运用，在借款利息费用资本化金额确定方法上就

是很好的例证。 例3（资本化借款利息费用的计量）：某公

司为一项中长期项目借入两笔专门借款，分别为2003年1月1

日借入1000万元，月利率0.7%；2003年7月1日借入1500万元，

月利率0.9%.2003年度资产购建支出为2003年3月1日800万元

，2003年8月5日1450万元。那么2003年度7月份资本化的利息

是多少？此项交易是非常清晰的，在2003年度7月份可以资本

化的利息对应的借款本金必是第一笔借款无疑，如此应该资

本化的利息为5.6万元（800×0.7%）。但根据《企业会计制度

（2001）》应该资本化的利息为6.56万元[800×（1000×0.7%

1500×0.9%）]/1000 1500），即将 2003年度7月份可以资本化



的利息所对应的借款本金模糊为第一笔和第二笔借款本金。 

应对交易模糊性会计事项，会计的思路恰恰是把模糊的交易

变咸清晰的会计反映。比如，对例2中的交易，我们可能要么

把C公司60%的权益全部归为少数股东权益（不属于A公司股

东），要么把这部分权益全部列入A公司股东权益中。除了

本例的这种处理，我们在会计中还可以看到很多类似情形。

比如可转换公司债、优先股等，我们有时说不清楚他们是股

东权益，还是负债，但会计会用各种理由把他们归属于负债

或股东权益中。对于诉讼事项，可能是资产、可能是损失之

类的结果，模糊性更强，会计要么没有办法，不予反映，要

么一笔钩销或者保持原样。我们同样可以看看这样的思路在

《企业会计制度 （2001）》中的应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