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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95_E6_AD_A3_E7_c44_645292.htm id="tb42"> 在会计实

务工作中，笔者曾碰到这样的情况，企业当年既没有盈利也

有没亏损，但企业年初的未分配利润数是1000万，无其他转

入，该企业在当年提取了法定盈余公积100万和法定公益金80

万（该企业按8％提取法定公益金）。此做法的依据是《企业

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加上年初未

分配的利润（或减去年初未弥补亏损）和其他转入后的余额

，为可供分配的利润。可供分配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二）提取法定公益金。⋯⋯” 

基于上述条款，该企业财务人员的结论如下： 首先，企业根

据其当年是亏损还是盈利的实际情况分别计算可供分配的利

润。如果企业以前年度亏损，则企业可供分配的利润应是企

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加上其他转入，减去年初未弥补亏损后

的余额（企业亏损当年在五年补亏期内，应由税前利润弥补

亏损，否则就只能由税后利润弥补）；如果企业以前年度有

盈利，即企业有年初未分配净利润，则企业可供分配的利润

应该是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加上年初未分配的利润和其

他转入后的余额。 其次，企业计算出可供分配的利润后，按

规定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由于本企业当年既无

盈利也无亏损，表面上不属于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因此

既可以按照亏损情况处理（亏损为零，减去零），也可按照

盈利情况处理（盈利为零，加上零）。故企业应提取的法定

盈余公积和公益金就应该是对年初未分配的利润1000万加零



或减零，即以1000万为基数分别按１０％和８％提取本企业

的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 那么，该企业这样做是否正确呢

？表面上看，他们的这项会计处理有理有据，但如果企业在

某一盈利年度后的每年都是不盈利也不亏损（暂且不论这种

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何等渺茫），每年也不分配利润，但每年

都从年初未分配利润中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金，到

最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就越来越少了。显然，这种会计处理

是不合理的，那部分未分配利润被多次计提了法定盈余公积

和公益金。 笔者认为，该企业会计处理之所以不合理其症结

在于其财务人员将《企业会计制度》所规定的“企业当期实

现的净利润，加上年初未分配的利润（或减去年初未弥补亏

损）和其他转入后的余额，为可供分配的利润”中所提及的

“可供分配利润”理解为“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加上年

初未分配的利润（或减去年初未弥补亏损）和其他转入后的

余额”，并将其作为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的基数。他

们忽视了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的一个重要前提，即企

业当年必须有税后净利润。 顾名思义，“法定盈余公积”应

是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在有盈余后提取的一种公积金，没有盈

余将无从谈起。理论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盈

余公积金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利润中提取的公积金⋯⋯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的规定“企业分配当年税后

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企业法定公积金，并

提取利润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列入企业法定公益金⋯⋯企

业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企业亏损的，在依照前

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

润弥补亏损。企业在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



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益金。⋯⋯”可知，企业提取的

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应是税后利润，即当年实现的净利润

的一部分，如果当期没有净利润，肯定也就无从谈法定盈余

公积和法定公益金的提取。也就是说，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和公益金必须是可供分配利润的一部分。 那么，可供分配的

利润应该如何理解？由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前些年有盈余的

企业，即有年初未分配利润的企业，可供分配的利润数实际

上就等于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数，而不是文中所示企业所理解

的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数、其他转入与年初未分配利润数之和

；而对于企业前些年有亏损要弥补的企业，可供分配的利润

数应是弥补亏损后余额，即可供分配的利润数等于本年所实

现的净利润数，减去待弥补亏损后的余额。 本文所指的企业

，由于当年没有利润，故不应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

对于已提的法定盈余公积100万和法定公益金80万应转回，成

为未分配利润180万。该企业所犯的错误从侧面提醒法律法规

制定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时，每个条款都应当清晰明确，尽量

减少歧义，使每个条款只能有且仅有一种理解方式，对同一

实务处理应规定采用统一且唯一的方式，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从而降低实务处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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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