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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A9_E6_B6_A6_E5_c44_71212.htm 无论是《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还是新《企业会计制度》，对

“利润分配”账户在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都作了详细规定

。无论或曰《基础会计》，还是或曰《会计学原理》，对“

利润分配”账户在“账户分类”中都进行了分类和归属对各

项法令的遵循定在理论上不尽科学，在实践上不尽规范，因

此，有必要对该账户作进一步的剖析、认识，以作出合理的

调整。 一、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和教科书中“利润分配”

账户的运用 就账户所核算和监督的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来看

，“利润分配”账户属于所有者权益类，而且是“本年利润

”账户的继续、补充和延伸。就账户的用途和结构来看，“

利润分配”账户属于调整账户中的备抵附加账户，是用来调

整账务成果计算账户的“本年利润”的账面余额，同时具备

抵减和附加两种调整职能。可见，“利润分配”账户和“本

年利润”账户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 “本年利润”账户，

从经济内容上看，是所有者权益类，从用途和结构上看是财

务成果计算类。企业日常核算中，已将发生的各项费用和收

益全部计入各有关收益、费用账户。在此基础上，期末就可

以将全部收益与全部费用进行对比确定当期实现的利润（或

亏损）。为了核算和监督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

净亏损）总额，《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设置“本年利润”

账户：期末，企业将各收益类账户的贷方余额转入“本年利

润”账户，借记各收益账户，贷记“本年利润”账户；同时



将各成本、费用和支出类账户的借方余额转入“本年利润”

账户的借方：借记“本年利润”账户，贷记各成本、费用和

支出类账户。转账后，“本年利润”账户如为贷方余额，反

映本年度自年初开始累计发生的净利润。反之，如为借方余

额，反映本年度自年初开始累计发生的净亏损。年度终了，

将“本年利润”账户的全部累计发生额转入“利润分配”账

户：若为贷方余额（净利润），则借记“本年利润”账户，

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若为借方余额（净亏损

），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贷记“本年利润”

账户。年度结账后，“本年利润”账户无余额。 利润分配，

是指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对当年实现的利润所进行的分配，

或对当年发生的亏损所进行的弥补。因此，设置“利润分配

”账户是用来核算和监督企业当年可供分配的利润（或应弥

补的亏损）和历年分配（或弥亏后的结存余额）后的结存余

额。当进行利润分配或年终亏损转入（年终将“本年利润”

账户的借方余额转入），或调增上年度亏损，或调减上年利

润时，借记“利润分配”账户。当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或

年终净利润转入（年终将“本年利润”账户贷方余额转入）

，或调增上年利润，或调减上年亏损时，贷记“利润分配”

账户。年末，该账户若为借方余额，表示历年累计未弥补的

亏损，若为贷方余额，表示历年未分配的利润。同时，现行

《企业会计制度》还规定，就在“利润分配”账户下设置“

其他转入”、“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十

二个明细账户。年度终了，要将“利润分配”账户下的其他

明细账户余额转入“利润分配”账户下“未分配利润”明细

账户中，结转后，除“未分配利润”明细账户外，“利润分



配”账户的其他明细账户应无余额。此时，“未分配利润”

明细账户的余额反映的是企业历年积存的未分配利润（或未

弥补的亏损）。 二、现行“利润分配”账户的评析 现行会计

制度和教科书对“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两个账户的经

济性质和分类归属所进行的界定，为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认

识该账户的经济内容、结构及其在整个账户体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并在了解该账户的特性之基础上，结合它与其他账户

所具有的共性，探讨账户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其提供会计

核算指标方面的规律性，无疑是必不可缺的。 但同时又认为

“利润分配”账户是“本年利润”账户的调整账户，与调整

账户的特点及“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账户所反映的经

济内容相矛盾。调整账户是用来调整相关账户即被调整账户

账面余额，以求得被调整账户的实际余额的账户。在会计核

算中，由于管理上的需要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对于某些会计

要素，要求用两种数字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反映。为此，需要

设置两上账户，一个用来反映其原始数字，称为被调整账户

，另一个用来反映对原始数字的调整账户，称为调整账户，

这两个账户的余额相结合，就可以得到该类业务的实际余额

。可见：其一，设置调整账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调整账

户的历史成本原则的实现，因为历史成本具有可验性、客观

性、稳定性等特点。其二，设置调整账户一方面是对某一特

定的会计事项变动的单独反映，有其自身的经济意义，另一

方面，与被调整账户相结合后，反映新的经济内容，又具有

新的经济意义。其三，设置调整账户是用来调整被调整账户

应有的实际余额，所以，调整账户不可能脱离被调整账户而

单独存在。例如，固定资产由于使用发生损耗，其价值不断



减少，但从管理的角度考虑，需要“固定资产”账户能提供

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指标。因此，固定资产价值的减少不直

接计算“固定资产”账户的贷方去冲减其原始价值，而是另

外设置了“累计折旧”账户，将提取的折旧记入“累计折旧

”贷方，用以反映固定资产由于损耗而不断减少的价值。将

“固定资产”账户的借方余额（现有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

减去“累计折旧”账户的贷方余额（现有固定资产的累计折

旧），其差额就是现有固定资产的净值，因此，“累计折旧

”就是为了调整“固定资产”原始价值而求得其净值而设置

的，离开“固定资产”账户，“累计折旧”账户就无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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