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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B_8A_E9_87_91_E5_c45_74081.htm 上市公司留存的769亿公

益金可用于弥补亏损或转增股本。 权威人士昨日向上海证券

报透露，为了与新公司法衔接，财政部要求所有企业自4月1

日起停止实行公益金制度；关于公益金余额的处理问题，财

政部也已有将其转盈余公积的定论。按照财政部的这一会计

处理规定，上市公司目前留存的769亿元公益金，将来可用作

弥补亏损或者转增股本。 该权威人士介绍说，财政部要求，

按照新公司法组建的企业根据该法第167条进行利润分配，不

再提取公益金；同时，为了保持企业间财务政策的一致性，

国有企业以及其他企业一并停止实行公益金制度。对2005

年12月31日的公益金结余，转作盈余公积金管理使用；公益

金赤字，依次以盈余公积金、资本公积金、以前年度未分配

利润弥补，仍有赤字的，结转未分配利润账户，用以后年度

实现的税后利润弥补。企业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实行住房分配

货币化改革后，不得再为职工购建住房，盈余公积金不得列

支相关支出。公益金制度停止实行后，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

奖励及福利基金，经董事会确定继续提取的，应当明确用途

、使用条件和程序，作为负债处理。 本报此前对上市公司769

亿元公益金挂账闲置、无法使用的问题的连续报道，受到了

市场各方人士的强烈关注。财政部的上述规定，解决了本报

报道中提出的继续提取公益金与新公司法不兼容的问题，也

印证了报道中关于公益金不应与中外合资企业的职工福利基

金混淆、公益金属于股东而非职工的观点。 注册会计师朱德



峰认为，弥补亏损、转增股本是盈余公积的两个重要用途。

因此，按照公益金结余转作盈余公积金管理使用的规定，上

市公司目前留存的769亿元公益金，将来可用作弥补亏损或者

转增股本。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充分体现了对股东权益的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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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