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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你是资深的会计工作人员，还是会计专业的学生，或者是会计底子比较薄弱的财务会计爱好者，
不管你属于哪一种情况，只要接触会计，首先要了解的就是财务会计公式。
轻松掌握会计公式是学好会计的基础，也是财务人员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

也许《166个财会公式(财会工作必备公式一本全搞定)》就是你要找寻的，最适合你的那一本财务会计
公式大全。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轻松活泼，以企业财务中经常涉及的核账公式为中心，辅以简单生动的案例，分
门别类地讲述，想要什么公式都可以方便查找。
《166个财会公式(财会工作必备公式一本全搞定)》既可以作为刚刚从事财会工作人员的案头工具书，
也可以作为资深会计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由陈欣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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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基本会计等式，我们要理解、牢记的是：任何时点，企业的所有资产，无论其处于何种形态(如现金
、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等)，都必须有相应的来源。
或者是借人的，或者是所有者投入的，或者是经营过程中所赚取的(这一部分也归所有者)。
换言之，企业的所有资产都必定有相应的来源，这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等式，在任何
情况下，其左右平衡的关系都不会被破坏。
    现在人们往往认为会计利润与税务利润应分别计算，其数据可以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忽视税收对
会计的影响，比如税制改革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我们知道，西方税收主要是以收益类税为主体，其流转类税仅占税收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从总体上讲
，流转税对“收入-费用(成本)=利润”的会计基本等式的影响较小，“收入-费用(成本)=利润”的会
计基本等式应用是正确的(收益类税，比如所得税，是净利润或称净损益的组成部分，它不影响“收
入-费用(成本)=利润”的会计基本等式)。
    但是，我国是以流转类税为主体的国家，新税制下，应缴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
还记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并仍然作为主营业务利润的一个独立的扣减因素，这样，“收入-费
用(成本)=利润”的会计基本等式就不能成立。
这依然带有旧税制下的色彩，还没有能够脱离“收入-费用(成本)-税金=利润”的框框，使“收入-费
用(成本)=利润”的会计基本等式的适用范围还有限制。
所以，我们还应进一步进行税制的改革，将以流转类税为主体的税制改为以收益类税为主体的税制，
能够较好地防止税收负担的转嫁，因为流转类税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纳税人并不一定就是(甚至就
不是)税负人，而收益类税(比如所得税)的纳税人就是税负人，这样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就较强，而且
还能够使“收入-费用(成本)=利润”的会计基本等式得以较好地应用。
同时将应缴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不记人“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而将其记人费
用类科目，比如，记人“管理费用”科目，这样就能保证“收入-费用(成本)=利润”的会计基本等式
的全面适用。
    但是，税收能不能作为一种费用(成本)来处理呢？
    从税收的经济学解释来看，它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根据价值公式，商品的价值=C+V+M，它属
于剩余价值，即属于M，不属于成本，即不属于C，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将其作为费用(成本)来处
理似乎是不合适的。
    从作为税收主体的国家的性质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不同于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
家的性质，它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即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且还是全民所有制的代
表。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凭借政治权力的象征，征收的只能是流转类税；凭借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征收
的只能是所得税类。
如果进行税制改革，改以流转类税为主体的税制为以收益类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对于国有企业来
讲，国家依然是凭借全民所有制的代表来征收所得税类，对于其他企业来讲，国家则是凭借政治权力
的象征来征收所得税类，这就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
    这时，国家凭借政治权力的象征来征收所得税类，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不能改变
，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不能改变，要不然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
对于从政治权力的象征这一点出发所征收的税收(不管是流转类税还是收益类税)，在不考虑其经济学
解释时，企业将其作为一种费用(成本)还是可以的，因为对企业来讲，确实是它的一种支出和负担，
但对于从全民所有制的代表这一点出发所征收的税收，不管是否考虑其经济学解释，企业将其作为一
种费用(成本)来处理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参与利润分配的性质，再将其作为费用(成本)就
显得不应该了。
    但是，上述分析均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和分析这一问题的，如果从微观经济的角度、从企业
的角度出发，得出结论就会完全相反，税收能作为一种费用(成本)来处理。
因为，对企业来讲，国家征收的税收是企业资金的流出，企业缴纳税金将会使得这一部分资金退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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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资金运动。
将流转类税作为费用(成本)来处理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它必须从购买者那里得到补偿，以保证资金运
动的正常进行；将收益类税作为费用(成本)来处理也是合适的，因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有
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不断增加，国家征收的收益类税已经不完全
是凭借全民所有制的代表身份来征收的了。
    虽然说会计学上的账务处理应该按照经济学上的解释来进行，但过分地强调就会使我们会计的账务
处理陷入困境。
就像利息支出那样，其经济学解释应该属于剩余价值的分配，不属于费用(成本)，而我们国家将其列
入财务费用进行账务处理。
西方是将其单独列为损益的抵减项目，可以视为费用(成本)，计算息税(利息和所得税)前损益(income
before interest and income tax)和息税后损益(即净损益，或称净利润，net.income)。
    当然，我国也曾有人撰文提出过将利息不作为财务费用(视为利润分配)且在利润表中的净利润前，
单独列示并作扣除。
但当利息费用较小时，将其列为财务费用可以简化账务处理。
所以，税收经济学上解释：会计学上将其如何进行账务处理是可以与其有所差别的，根据重要性原则
，可以灵活处理，将流转类税作为管理费用处理，将所得类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成本)，在利润总额中
扣除。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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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楚明白地掌握财会公式是学好会计知识、干好会计工作的前提，是财务人员需要牢牢掌握的“基本
功”。
它就好比是一幢大厦的基石，大厦是否安全牢固就取决于基石打得牢不牢。
如果可以熟练掌握各种财会计算公式并且能够灵活地运用，将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财务会计公式那么多，我们如何才能轻松明白地掌握它们？
如何才能在需要的时候方便地找到它们？
这是让许多人苦恼的问题！
    那么，选择这本《166个财会公式(财会工作必备公式一本全搞定)》吧。
它将帮你解决所有难题，让你轻松应对！
本书由陈欣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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