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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胜 刘波■

《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以

下简称新制度）2019年1月1日起在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执行。

为顺利做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工作，2018年2月1日，财政部制

定发布了《<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

表>与<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和     

《<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事

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由于新制度

构建的会计核算体系与旧制度相比，在报告目标、会计核算

新旧政府会计制度衔接实务中

“衔接账套”方法的应用

摘 要：新政府会计制度构建的会计核算体系与旧制
度相比，在报告目标、会计核算理念和核算方法上都有较

大变革。如何在操作层面实现与旧制度的有效衔接，以确

保会计核算、会计信息的连续性，是当前政府会计改革实

践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由于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

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目前仍有许多行政事业单位未顺利

完成衔接工作。本文根据政府会计制度及相关衔接规定，

结合具体实践，提出“衔接账套”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一

套实务操作方法，对新旧制度衔接范围、衔接步骤及衔接

方法等进行说明，并以湖南省XX事业单位为例，解释新

旧制度衔接过程中转入分录、登记分录、补登分录、调整

分录及工作底稿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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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核算方法上都有较大变革，因此，如何在操作层面实

现与旧制度的有效衔接，以确保会计核算、会计信息的连续

性，成为当前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笔者所在

省通过基层调研发现，由于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目前仍有许多单位尚未完成新旧衔接工作，即使

已开展，仍存在工作底稿欠缺、原始凭证不足、对会计科目

对接不理解等问题，衔接质量未得到保证。为此，笔者结合

自身工作实践，提出“衔接账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一套具体的实务操作方法，希望可以对提升衔接工作质量提

供一些帮助。

一、“衔接账套”概述

根据新旧制度衔接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关工作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根据原账编制2018年12月31

日的科目余额表，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二是按照

新制度设立2019年1月1日的新账。三是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

科目余额和预算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

账财务会计科目、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会计

科目，将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

行调整。四是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年1月1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

额。五是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2019

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新旧制度“衔接账套”就是记录、反映

政府会计核算主体新旧制度衔接业务与事项的账套。整个“衔

接账套”由衔接账套期初余额表，转入、平登分录及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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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账套期中余额表，补登、调整分录及衔接账簿，衔接账套

期末余额表，新账报表年初余额表等六部分组成。具体为衔

接账套期初余额表即原账2018年年末会计科目余额表。转入、

平登分录及工作底稿是指通过直接转入法、分析转入法和平

行登记法等衔接方法（具体释义见后文中“衔接方法”部分），

将2018年年末原账会计科目余额有序过渡到新账科目时编制

的衔接分录及工作底稿。衔接账套期中余额表即转入、平行登

记后的会计科目余额表，是指通过直接转入法、分析转入法和

平行登记法等具体衔接方法，将2018年年末原账会计科目余

额通过转入分录、登记分录，转入新制度下会计科目所形成的

科目余额表。补登、调整分录及衔接账簿是指通过未入账补登

法和余额调整法等具体衔接方法，在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

记未入账事项、对新账的相关会计科目（包括财务会计科目和

预算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核算基础进行调整时，

编制记账凭证所形成的衔接分录和衔接账簿。衔接账套期末

余额表即新账会计科目年初余额表，是指对补登、调整分录进

行审核、记账后形成的会计科目余额表。新账报表年初余额表

是指根据新账会计科目年初余额编制的2019年度的财务会计

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相关项目的年初余额表。报表项目数

据具体包括资产负债表中的“年初余额”、净资产变动表中的

“上年年末余额”、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中的“年初预算结转结

余”、财政拨款预算收入支出表中的“年初财政结转结余”等

项目。

二、“衔接账套”的具体应用

（一）新旧制度的衔接范围

原账中年末有余额的会计科目均需要进行衔接处理。从

建立新账的角度来看，新旧制度衔接范围包括财务会计科目

年初余额的衔接、预算会计科目年初余额的衔接和报表项目

年初余额的衔接三部分。财务会计科目年初余额的衔接具体

包括资产类、负债类和净资产类科目余额的衔接；预算会计

科目年初余额的衔接具体包括预算结余类科目余额的衔接；

报表项目年初余额的衔接具体包括财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

“年初余额”项目及净资产变动表“上年年末余额”项目、预

算会计报表中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

目及财政拨款预算收入支出表“年初财政结转结余”项目的

衔接。

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由于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

账衔接处理，但应自2019年1月1日起，按新制度要求设置收

入类、费用类科目进行账务处理。

（二）衔接的具体步骤

为做好上述五方面工作，笔者将衔接业务中的会计分录

分为转入分录、登记分录、补登分录和调整分录四类，其中，

通过转入分录、登记分录将原账会计科目余额有序过渡至新

账会计科目，未增减其资产、负债、净资产及预算资金结转结

余总量结构，只是将原账所反映的财务状况、预算资金结转结

余情况用新账科目的形式呈现出来。补登分录和调整分录则

按新制度要求，对原账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资金结转结余情

况进行补充、调整与修正，改变其资产、负债、净资产及预算

资金结转结余总量结构。据此，笔者将整个衔接过程分为“转

入平登”和“补登调整”两个步骤。

“转入平登”是衔接工作第一阶段。该阶段主要是通过编

制转入分录和登记分录，将原账会计科目余额有序过渡至新

账会计科目，以解决新旧会计制度会计科目核算内容和核算

范围不一致问题。原账科目余额过渡至新账会计科目后，可

将此余额作为衔接账套新账科目期初余额（补登调整前）录

入新账财务核算系统，启用新账套，确保2019年会计核算工

作正常开展。这个过程主要通过编制新旧制度衔接工作底稿

来实现。

“补登调整”是衔接工作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该阶段运用平行登记法和余额调整法，编制补登分录和调整分

录，将衔接账套期中余额表数据调整为财务会计以权责发生制

为基础、预算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新制度会计科目数

据，形成衔接账套的期末余额表，即新账年初科目余额表；再

根据新账年初科目余额表，编制2019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

形成新账报表年初数据。目前，比较成熟的财务核算软件一般

具有初始化凭证录入处理功能，可实现随时对补登、调整业务

进行信息化处理，且不影响开账后日常核算业务的处理。

（三）衔接方法

对应上述衔接步骤，登记新账中各科目及报表项目的期

初余额的具体衔接方法可归纳为转入平登法和补登调整法两

大类。

1.转入平登法。指在转入平登阶段将原账科目余额过渡至

新账的方法。具体包括：直接转入法，指根据原账会计科目余

额直接转入新账财务会计同名总账科目余额，包括分析转入同

名总账科目相同明细科目及同名总账科目不同明细科目两种

情况；分析转入法，指根据原账会计科目余额分析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不同名总账科目余额；平行登记法，指对原账有关资

产类、净资产类科目余额按不同事项，在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

目的同时，登记新账预算会计预算结余类科目余额。上述方法

中，直接转入法与分析转入法是将原账会计科目余额有序过渡

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平行登记法是将原账资产类和净资产类

相关科目余额平行登记到新账预算会计预算结余类科目。

2.补登调整法。具体包括：未入账补登法，指根据原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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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事项补充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额；余额调整法，指因

新旧制度核算基础差异，对新账有关科目余额进行调整，按调

整后余额登记新账会计科目年初余额，是对经过转入平登所

形成的衔接账套财务会计科目期中余额和预算会计科目期中

余额的调整。

（四）编制衔接分录

不同类型的分录对应于不同的衔接方法，如转入分录对

应于直接转入法、分析转入法，登记分录对应于平行登记法，

补登分录对应未入账补登法，调整分录对应余额调整法。通过

衔接分录，原账科目登记原账、新账科目登记新账，以此将原

账科目金额转入新账。在此基础上，对新账科目进行补登与调

整，从而得出新账科目年初余额。笔者以湖南省XX事业单位

为例，对四类分录的具体编制进行介绍分析。

1.转入分录（直接转入法、分析转入法）。单位在进行新

旧衔接的转账时，应根据转入新账的对应原账户余额及分拆

原账户余额的依据，编制转账的工作分录。根据原账资产类科

目2018年年末余额，编制资产类转入工作分录时，借记新账

总账科目及明细科目，贷记原账资产类总账科目；根据原账

负债类或净资产类科目2018年年末余额，编制负债类或净资

产类转入工作分录时，借记原账负债类或净资产类总账科目，

贷记新账总账科目及明细科目。

例1：湖南省XX事业单位2018年银行存款年末余额    

153 308 146.94元。其中，工商银行账户150 000 146.91元，建

设银行账户3 308 000.03元，建设银行存款为党、团费存款。转

入工作分录如下（单位：元，下同）：

借：银行存款—— 工商银行                        150 000 146.91

                        —— 建设银行—— 受托代理资产

                                                                          3 308 000.03

        贷 ：银行存款                                                153 308 146.94

例 2 ：湖南省XX事业单位2018年应缴税费年末余额       

4 320 450.86元。其中，个人所得税4 163 957.42元，未交增值

税156 493.44元。转入工作分录如下：

借：应缴税费                                                   4 320 450.86

        贷 ：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156 493.44

                其他应交税费—— 应交个人所得税         4 163 957.42

2.登记分录（平行登记法）。单位对原账“1201财政应返回

额度”科目及大部分净资产科目2018年年末余额按一定规则

在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相关科目时，平行登记新账预算会计

预算结余类科目，并将期初余额登记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平

行登记预算会计预算结余类科目时，借记新账“资金结存”科

目，贷记新账预算结余类总账科目及明细科目，或作相反分录。

例3：湖南省XX事业单位2018年财政应返回额度年末余

额51 874 962.34元。其中，财政直接支付51 000 062.02元，财

政授权支付874 900.32元。财务会计转入工作分录如下：

借：财政应返回额度—— 财政直接支付      51 000 062.02

                                   —— 财政授权支付           874 900.32

        贷 ：财政应返回额度                                      51 874 962.34

同时，编制登记分录如下：

借：资金结存—— 财政应返回额度              51 874 962.34

        贷 ：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51 874 962.34

例 4 ：湖南省XX事业单位2018年事业基金年末余额   

245 831 298.66元。财务会计转入工作分录如下：

借：事业基金                                               245 831 298.66

        贷 ：累计盈余                                                245 831 298.66

政府会计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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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编制登记分录如下：

借：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245 831 298.66

        贷 ：非财政拨款结余—— 累计结余             245 831 298.66

上述分录在工作底稿上（如图1所示）编制完成。完成后，

将原账分录登记原账，新账分录登记新账，从而将原账会计科

目余额有序过渡至新账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科目，形成衔接账

套期中余额表。衔接账套期中余额表只是将原账所反映的财务

状况、预算资金结转结余情况用新账科目的形式呈现出来，其

资产、负债、净资产及预算资金结转结余总量结构未发生变化。

3.补登分录（未入账补登法）。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

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

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根据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

会计科目时，借记新账总账科目及明细科目，贷记新账总账科

目及明细科目。

例5：湖南省XX事业单位应收控股公司Y科技公司2018

年9月宣布发放的股利240 000元。补登分录如下：

借：应收股利—— Y科技公司                                240 000

        贷 ：累计盈余                                                           240 000

4.调整分录（余额调整法）。对新账的相关会计科目（包括

财务会计科目和预算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核算

基础进行调整。单位对新账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

根据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借记新账总账科目及明细科目，贷

记新账总账科目及明细科目。

例6：湖南省XX事业单位房屋及建筑物补提折旧          

10 016 213.28元、专用设备补提折旧4 280 595.34元、通用设备

补提折旧1 043 555.21元，共补提折旧15 340 363.83元。财务

会计调整分录如下：

借：累计盈余                                                 15 340 363.83

        贷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房屋及建筑物    10 016 213.28

                                               —— 专用设备             4 280 595.34

                                               —— 通用设备             1 043 555.21

例7 ：湖南省XX事业单位2018年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

198 687 322.58元。其中：预付款项190 721 390.58元（财政补

助资金预付58 669元，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9 899 870.77

元，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180 762 850.81元），需要收回及

其他7 965 932元。预算会计调整分录如下：    

借 ：财政拨款结转—— 累计结转                        58 669.00

        非财转拨款结转—— 累计结转                9 899 870.77

        非财转拨款结余—— 累计结余            180 762 850.81

        贷 ：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190 721 390.58

例8 ：湖南省XX事业单位2018年其他应付款年末余额

29 703 841.55元。其中：支出类20 746 240.45元（财政补助资

金预付32 616.91元，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20 713 623.54

元）、周转类8 957 601.1元。预算会计调整分录如下：

借：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20 746 240.45

        贷 ：财政拨款结转—— 累计结转                          32 616.91

                非财转拨款结余—— 累计结余               20 713 623.54

上述分录可手工编制记账凭证完成，也可通过新版会计

核算系统中初始化凭证录入功能（如果单位购买的核算软件

具备该功能）完成。 

三、“衔接账套”方法应用中的难点

为更有效地使用上述“衔接账套”方法，在新旧制度衔接

实施过程中，应重点理解衔接工作底稿的编制和预算会计调

整分录的编制两大难点。

（一）衔接工作底稿的编制

工作底稿是将一定期间计算所得的资料或调查搜集得到

的资料汇集一起，为取得一定数据而进行调整、试算、分析的

一种表式。其格式和内容视用途而异。新旧制度衔接工作底稿

是2019年1月1日行政事业单位实行新政府会计制度时，单位

为确保账簿数据的连续性，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将原账会计

科目余额有序过渡到新账科目时所编制的工作底稿，它是单

位会计资料由原账簿记录向新账簿记录过渡的一项重要的会

计核算工作。

新旧制度衔接规定明确，“单位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

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作分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

此外没有对工作底稿进行详细规定，更无举例示范，这导致会

计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在工作底稿的设计、编

制、归档方面都存在许多缺陷，严重影响衔接质量。笔者认

为，衔接工作底稿的设计与编制可参照《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第6号—— 审计工作底稿》《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指南第2

号—— 审计工作底稿》的相关规定，结合衔接业务实际情况进

行编制。可借鉴文中《湖南省XX事业单位新旧制度科目余额

分析衔接表》的做法

（二）预算会计调整分录的编制

预算会计调整分录编制的难点是对调整业务的确认与计

量。“衔接账套”方法中，通过登记分录形成预算会计科目余

额后，还要根据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的资金性质、资金支

付时是否列支和预计未来是否形成支出等情况进行调整。由

于实际工作中原账资产类、负债类科目、净资产类等相关科

目没有按资金性质辅助核算，调整金额很难从账务系统中直

接得到，只能根据科目明细账、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逐笔逐

项分析统计确定。可借鉴文中例7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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