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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财政部制定颁

发了 《 财政支农周转金会

计核算办法（试行草案）》，

对财政支农周 转 金 的 清

理、建账、核算、 检查、

决算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现就办法中的几个主要问

题作一些介绍。

一、为什么要制定这

个核算办法。近几年，全

国许多地方，为了提高支

农资金的使用效果，更好

地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

将财政上的一部分支农资

金，从无偿支援改为有偿

支援，采取有偿拨付、有

借有还、无息 周 转 的 办

法。财政部于1981年，曾

颁发 《 关于加强财政支农

周转金使用管理的暂行规

定》 ， 总结了这方面的经

验，提出了加强管理的要

求。为了进一步管好用好

这项资金，加强对这项资

金的核算和结报工作， 所

以又制定了会 计 核 算 办

法，要求从1983年起，在

设立财政支农周转金的财

政部门以及财政部门授权

管理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主

管部门试行。

二、如何进行核算。

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性质，

仍是财政资金，应当按照

预算会计规定的原 则，记账程序，采用资金收付记账

法， 进行核算。

核算办法 中 规 定 了 “本级 周 转金”、“借出周转

金”、“周转金存款”、“拨入 周 转金”、“拨出周转金” 五

个科目。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设前 三个科目。但有些

地区对周转金实行分级管理制度，财政部门既要管理

本级的周转金，又接受上级委托代管拨入的周转金，

为了反映清楚， 就需要增设后两个 科目， 用来核算委

托代管代放周转金的拨出和拨入。

“本级周转金” 科目，核算由各该级财政支配管

理的周转金。在支农资金作为有偿 支 援拨出的同时，就

要入账，记入本科目。这是因为财政上第一次从预算上

安排，将支农资金作为有 偿支援拨 给使用单位时，这种

有偿支援的债权债务 关系就发生了，周转金也就开始

周转了 ，因此应当在账上加以反映，并做好管理工作。
“拨入周转金”和“拨出周转金”科目，核算上下

级财政部门之间，或财政部门向受委托发放的单位拨

出拨入的周转金，拨出单位用 “拨出周转金”科目，拨

入单位用 “拨入周转金” 科目。但如果财政部门收到

上级拨入的周转金，并明确由本级支配管理的，应作

为本级周转金入账，记入 “本级周转金” 科目，不应

记入 “拨入周转金”科目。

借出和收回的周转金， 用“借出周转金”科目核

算。如果是委托下级财政部门发放，又实行回收分成

制度的，回收周转金时，在账户处理上，应先由委托

发放部门记收回的全部资金，然后由上级财政部门将

应留给下级财政部门的部分，由本级的周转金 转为下

级财政部门。下级财政部门应按同一数额，将上级拨

入的周转金转入本级周转金。

这五个科目，除了 “周转金存款”科目 外，都要

按照支农支出的款或项进行明细核算。对于“拨出周

转金” 和 “借出周转金” 科目，还要按拨出或借出的

单位设立二级科目进行核算。

借出周转金的核算是个重点，仅进行一般的明细

核算，还不能满足管理上的要求，因此在核算办法中

规定还要设置 “借出周转金登记 簿”，用来登记借出

周转金需要反映和考核的有关项目。使用此 簿需要注

意的是：每一笔款项的借出和收回的事项、金额必须记

在同一行内（在会计上叫横线登记法），以 便于检查。

在建立周转金账时，要对过去拨付的财政支农资

金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核实接受有偿支援的单位和

金额，该收回的收回，没有收回的要入 账。为了分清

旧欠和新欠的周转金，对建账时清理出来尚未收 回的

周转金，要在有关科目中另设二级科目进行核算。

三、如何编制会计报表。核算办 法规定了 “财政

支农周转金使用情况表” 的季报格式（年 报格式将按

照年度财政决算的要求另行布置）。

季报表分为 “实有周转金”、“借出周 转金”和 “实

存周转金” 三部分。 “实有周转金” 部分，反映财政

支农周转金期初实有额，本期 增加、拨入、拨出额，

期末实有额，应根据 “本级周转金”、“拨入周转金、”

“拨出周转金” 三个科目的核算数字填列。需 要 注意

的是： “本期增加数” 栏填列 “本 级周转金” 科目的

净增加数； “本期拨入数” 栏填列 “拨 入 周转金”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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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净拨入数；“本期拨出数” 栏填列 “拨出周 转金”

科目的净拨出数。

“借出周转金” 各栏，根据 “借出周转金” 科目

的期初、期末余额和本期付方、收方的发 生额填列。

为了区分旧欠和新欠，应将借出周转金期末数中包括

的清理入账数另在“其中：清理入账数”专栏内填 列。

“实存周转金” 就是周转金存款。这一部可直接

根据 “周转金存款” 科目的期 初、期 末 余额 填列。

“实有周转金” 余额 减 “借 出 周 转金”余额，等于

“实存周转金” 余额。

各部门编制的季表、年报 应 报 送 上级或财政部

门，年报还要附报反映经济效果的指标。县以 上各级

财政部门，应对下级财政部门或受托部门报送的报表

逐级进行审核，汇总上报。在审核时要注意：对下拨、

上交款项要核对是否相符；所 列 支 出 款、项是否正

确；借出周转金是否按计划回收（管理和代放周 转金

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应编借出周转金 的回收计划，

年末，县财政局和公社财政所分别根据账上记录

编制 “财政支农周转金使用情况麦” ，县财政局在市

报上级或财政部门备查）；对年报还应审查周转金是

否发挥了应有的效果。在汇总报表时，要将本级的拨

出周转金与下级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的拨入周转金相

互抵销，以免虚增拨入、拨出数字。
四、举例。例如某县财政局及其所属的甲公 社财

政所于1982年发生下列会计事项：① 2 月，县财政局

建立财政支农周转金账，经清理发现1980年有偿拨 给

县水产局周转金 2 万元；② 3 月，县预算安排有偿拨

给所属甲公社用于社办企业的投资 1 万元。并由该公

社财政所代管；③ 4 月，收回县水 产局周转金 1 万元，

并以其中的0.5万元拨给甲公社财政所作为水产 养 殖

周转金；④甲公社收到款后，以其中 0.4 万元借给乙

生产队，用于发展水产养殖；⑤ 11月，甲公社财政所

收回社办企业周转金 0.5 万元， 根据四、六 分成的协

议，将其中的0.2万元转为公社财政周转金，其余的0.3

万元仍留在公社财政，继续代为发放。县财政局 和公

社财政所的账上应作如下记录：

核所属上报的报表后，还要连同自己编制的报表编制

汇总报表。三张表的内容如下：

财政支农周转金使 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甲公社财政所  1982年度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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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周转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县财政局  1982年度  单位：元

财政支农周转金使用情况 汇总表
汇编单位: 县财政局  1982年度  单位：元

财务管理分 析 现 状  制 订 企 业 财 务 整 顿 规 划

本刊讯：上海市冶金工业局为贯彻中央、国务院

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 决 定，认真整顿和

完善企业 财务管理，他们从所属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

出发，拟订了 《 整顿企业 财务管理，推行全面经济核

算的规划》 。根据前一段财务检查的 情况，他们把所

属企业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财务管理混乱，经济核

算薄弱的企业；二是财务管理和 经济核算已有一定基

础，但还不够健全的 企业；三是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

搞得好的 企业。按照企业不同的管理基础，划分为三

个不同的整顿阶段，采 取 “抓 三 分 之 一，带三分之

一，促三分之一”的办法，争取在二、三年内使不同

类型的企业，每年提高 一个台阶，经过 整顿，普遍达

到完善、提高的目的。

第一阶段，达到基本标准。凡属财务管理混乱，

经济核算薄弱的企业，首先要进行恢复性的整顿，并

达到五点基本要求：

（ 1 ）提高经济效益，全面 完 成计 划。通过整

顿，要降低产 成本，增加盈利，加速资金周转，提高

投资效益。

（ 2）健全财会机构，充实财会人员。企业都要

单独设置财务科（组），内部独立核算单位，也要基

本上配齐核算人员。从事基本 业务核算的财会人员，

五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一般不少于职工总数的 1 % ，一

千人以上的 中 型企业，一般不少于职工总数的1.5%，

一千人以下的小型企业，一般不少于 2 %。

（ 3）遵守财政制度，执行财经纪律。做到：不

弄虚作假，不截留利润，不调节成本，不乱支费用，

不偷税漏税，不铺张浪费，不私设 “金库”，不混淆

资金，不滥发奖金，不乱搞福利。

（ 4）整顿完善各项定额、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始

记录和计量验收等基础工作，从管理制度上，堵塞漏

洞。

（ 5）整顿会计核算。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设置会

计科目、凭证、帐册、编制 报表，做到：凭证齐全，

内容完整，审核严格，手续完备，帐册健全，遵守记

帐规则；数字真实，计算正确；日清月结；报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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