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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会计改革应从
“基础工程”抓起

傅宏胜

7 月 1 日新的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在全国正式颁布

实施，顺利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接轨，使我国财会制度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面临着新的

任务新的课题——就是预算会计改革。预算会计改革

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关系到国家

预算的大政方针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重要环节，如何

开展这一改革，笔者认为应抓好以下“基础工程”。

一、确立基本内容

预算会计改革的基点，应该建立以“会计法”为准

绳，以综合财政预算为出发点，既适应预算内外资金管

理要求，又能满足生产力水平发展需要的新的会计机

制。

——改传统的收付记帐法为借贷记帐法。收付记

帐法虽有易学易懂，直观等特点，但具有较大的局限

性，适用面窄，操作方法显得呆板，远不适应新形势下

的预算资金管理的要求。而借贷记帐法则有较大灵活

性、适用性、普遍性、直观性，与收付记帐法相比优点较

多。

——改单式记帐凭证为复式记帐凭证。记帐凭证

按业务性质划分为收款、付款、转帐凭证，按凭证形式

划分为单式记帐凭证（或一次凭证）和复式记帐凭证

（或复合凭证）。复式记帐凭证对同一笔经济业务在一

张记帐凭证上同时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科目的方向和

金额及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复式记帐凭证既反映借贷

双方科目的方向，又载明借贷双方科目的金额便于登

帐，错帐便于查找。

——改差额平衡式为直接平衡式。会计的平衡式

取决于记帐方法和资金类别的划分，由于收付记帐法

将资金固定的划分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存三

大类，根据资金来源总额减资金运用总额等于资金结

存的平衡原理，进行计算确定，方法复杂，工作量大，反

映不直观。直接平衡式是借贷记帐法的显著特点之一，

它把资金固定划分为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两大类，采

用恒等式平衡关系，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反映比较

直观，编制报表、汇总资料都能得心应手。

——改资金单轨运行为双轨运行。会计核算对象

是资金运动的主体，预算会计核算主体的确立是预算

会计改革的重大步骤，我国长期以来，单位预算会计的

主体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两个主体，而两个主体又是

单独循环运行，极大地削弱了资金的整体效益，如果结

合会计改革，加之编制综合财政预算，两个主体合二为

一，岂不是双全齐美。推行综合财政预算，解决预算外

资金严重体外循环刻不容缓，也是解决财政赤字的有

效途径。财政部刘仲藜部长今年 3 月 16 日在谈到严肃

财政纪律时明确指出：“事业单位要改进经费管理，将

财政拨款和单位创收统一收支计划，要严格预算外资

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防止乱支乱用，要研究科

学合理的收支定额”。刘部长这一指示给我们提出了新

的课题，我们应该根据这一指示要求去研究、去探索、

去创新，找出综合预算管理的规律性。

——改单式预算为复式预算。复式预算尽管人们

还很陌生，但它告诉我们一个最起码的知识，就是在编

制预算时，按财政收入支出性质分别编制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预算即：经常性预算和资本性预算。从这个意义

上讲，先生活后生产，符合陈云同志讲的“有多少钱，办

多少事”，同时也符合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

——改会计层次多元化为统一化。在目前预算会

计结构体系中，按资金划分有预算内和预算外会计，按

预算性质划分有全额预算、差额预算、自收自支、企业

化管理会计；按区域划分有中央、地方、财政部门、主管

部门、二级单位、基层单位预算会计，这样过于分层分

性质的会计层次，使整个预算会计分散化了，就各层次

预算会计核算内容来看，只是角度不同，范围大小不

同；会计科目设置和核算内容虽有差异，只是在量上级

次上的差异，其核算内容是没有差异的，都是以预算内

外资金的收支运动为核算主体。因此，今后在制定会计

制度、科目设置等方面要打破行业界线，力求“统”字。

二、遵循统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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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会计改革应本着统一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原

则为目的，建立统一的会计模式，以便适应预算会计管

理的要求。

（ 一）统一会计制度。简言之，就是制定一套符合预

算内外资金管理，又便于多层次预算会计核算，能够综

合地、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各层次预算会计核算的统一

会计制度。打破过去行业界线，内容单一，适用面宽，局

限性较大的会计制度。

（二）统一会计科目。统一会计科目应包括：预算内

和预算外、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主管单位和基层

单位及全额预算、差额预算、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等

多方面的统一。设置会计科目力求简化，按照综合性、

直观性、针对性的原则，无论哪一级哪一层次哪种性质

的单位都能适用，因为哪一级哪一层次的预算会计都

是以预算资金的缴拨收支为主要核算内容。为便于核

算还可根据一级科目设置相应的二级科目及明细科

目。

（三）统一记帐符号。现行预算会计记帐符号不尽

相同，有收付、增减、借贷等多种记帐符号并存，把预算

会计分散化了，不能形成整体，在会计科目设置、记帐

凭证应用、资料统计、报表编制等方面口径不一，如果

采用通用的借贷记帐法，符合预算会计现实要求。

（四）统一记帐基础。建立收付实现制与责权发生

制相结合的记帐基础是预算会计改革的现实选择。既

体现资金的缴拨关系，又能反映资产存量，物质消耗，

既体现资金拨付要求，又体现资产保权原则。这样不但

能加强成本核算、提高单位经济效益，而且能够控制预

算指标的完成和实现，属当期的预算指标在当期完成，

不属当期预算指标，不得随意突破，扩大列支范围，采

取这种办法可以抑制扩大支出项目，加强预算监督。

（五）统一记帐凭证。会计凭证应以借贷为前提，制

定通用的适应所有单位使用的记帐凭证，凭证栏目要

求能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包括

方向金额。

（六）统一会计报表。会计报表应以资金来源及收

入和资金占用及支出为两大类结构，依据借贷记帐法

为原理，制定以资金平衡表、收支明细表、成本核算表

为主体及其附表在内的报表体系。同时还应明确报表

栏目、格式、报告期和报送机关。

三、完善核算体系

预算会计诸多核算体系都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完

善以下体系是当务之急。

第一，完善成本核算体系。目前成本核算制度在预

算单位尚未普遍推行，即便是实行成本核算的单位，也

是流于形式，缺乏效益观念。一些单位养成“收入靠上

交，支出往下拨，超了上级补，短收往 下加”吃现成饭作

风，不顾财力需要与可能，大手大脚，大操大办，浪费现

象惊人，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有一些单位依赖思

想严重，不注重自身勤俭，眼睛向上，伸手要钱，口越张

越大，各显各的神通，随意突破预算指标，把希望寄托

在“年初超了年底补，本级超了上级补，内部超了外部

补”，如果建立成本核算体系可以大大削减财政赤字，

减少财政压力，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同时还应根据成

本管理要求，制定出预算的开支标准和开支范围，做到

赏罚严明，把超支不补，节约留用落实到实处。

第二，完善固定资产核算体系。尽管行政事业单位

有固定资产核算制度，但尚不完备，并不健全，不是所

有单位都如实核算，或有帐无价，有价无物，有物无帐，

造成固定资产核算不严，制度不完善，政策不配套，责

任不明确，丢失浪费严重，容易化国营为集体，化大公

为小公，化集体为个体，尤其是机构变更，无人问津，使

国家资财大量流失。这次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

清理，为今后固定资产核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此，

建立和完善包括：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在

内的固定资产核算体系，健全制度，制定出固定资产的

计价、使用年限和核销办法，明确责任界限，以及购建，

调入、调出、清理报废等帐务处理和报批程序，以便各

单位加强管理，保证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完整性、

延续性。

第三，建立综合财政预算体系。首先弄清财政和综

合财政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不仅表现在量的方

面，而且也在质的规定上。财政一般包括国家财政资

金，而综合财政包括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企业自

有资金、信贷资金、国外借入资金等，从这个意义上讲，

综合财政包括的范畴比财政包括的范畴要广一些。当

前各级都在强调推行综合财政预算，真正实施操作的

少，刘仲藜部长关于：“将财政拨款和单位创收统一收

支计划”的指示，要求我们把综合财政预算落实到实

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到行动上。预算会计改

革的根本出发点，旨在提高预算资金的管理水平，确保

财政收支平衡，适应生产力水平发展要求，编制综合财

政预算不影响财政收支平衡，而且是为确保财政收支

平衡提供财力保障，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会计核算主体

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过渡，在编制预算计划时，将财政拨

款与单位创收统一 编入收支计划，这样可以缓解预算

内资金紧张的矛盾，对抑制预算外资金体外循环，控制

预算外资金的流量和流向都将发挥积极作用。两者资

金有机结合，有利于发挥资金整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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