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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银行支取未报数”年终帐务处理和控制办法

郭 世 谦

现行制度规定，财政部门是分配预算资金的，所

以总预算会计按“银行支出数”核算财政预算支出。

事业行政单位是使用预算资金的，所以单位预算会计

按 “实际支出数”核算单位经费支出。这样，就产生

了两者的差数： “银行支取未报数”。这不仅在会计

核算上给财政部门增加了一定的工作量，而且因为上

年的 “银行支取未报数”对于总会计来讲，实际上已

成为帐外资金，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造成漏洞。这是

多年来预算会计业务技术研究的一个课题。这里，我

们介绍一种比较简便和有效的帐 务处理和控制办法。

事实上，因为单位会计的 “实际支出数”反映在“经

费支出”科目中，根据制度规定，按年累计计算，平

时并不冲销，只在年终结账时一次冲销“拨入经费”。

所以，平时“银行支取未报数”的波动，只涉及预算

执行进度，并不影响单位账务处理和双方对账。对决

算支出数额和总会计与单位会计的一致性产生影响的

仅只是年末的“银行支取未 报数”。对 此，一级财政

部门可统一要求本级所属全额预算单 位改按以下办法

进行年终结账：

一、增设“年末银行支取未 报数”科目；

二、年终结账按全年“银 行支 出数”作 以 下分

录：

收：“年末银行支取未报数”

付： “拨入经费”

三、同时，按全年 “实际支出数”作以下分录：

收： “经费支出”

付： “年末银行支取未报数”

四、 “年末银行支取未报数”科目 年初收方余额

反映上年结转本年的 “银行支取未 报数”；本期收方

发生额反映本年“银行支出数”；本期 付方发生额反

映本年“实际支出数”；期末收方余额反映年末“银

行支取未报数”：

五 、 “年末银行支取 未 报 数” 科 目 余 额结转下

年， 即为 “上年银行支取未报数”。此科目数额在年

度中间一般不发生变动。

采用这种账务处理方 法的好处是：

1.单位会计按“银行支出数”冲转 “拨入经费”，

与总会计核算口径统一，达到两者 衔 接一致的目目的 ，

加强了预算会计体系的完整性。

2.双方数字趋向一致，简化了对账手续 ， 有利于

财政部门审核报表，进行监督。

3.单位会计把 “银行支出 数”纳入会计核算和账

务平衡， 改变了过去“银行支出数”的产生仅限于向

财政提供数字而不参与单位资金核 算和平衡的状况 ，

有利于加强 “银行支出数”的核算管理。

4.单位会计把 年 末 “银 行 支 取未报数”单独列

示，有利于加强对“银行支取未报数”的管 理控制，堵

塞漏洞。

此外，还有利于简化“经费包干 节余”的核算。

由于上年“银行支取未报数”单 独 列示，简化了 “拨

入经费”科目的核算内容， “经费包 干 节余”即使不

专设科目核算也不致发生混乱。同时，因为历年财政

决算办法中已将 “经费包干节余”作为结转下年继续

使用款项，次年仍需纳入预算分配管理渠道，财政部

门本身采用核定指标方法进行控制管理。因此，只须

在 “拨入经费”科目下设置 “经费包干节余”二级科

目进行核算，既避免了 “经费包 干节余”专设科目的

繁琐账务处理，又能与财 政 部门总 会 计核算取得一

致。

采用这种账务处理方法还可以 通 过核定控制指标

和核定决算的程序加强对“银行支取未报 数”的控制

管理。 例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 单 位核定 “银行支

取未报数”控制指标或 “经费 材料”限额和 “ 经费暂

付”控制指标，以期压缩到一个较低的合理水平上。
对明显不合理的暂付款或弄虚 作假转移资金的，可以

通过核定决算程序核定其全年“银 行 支出数” ， 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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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部分或转移的资金从“银行支出数”中予以剔

除。剔除部分的款项 继续 反映在“拨入 经费”科目

中，结转下年，从而抵拨下年经费。

当然，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应 按照要求在决算

准备工作中抓好落实和控制材料库存和清理往来款项

的工作，以期把年末“银行支取未 报数”压缩到最低

限度。

如果对年末“银行支取未报数”控制 较好，在账面

上反映出的“年末银行支取未报数”较为合理，还可

以将其作为下年的考核指标或衡量基数，用之对下年

平时 “银行支取未报数”的波动变化进行考察控制。

总之，采用以上办法，通过把年末“银行支取未

报数”列为单位预算会计核算的一个环节，既达到了

总预算会计与单位预算会计作为一个体系完整衔接的

目的，又有利于对之加强管理，对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是有一定效果的。

工作研究
谈
谈
企
业
内

部
责
任
会
计
核
算

林
建
明

责任会计核算，就是以企业

财务部门为全厂经济核算中心，

把厂部（核算企业管理费）、供

应科、销售科和各车间作为相对

独立的经济核算点。财务部门运

用会计手段，对各核算点所承包

的各项经济责任指标进行全面经

济核算。责任会计核算与财务部

门的核算相互对应、统一。其资

料既可作为考核各核算点的经济

责任的依据，又可为财务部门所

利用，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的组

成部分。

为了进行责任会计核算，企

业财务部门应增设三 个 会 计 科

目：

1.下拨款：属资金占用方科

目。反映各核算点的流动资金占

用数。

2.结算存入款：属资金来源

科目，反映各核算点在厂财会部

门的结算存款数。

3.生产成本差异：属资金占

用方科目。反映各车间卖给厂部

的产品（或劳务）的 内 部 售 价

（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之间的

差异。该科目应按成本核算对象

分帐页，按成本项目分专栏进行明 细核算。

月末，将下拨款帐户余额和结算存入 款帐户余额

对抵，其差额， 与基本生产帐余额合并，列入会计报

表。

各核算点，必须制定核算规程，设立 相应的帐、

卡 、 报表，按责任会计的要求，核算本单位的利润、

成本，资金等各项责 任 经济指标。 各核算点还应根据

需要，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如生产 车间， 可设置如

下会计科目：

责任会计核算，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确定厂内材料、半成品、成品、劳 务等的内部

转帐价格，主要产品、半成品的单价 还要还原成成本

项目。

2.必须核定各核算点的流动周转金，核定时应注

意下一车间所用上一车间的半 成品，不应包括在下一

车间的周转金中。

3.必须制定适合本企业的责任会计核算规程。核

算规程必须与经济责任制相配合，尽量避免算虚帐。
4.各核算点料、工、费的责任 价值转帐，都按内

部结算价格通过财务部门进 行。所有对外经济往来都

由财务部门进行结算。

5.动力、 机修车间的电、 水、 汽和劳 务按厂内价

格直接卖给各受益单位。月终，车间利润（厂内价与

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异）上交财务部门，由财 务部门将

水、电、汽和劳务费的成本差异调向 各受益产品，将

受益产品的水、电 、汽、劳务的内 部价调整成实际成

本。

6.生产车间将自己的产品，以 半 成品、产成品入

库单为依据，以厂内结算价格卖给厂部。卖 给厂部产

品的结算单，必须列明产品（或半成品）的名称、 规

格、等级、单价、金额。金额部分必须还原 成成本项

目（类似计划成本中各成本项目的计划数）。财务部

门将买入的半成品或成品的金额，按 成 本项目数记入

基本生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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