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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会计制度若干核算问题的思考

一些问题。

二、若干核算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新旧衔接的业务判定

结合各类新旧衔接准则可以发

现，衔接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

一是财务会计期初余额补录，二是预

算会计期初余额调整。财务会计期初

余额调整相对简单易懂，主要是补录

未入账事项，如补提固定资产累计折

旧，补录文物、公共基础设施等价值。

预算会计期初余额调整是新旧衔接的

重点和难点，各类衔接准则给出的做

法主要有两种方式，即以前年度中，

已列支未付款、未列收已收款的调增

结转类科目，未列支已付款、已列收

未收款的调减结转类科目，具体结转

结余科目视资金性质而定。而上述调

整都是针对2018年年末科目余额，即

2019年年初科目余额进行的，也就是

对年初结转结余的调整。

衔接准则之所以这样规定，旨在

兼顾会计核算的可比性原则和完整

性原则。以事业单位预付账款科目为

例，发生时借记“预付账款”，贷记“银

行存款”，属于未列支已付款事项，应

当调减2019年年初结转结余。不这样

处理将会面临两种情况，一是在2019

年年中预算会计确认支出，这样将违

反预算会计按照收付实现制核算的要

求，即违反可比性要求；二是2019年

年中预算会计中不确认支出，这样将

违反会计核算的完整性要求。因此，

一、问题分析

（一）核算基础不牢

核算基础既包括财务工作人员

对核算原理的解读，也包括对会计政

策的应用。夯实各级预算单位核算基

础，是政府会计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

根本问题。举例来说，政府会计制度

实行双记账模式，即财务会计按照权

责发生制核算，预算会计按照收付实

现制核算，但部分财务工作人员对权

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差别不甚了

解。再如政府会计制度施行以后，需

要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而部分财务

工作人员只知道要按照制度要求计提

折旧，对于计提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的

意义则完全不了解。

（二）对平行核算的认识不清

有的财务工作人员对平行核算的

认识并不是它对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

告、提升政府成本核算管理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而是觉得增加了工作负担。

主观畏难情绪加上有限的客观理解能

力，造成了财务工作人员对平行核算

的判定及运作机理认识不清。

（三）对部分经济业务的核算掌握

不足

本次政府会计改革，不仅对衔接

业务、适用会计政策做出了明确规定，

更是对日常核算业务做出了规范性指

导。但由于缺少实例指导，财务工作

人员往往在应付职工薪酬、固定资产、

预借差旅费等经济业务的核算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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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年中无论是否确认支出都将

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悖，所以采取了调

整期初结转结余这样的折衷方法。

在新旧衔接中，上述原理是调整

预算会计期初余额的精髓，而判定相

关科目余额适用哪种调整方式则需要

对新旧制度的核算方法进行比较，不

能机械划分一概而论，比如行政单位

和事业单位预付账款科目的处理方式

就完全不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平行核算业务的判定

按照制度准则给出的定义“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在采

用财务会计核算的同时应当进行预算

会计核算”，对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和“现金收支”这两个要素的理解至

关重要。2012年以后，随着国家财政

体制的不断完善，已经取消了预算外

这一概念，也就是说对于预算部门收

到的资金要么是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要么是往来资金，二者必居其一。

往来资金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偿

还性资金，二是转拨款项。偿还性资

金是指预算单位收到资金后，在后续

工作中要按照原渠道全额偿还的资

金，即“借来的钱”。如，年初财政部

门对A单位拨付10万元预借款项，待

年初预算正式下达后，A部门应将10

万元预借款项全额归还财政。转拨款

项是指收款单位在收到非同级财政部

门拨来的资金，必须按照出款单位确

定的资金分配方案使用，即收款单位

在收到资金的同时还收到了出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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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分配方案，是“过手的钱”。如，

社险部门偿付B单位10名职工药费，

B单位收到资金后，应当按社险部门

提供的清单将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职

工账户。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应收

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预付

账款”等科目具有应收应付的性质，

但反映的是收入和支出在时点上的延

长，并不属于偿还性资金和转拨款项，

因此上述科目与收入、费用、存款类

科目同时使用时，需要考虑是否平行

核算。

综上，预算单位在收到非同级财

政部门拨来的资金时，应当做如下判

定：（1）该资金是否符合往来款项的

核算要求；（2）如不符合往来款项核

算的要求，必然纳入部门预算收支管

理，即进行平行核算。

（三）对资金结存科目的认识

在调整预算会计期初余额以前，

资金结存科目与预算会计中的结转结

余类科目、财务会计相关科目间保持

一定对应关系：

资金结存 = 预算结转结余科目

之和 = 财务累计盈余 + 专用结余 －

（原）非流动资产基金类科目等

预算会计期初余额调整后，资金

结存与预算会计结转结余类科目间的

关系保持不变，但与财务会计相关科

目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资金结存 = 财务货币资金类科目

之和 + 应收类科目余额－应付类科目

余额

在日常核算中，资金结存科目虽

然下设“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

度”“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三个明细

科目，但在实际使用中，除“财政应

返还额度”和“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与财务会计科目之间有严格对应关

系外，货币资金科目与银行存款等实

有资金科目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

系，就预算会计而言，资金结存起到

的更多是类似于原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中“资产基金”科目或原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这

样的平衡科目的作用。因此，在日常

核算中不必过分纠结资金结存科目的

现实意义，但要足够重视资金结存科

目在核算逻辑上的重要作用。

（四）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问题

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的问题主

要包括两个，一是向职工发放实发工

资时，从基本工资的明细科目中扣除

保险公积金等；二是实际缴纳代扣代

缴个人保险公积金时功能分类科目与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的使用。

以行政单位举例，各项应发工资

合计36 000元，其中实发工资合计    

30 000元，代扣代缴各项资金合计      

6 000元，基本工资总额8 000元（职务

工资5 000元、级别工资3 000元）。

1.发放实发工资时：借记“应付

职工薪酬—— 明细科目”30 000元，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银行存款”等

30 000元 ；借记“行政支出—— 基本

工资—— 公务员职务工资”5 000元，

“公务员职务工资”-6 000元，“公务员

级别工资”3 000元，“其他各明细科

目”28 000元，贷记“财政拨款预算收

入/资金结存”等30 000元。此时代扣

代缴资金均应当从基本工资的明细科

目中代扣，且无需在职务工资和级别

工资中细分，待缴纳代扣代缴资金时

归还到相应科目中即可。

2.缴纳代扣代缴资金时：借记“应

付职工薪酬—— 明细科目”6 000元，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银行存款”等

6 000元；借记“行政支出—— 基本工

资—— 公务员职务工资”6 000元，贷

记“财政拨款预算收入/资金结存”等

6 000元。此时功能分类科目应当与基

本工资的功能分类科目一致。

（五）固定资产核算相关问题

对于在2019年以前签立固定资产

购置合同分次取得发票并付款的，如

果未按照合同价款确认固定资产，而

是按照分次取得发票确认固定资产

的，需要对相关科目进行调整。调整

方法如下：借记“固定资产”，贷记“应

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借记“资金结

存—— 货币资金”，贷记“财政拨款结

转/非财政拨款结转”等。在后续偿

付尾款时，财务会计只要对冲应付账

款等科目即可，而预算会计需要对应

确认支出。

（六）预借给职工经费的会计处理

通过单位公务卡将资金预借给职

工个人公务卡时：借记“其他应付款”，

贷记“银行存款—— 公务卡”。按照规

定报销时：借记“业务活动费用”“银

行存款—— 公务卡”，贷记“其他应付

款”。预算会计处理有两种方法：

1.借给职工经费时即确认支出，

后续报销时按照多退少补原则补记或

冲销支出。即预借时：借记“行政支

出/事业支出”，贷记“资金结存”。按

照规定报销时：借记“行政支出/事

业支出”（负数为多退/正数为少补），

贷记“资金结存”。

2.借给职工经费时不确认支出，

报销时确认支出，但对于跨年报销的，

应在年底结账前确认支出。即报销

时：借记“行政支出/事业支出”（实

际报销金额），贷记“资金结存”。如年

底结账前还有应报销未报销事项，应

确认支出，待次年报销时按照多退少

补原则调整。借记“行政支出/事业

支出”（应报销未报销金额），贷记“资

金结存”。

各单位在使用公务卡时应建立相

关台账，按照回补制开展公务卡相关业

务，避免公务卡大量沉淀资金以及无法

区分公务卡结存资金用途的情况。
（作者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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