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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认股权持有人到期没有行权的，应当在到期时将原计

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部分转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 
本解释发布前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未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

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十一、本解释中除特别注明应予追溯调整的以外，其他

问题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一、总说明

（一）为了规范有关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保障性住房建

设项目贷款（以下简称建设项目贷款）试点城市住房公积金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核算，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

整，根据《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财会字 [1999]33号）、

《关于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

实施意见》（建金 [2009]160号）和《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保

障性住房建设贷款财务管理办法》（财综 [2010]12号）等相

关法规，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适用于《关于做好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

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建金 [2010]100号）规

定的28个建设项目贷款试点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

的住房公积金。

（三）本办法规定《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财会字

[1999]33号）中涉及建设项目贷款业务的相关会计科目下分

别按照建设项目贷款业务和在受托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增设相关明细科

目。其中，对于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相关明细科目会计处理沿

用《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相关规定，对于建设项目贷

款业务相关明细科目会计处理遵照本办法规定。

（四）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会计科目的修订

（一）第121号科目 委托贷款

1．科目设置及核算内容

本科目下设置“个人贷款”和“项目贷款”两个一级明

细科目，分别核算按照规定在受托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个人住房贷款）和利用住房公积金发

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以下简称建设项目贷款）的

款项。其中，“个人贷款”一级明细科目按照借款人设置明细

账，进行明细核算 ；“项目贷款”一级明细科目按照建设项

目贷款借款人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2．主要账务处理

（1）按规定发放建设项目贷款时，借记本科目（项目贷

款），贷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收回住房公积金贷款时，

按本息合计金额，借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按本金，贷

记本科目（项目贷款），按已计利息，贷记“应收利息”科目，

按未计利息，贷记“业务收入”科目。

（2）对于借款合同约定到期未归还的建设项目贷款，应

转作逾期贷款处理，自本科目转入“逾期贷款”科目，借记

“逾期贷款”科目，贷记本科目（项目贷款）。

（3）对借款人申请建设项目贷款提供的抵押物，应建立

备查簿，详细登记抵押担保情况。

（二）第122号科目 逾期贷款

1．科目设置及核算内容

本科目下设置“个人逾期贷款”和“项目逾期贷款”两

个一级明细科目，核算借款合同约定到期未归还的委托贷

款。其中，“个人逾期贷款”一级明细科目按照借款人设置明

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项目逾期贷款”一级明细科目按照

建设项目贷款借款人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2．主要账务处理

（1）对于借款合同约定到期未归还的建设项目贷款，应

转作逾期贷款处理，按照建设项目贷款金额，借记本科目

（项目逾期贷款—— ××借款人—— 本金），贷记“委托贷款”

科目；按照已计提的应收利息金额，借记本科目（项目逾期

贷款—— ××借款人—— 应收利息），贷记“应收利息”科目。

建设项目贷款转入逾期贷款后，不计提孳生的逾期利息和

罚息，但应当设置备查簿登记逾期贷款利息和罚息的借款

人、计息时间、金额和性质等相关信息。

收回逾期贷款的还款时，应首先冲减本金，按收回的金

额，借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项目逾期贷

款—— ××借款人—— 本金）；本金全部收回后，收到的还款

冲减逾期前已计未收利息，借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

贷记本科目（项目逾期贷款—— ××借款人——  应收利息）；

逾期前已计未收利息收回后的还款作为逾期后的未计利息

和罚息确认为当期业务收入，借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

贷记“业务收入”科目。

（2）按规定程序经批准核销的住房公积金呆账贷款，冲

销提取的贷款风险准备时，借记“贷款风险准备”科目，贷

记本科目（项目逾期贷款—— ××借款人）；同时，借记“住

房公积金存款”科目，贷记“增值收益存款”科目。核销后

贷款又收回的，按收回的建设项目贷款本息合计金额，借记

“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贷记“贷款风险准备”科目；同时，

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

项目贷款相关业务会计核算办法

（2010年9月27号 财政部 财会 [2010]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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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中国会计年鉴

借记“增值收益存款”科目，贷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

（三）第301号科目 贷款风险准备

1．科目设置及核算内容

本科目下设置“个人贷款风险准备”和“项目贷款风险

准备”两个一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按规定提取的个人住房

贷款和建设项目贷款风险准备。

2．主要账务处理

（1）年度终了，应按规定对建设项目贷款提取风险准备。

提取贷款风险准备时，借记“增值收益分配”科目，贷记本

科目（项目贷款风险准备）。

（2）对确实无法收回的逾期贷款，按规定程序经批准作

为呆账的，冲销提取的贷款风险准备，借记本科目（项目贷

款风险准备），贷记“逾期贷款”科目；同时，借记“住房公

积金存款”科目，贷记“增值收益存款”科目。已确认并转

销的呆账贷款，如果以后又收回的，按实际收回的本金和利

息，借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项目贷款风

险准备）；同时，借记“增值收益存款”科目，贷记“住房公

积金存款”科目。

（四）第321号科目 增值收益分配

1．科目设置及核算内容

本科目“提取贷款风险准备”一级明细科目下设置“提

取个人贷款风险准备”和“提取项目贷款风险准备”两个二

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按有关标准提取的、从增值收益中列

支的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准备和建设项目贷款风险准备。

2．主要账务处理

按规定标准提取建设项目贷款风险准备时，借记本科

目（提取贷款风险准备——  提取项目贷款风险准备），贷记

“贷款风险准备”科目。

（五）第401号科目 业务收入

1．科目设置及核算内容

（1）本科目“委托贷款利息收入”一级明细科目下增设

“个人贷款利息收入”和“项目贷款利息收入”两个二级明细

科目，分别核算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和建设项目贷款取得的

利息收入。

（2）本科目“其他收入”一级明细科目下设置“个人贷

款逾期罚息收入”和“项目贷款逾期罚息收入”两个二级明

细科目，分别核算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和建设项目贷款逾

期罚息收入。

2．主要账务处理

（1）期末，按计算的当期由建设项目贷款形成的应收未

收委托贷款利息金额，借记“应收利息”科目，贷记本科目

（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项目贷款利息收入）。收回建设项目

贷款，按本息合计金额，借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按本

金，贷记“委托贷款”科目，按已计利息，贷记“应收利息”

科目，按未计利息，贷记本科目（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项
目贷款利息收入）。

（2）对于建设项目贷款的逾期利息和罚息收入，应当在

收到时，按收到的利息和罚息金额，借记“住房公积金存款”

科目，贷记本科目（其他收入—— 项目贷款逾期罚息收入）。

（六）第411号科目 业务支出

1．科目设置及核算内容

（1）本科目“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一级明细科目下设

置“个人贷款手续费支出”和“项目贷款手续费支出”两个

二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公积金中心委托银行发放个人住

房贷款和建设项目贷款支付的手续费支出。

（2）本科目下设置“项目贷款其他支出”一级明细科目，

核算建设项目贷款发生的评估费、诉讼费等费用。

2．主要账务处理

（1）按照规定支付给委托银行发放建设项目贷款的手

续费金额，借记本科目（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  项目贷款

手续费支出），贷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

（2）支付建设项目贷款发生的评估费、诉讼费等费用

时，按照实际支付金额，借记本科目（项目贷款其他支出），

贷记“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其中，评估工作应委托通过

公开招投标等方式确定的具有专业资质和相关经验的中

介机构完成，发生的评估费支出须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批

准。

三、建设项目贷款情况表

（一）报表样式

增加《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情况

表》（会住房01表附表1），样式如下：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

编码
借款人

期初项目贷款余额 发放项目贷款本金 收回项目贷款本金 期末项目贷款余额

期初余额
其中：逾期
贷款余额

本期发放 累计发放 本期收回 累计收回 期末余额
其中：逾期
贷款余额

1

2

3

4

……

合计 – – –

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情况表

 
                                                              会住房01表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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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说明

1．本表按季度和年度报送，反映建设项目贷款本季发

放、本金收回和贷款余额等情况。年度报表中应当将本表中

的“    年第  季度”改为“    年度”。

2．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1）“项目名称”和“项目编码”项目，反映建设项目的

具体名称和编码。本项目应根据《关于做好利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填列。

（2）“借款人”项目，反映建设项目的借款方。本项目应

根据《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借款合同》填列。

（3）“期初项目贷款余额”项目，反映截至本期期初已发

放但尚未收回的建设项目贷款（包括项目逾期贷款）余额情

况。本项目中“期初余额”栏目按照“委托贷款——       项目贷款”

科目期初借方余额和“逾期贷款——    项目逾期贷款（本金）”

科目期初借方余额合计分析填列；“其中：逾期贷款余额”

栏目按照“逾期贷款——   项目逾期贷款（本金）”科目本期期

初借方余额填列。

（4）“发放项目贷款本金”项目，反映建设项目贷款本金

的发放情况。其中，“累计发放”是指按照建设项目历年累

计发放金额。本项目中“本期发放”栏目按照“委托贷款——

项目贷款”科目本期借方发生额填列，“累计发放”栏目按照

“委托贷款—— 项目贷款”科目各项目历年借方发生额分析

填列。

（5）“收回项目贷款本金”项目，反映建设项目贷款本金

的回收情况。其中，“累计收回”是指按照建设项目历年累

计收回金额。本项目中“本期收回”栏目按照“委托贷款——

项目贷款”科目和“逾期贷款—— 项目逾期贷款（本金）”科

目本期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累计收回”栏目按照“委托

贷款—— 项目贷款”科目和“逾期贷款—— 项目逾期贷款（本

金）”科目各建设项目贷款（项目逾期贷款）历年借方发生额

分析填列。

（6）“期末项目贷款余额”反映截至本期期末已发放但

尚未收回的建设项目贷款（包括项目逾期贷款）余额情况。

本项目中“期末余额”栏目按照“委托贷款—— 项目贷款”科

目和“逾期贷款—— 项目逾期贷款（本金）”科目各建设项目

贷款（项目逾期贷款）本期借方余额分析填列；“其中：逾

期贷款余额”栏目按照“逾期贷款—— 项目逾期贷款（本金）”

科目本期期末借方余额填列。

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 ～ 2020年）

（2010年9月21号 财政部 财会 [2010]19号）

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升会计人才工作总体水

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人才规划纲要》总

体要求，制定本规划。

一、加强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会计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市场

经济秩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加强会

计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养高层次会计人才，并以此引导和

带动我国会计人才队伍发展，不仅关系到提高会计行业核心

竞争力、确保会计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有效发

挥，而且关系到全国实施人才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财政部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力

推进会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是会计人才相

关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建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为基础、以不同类

别和不同层级会计人才评价标准为核心、以会计人才管理

制度为支撑的会计人才相关法律制度体系。二是会计人才

管理体制初步理顺。建立了以财政部政策指导，各地财政部

门组织落实，会计行业协会、会计学会、会计资格评价中心、

国家会计学院、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会计人才管理格局。三

是会计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近千万

会计人员，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9.4万人 ；注册会计师行

业30多万从业人员中有9.2万执业注册会计师 ；副教授职

称以上会计教育工作者约1万人。四是会计人才整体素质和

专业水平稳步提高。会计职业领域已从传统的记账、算账、

报账为主，拓展到内部控制、投融资决策、企业并购、价值

管理、战略规划、公司治理、会计信息化等高端管理领域。

五是会计人才成长与发展的环境明显改善。随着人才强国

战略的深入实施，会计人才在推动企事业单位现代化管理、

提升企事业单位核心竞争力、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保障

社会公众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我国会计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

存在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还有一些不

相适应的地方，主要是 ：高层次复合型会计人才缺乏，会计

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会计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待

完善，会计人才市场管理有待加强，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企业跨国经营、资本

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

艾，会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

作用更加凸显，会计人才的竞争已经成为国家、地区和单位

间竞争的焦点之一。未来十几年，是我国基本建成创新型国

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会计

行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我们要认真贯彻《人才规划纲要》，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统筹规划，深化改革，重点突出，整体推进，不断开创会计

人才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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