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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瑛■

政府会计制度下，根据预算会计和

财务会计的核算基础和会计要素，设置

了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两类报表。两种

核算基础下的会计报表通过财务会计报

表附注中的 《本年盈余与预算结余差异

调节表》（以下简称《差异调节表》）进行

政府会计制度下编制《本年盈余与

预算结余差异调节表》的实务问题及建议

摘  要：政 府 会 计 制 度 创 新 性
地构建了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适度

分离并相互衔接”的政府会计核算体

系，并通过《本年盈余与预算结余差

异调节表》反映两种核算基础要求下

的预算结余与本年盈余之间的差异。

因此，正确出具差异调节表是检验预

算会计和财务会计核算数据准确性

的重要依据。本文阐述《本年盈余与

预算结余差异调节表》的编制要求及

原理，并分析实务操作中的困难，提

出具备可行性的操作建议，包括选取

合理的“平行记账”记录方式、对《本

年盈余与预算结余差异调节表》进行

完善、将差异调节信息作为会计科目

的辅助核算，以助力提升政府会计核

算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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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收入费用表中“本期盈余”之间的

调节信息。

《差异调节表》将财务盈余与预算结

余之间的差异归纳为四类，分别是：当

期确认为收入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收入、

当期确认为预算支出但没有确认为费

用、当期确认为预算收入但没有确认为

收入、当期确认为费用但没有确认为预

算支出。以上差异是由于某些业务事项

的财务收入（预算收入）与财务费用（预

算支出）的确认方式不一致而形成的，

主要分为因核算范围不同而产生的永久

性差异及因核算基础不同而产生的时间

性差异。编制《差异调节表》，要求会计

人员应深刻理解政府会计制度下的双核

算体系核算原理，正确运用收付实现制

及权责发生制处理所有业务事项，准确

判断各业务事项产生的差异类型及差异

金额，以保证差异报表编制平衡，从而

实现校验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核算数据

的功能。

（二）编制原理

财务盈余与预算结余差异情况存在

的前提是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适度分

离并相互衔接”的双核算体系。具体的

实现方式为通过“平行记账”的做法记

录相关业务事项。因此，理解“平行记

账”的原理是理解《差异调节表》编制原

理的基础。

关联。因此，正确编制《差异调节表》可

以对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核算数据准确

性进行校验，从而保证政府会计信息的

质量。

一、《差异调节表》的编制要

求及原理

（一）编制要求

为了体现政府会计制度双功能体

系下，财务会计的收入、费用科目与预

算会计的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科目的

计量与确认差异，同时具体说明财务

会计的净资产（本年盈余）科目与预算

会计的预算结余科目之间的差异形成

原因，《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以下简称《制度》）

在报表附注部分对“本年盈余与预算

结余的差异情况说明”的信息披露格

式进行了规定，要求单位应编制《差异

调节表》。制度规定，此表是为了反映

单位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因核算基础

和核算范围不同所产生的本年盈余数

与本年预算结余数之间的差异。根据

报表附注披露的要求，表中所反映的

差异情况是要求单位按照重要性原则，

对本年度发生的各类影响收入和费用

以及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业务进行

适度归并和分析，用于披露年度预算

收入支出表中“本年预算收支差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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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记账”是指对于纳入部门预

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在进行财务会

计核算的同时也应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对于其他业务，仅需要进行财务会计核

算。典型的不纳入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

业务包括：控制权仍归属原委托单位的

货币资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单位收

到资金时即能确认这笔流入资金明确不

归属于本单位的应缴财政款；收取的押

金、存入保证金等未来负有偿还义务的

暂收款业务；已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

的其他应收款。采用“平行记账”，一是

为了实现双体系下的会计核算工作，更

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双核算体系的相互衔

接关系。

编制《差异调节表》的原理是通

过一定的过程将收付实现制的预算结

余转变为权责发生制的财务盈余。具

体过程是：以“预算结余”为起点，加

上“平行记账”时只确认为财务收入没

有确认为预算收入，减去“平行记账”

时只确认为财务费用没有确认为预算

支出的差异金额，此项操作是还原权

责发生制的会计处理，并补充预算会

计核算范围之外的应进行财务会计核

算的部分业务事项；在此基础上加上

“平行记账”时已确认预算支出没有确

认为财务费用，减去“平行记账”时已

确认为预算收入没有确认为财务收入

的差异金额，此项操作是将已记录的

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处理进行剔除。经

过上述过程的处理，得到权责发生制

下核算的财务盈余的结果。而反映一

个年度会计期间财务盈余的会计科目

为“本年盈余”科目，因此，《差异调节

表》的终点是“本年盈余”。如果通过

以上过程计算得出的“本年盈余”数据

与《收入费用表》（会政财02表）年度

报表中的“本年盈余”数据一致，则说

明《差异调节表》编制正确，所有业务

“平行记账”反映的预算会计与财务会

计的核算结果具有可靠性。按照以上

原理，各单位可根据管理需要，调整此

表的编制周期，出具月度、季度或半年

度《财务盈余与预算结余差异调节表》，

以便校验政府会计制度下双核算体系

的核算结果。

可以看出，通过“平行记账”和《差

异调节表》将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两种

核算功能联系在一起。“平行记账”是从

经济业务到记账凭证再到会计账簿的过

程，而《差异调节表》则是从会计账簿

还原记账凭证再还原经济业务的过程，

“平行记账”是正向操作，《差异调节表》

是逆向调节。“双功能”产生的差异在

这两个过程中全面体现，并加以平衡检

验。因此，“平行记账”时产生的差异信

息是编制《差异调节表》的基础。

同时，《差异调节表》可以检验“平

行记账”核算是否正确。由于预算会计

与财务会计核算情况及核算科目存在

许多不一致之处，财务报表与预算报表

反映的财务状况及收支情况是存在一

定差异的，但根据“平行记账”的处理

规则，两套报表间也存在一定的勾稽关

系，可以揭示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内

在联系。预算报表和财务报表通过《差

异调节表》相互补充，共同反映政府会

计主体的财务信息和预算执行信息。如

果单位“平行记账”不能正确进行核算，

将导致分析得出的差异调节表不能揭

示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内在联系。因

此，正确出具差异调节表是财务会计和

预算会计核算数据准确性的检验依据，

对确保政府会计信息质量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

表1        完善后的本年盈余与预算结余差异调节表

项目 金额

一、本年预算结余（本年预算收支差额） 　

二、差异调节 ——

       加 ：1.当期确认为收入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收入 　

                     （1）应收款项、预收账款确认的收入 　

                     （2）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确认的收入 　

                     （3）其他当期确认为收入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收入 　

               2.当期确认为预算支出但没有确认为费用 　

                     （1）支付应付款项、预付账款的支出 　

                     （2）为取得存货、政府储备物资等计入物资成本的支出 　

                     （3）为购建固定资产等的资本性支出 　

                     （4）偿还借款本息支出 　

                     （5）其他当期确认为预算支出但没有确认为费用 　

       减 ：3.当期确认为预算收入但没有确认为收入 　

                     （1）收到应收款项、预收账款确认的预算收入 　

                     （2）取得借款确认的预算收入 　

                     （3）其他当期确认为预算收入但没有确认为收入 　

               4.当期确认为费用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支出 　

                     （1）发出存货、政府储备物资等确认的费用 　

                     （2）计提的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 　

                     （3）确认的资产处置费用（处置资产价值） 　

                     （4）应付款项、预付账款确认的费用 　

                     （5）其他当期确认为费用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支出 　

三、本年盈余（本年收入与费用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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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异调节表》实务操作

问题

（一）分析难度较大

根据上述分析，《差异调节表》不

同于其他会计报表，不是将会计科目作

为报表项目，不能由会计核算软件提取

报表项目数据自动生成，需要对本年度

发生的各类影响收入（预算收入）和费

用（预算支出）的业务进行适度归并和

分析。但是，由于单位业务量非常大且

业务类型复杂多样，若财务人员在一个

记账核算时期集中对当期发生的业务进

行归并和分析，将面临工作量大、容易

出错，且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在会

计实务操作过程中，出具《差异调节表》

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二）制度中的差异调节表对差异

调节分类存在待完善之处

根据《制度》规定，“差异调节表”

中的“其他事项差异”没有进行分类，

无法判断此处列示的差异金额。为了保

证调节过程在《差异调节表》中准确列

示，建议将“其他差异事项”分为四类：

其他当期确认为收入但没有确认为预算

收入、其他当期确认为预算支出但没有

确认为费用、其他当期确认为预算收入

但没有确认为收入、其他当期确认为费

用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支出。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对“本

年盈余与预算结余的差异调节信息”

（以下简称差异调节信息）进行信息提

取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在会计核算过程

中高效、准确地记录差异调节信息，从

而建立自动生成《差异调节表》的软件

数据基础，便于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推广

运用。

三、编制《差异调节表》的实务

操作建议

（一）选取合理的“平行记账”记录

方式

为了便于同时反映财务会计与预算

会计的核算结果，建议将同一笔业务事

项的财务会计分录与预算会计分录同时

在一个记账凭证上进行会计处理。通过

这种方法，便于在单张记账凭证上进行

差异调节的记录及校验。

（二）对《差异调节表》进行完善

对制度中规定的《差异调节表》进

行完善，完善后的具体表样见表1。

经过完善，表1中的调节过程即可

表2           盈余差异调节信息的辅助核算档案

级次 差异类型编码 差异调节信息

1 00 0.无差异

1 01 1.当期确认为收入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收入

2 0101     （1）应收款项、预收账款确认的收入

2 0102     （2）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确认的收入

2 0199     （3）其他当期确认为收入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收入

1 02 2.当期确认为预算支出但没有确认为费用

2 0201     （1）支付应付款项、预付账款的支出

2 0202     （2）为取得存货、政府储备物资等计入物资成本的支出

2 0203     （3）为购建固定资产等的资本性支出

2 0204     （4）偿还借款本息支出

2 0299     （5）其他当期确认为预算支出但没有确认为费用

1 03 3.当期确认为预算收入但没有确认为收入

2 0301     （1）收到应收款项、预收账款确认的预算收入

2 0302     （2）取得借款确认的预算收入

2 0399     （3）其他当期确认为预算收入但没有确认为收入

1 04 4.当期确认为费用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支出

2 0401     （1）发出存货、政府储备物资等确认的费用

2 0402     （2）计提的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

2 0403     （3）确认的资产处置费用（处置资产价值）

2 0404     （4）应付款项、预付账款确认的费用

2 0499     （5）其他当期确认为费用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支出

表3        部分会计科目与盈余差异信息的对照举例

会计科目编码 会计科目名称
科目发生在借方时的

盈余差异类型

科目发生在贷方时的

盈余差异类型

1101 短期投资 0204 0302

1211 应收票据 0101 0301

1212 应收账款 0101 0301

1214 预付账款 0201 0404

1215 应收股利 0199 ；0299 0299 ；0399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00 ；0199 ；0299 0199 ；0299 ；0399 ；0499

1601 固定资产 0203 0403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00 0402

2001 短期借款 0204 0302

2101 应交增值税 0201 0399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0201 0404

备注 ：表中的盈余差异类型用编码表示，具体编码对应的类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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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填制记账凭证时，系统自动带出盈

余差异信息。

步骤二：记账凭证填制成功后，根

据凭证中发生的会计科目，参考表3的

规则，配置出该业务事项产生的盈余差

异信息。具体配置方法举例见表4。

通过选取合理的“平行记账”记录

方式，设置完善的预算结余与财务盈余

差异情况的辅助核算基础档案，并在填

制记账凭证时，根据相关规则将盈余差

异情况作为辅助核算信息记录在每笔业

务事项的记账凭证中。通过这种方式，

可实现以信息化手段及时记录预算结余

与财务盈余差异情况，从而将制度规定

需要在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提供的《差

异调节表》，做到按月从会计核算软件

中自动生成月度报表，以及时发现核算

中的问题，及时更正，提升政府会计信

息质量。

责任编辑 姜雪

完整展现从“本年预算结余”到“本年盈

余”的过程。表1中“二、差异调节”部

分包括4类差异。每部分差异的金额为

其下级所分类的各项差异金额合计。表

中体现的计算关系如下：

本年预算结余+当期确认为收入但

没有确认为预算收入+当期确认为预算

支出但没有确认为费用-当期确认为预

算收入但没有确认为收入-当期确认为

费用但没有确认为预算支出=本年盈余

（三）将“差异调节信息”作为会计

科目的辅助核算

1.设置差异调节信息档案

差异调节信息档案设置情况见表2。

2.在凭证填录时记录每个业务产生

的差异调节信息

为保证差异调节信息记录及时、准

确，在填制每笔业务的记账凭证时，建

议在财务会计收入、费用科目及预算会

计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科目上将盈余差

异调节信息作为辅助核算，在每笔业务

事项的会计凭证上进行记录。记录方式

有以下两种：一是若单位采用人工填制

的方式完成记账凭证，财务人员应同时

分析该笔业务事项因财务会计和预算会

计核算基础和核算范围不同所产生的差

异调节信息，包括差异调节项类型及金

额，将差异调节信息准确记录在凭证中

的每条分录上；二是若单位采用自动生

成的方式完成记账凭证，财务人员应在

设置自动生成凭证信息的对照规则时，

将每种业务会产生何种差异调节类型进

行配置，使差异调节信息作为记账凭证

信息的一部分，从而及时产生差异调节

信息。

3.根据财务会计资产、负债科目分

析业务事项差异信息

预算会计的本年预算结余和财务

会计的本年盈余之间产生的差异主要

是，当某业务事项在预算会计中通过预

算收入、预算支出科目进行核算时，而

财务会计中却通过资产、负债科目核

算。基于这种情况，可以根据财务会计

的资产、负债科目为主线，梳理相关业

务事项，整理会计科目与盈余差异信息

的对照规则，如果可以得到一一对应的

对照规则，则能够通过信息化技术，对

凭证中的盈余差异进行记录。如果不能

得到一一对应的规则，则将有可能产生

的盈余差异信息作为备选项，在财务人

员填制差异调节项时弹出，通过人工分

析进行记录。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分析

难度，提高差异调节项信息录入的准确

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体实施方式

举例如下。

步骤一：逐一分析财务会计中的资

产、负债科目，将每个资产负债科目在

借方、贷方发生时，分别将产生的盈余

差异类型进行匹配。整理出会计科目与

盈余差异信息的对照规则（举例见表3），

表4                        具体业务事项配置盈余差异类型的情况举例

业务事项 财务会计分录 预算会计分录 差异类型 差异类型取值规则

发生应收账款时
（不需上缴财政）

借 ：应收账款
        贷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

—— 0101
“应收账款”科目在借方，

差异类型为 0101
收回应收账款时

（不需上缴财政）
借 ：银行存款等
        贷 ：应收账款

借 ：资金结存
        贷 ：事业预算收入 /经营预算收入等

0301
“应收账款”科目在贷方，

差异类型为 0301
银行存款购入

固定资产
借 ：固定资产
        贷 ：银行存款

借 ：行政支出/事业支出等
        贷 ：资金结存

0203
“固定资产”科目在借方，

差异类型为 0203
按月计提固定资产

折旧时
借 ：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等
        贷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 04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在贷方，

差异类型为 0402

借入短期借款
借 ：银行存款
        贷 ：短期借款

借 ：资金结存
        贷 ：债务预算收入

0302
“短期借款”科目在贷方，

差异类型为 0302

归还短期借款
借 ：短期借款
        贷 ：银行存款

借 ：债务还本支出
        贷 ：资金结存

0204
“短期借款”科目在借方，

差异类型为 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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