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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天虎■

职工薪酬及关联业务的复杂性决定了与职工薪酬相关的

平行分录，因迟延支付而涉及极为复杂的会计科目设置和会

计业务处理。本文以高校会计实务为例，针对传统会计处理方

法存在的问题，介绍一种更为简洁的平行分录编制方法。

一、职工薪酬及关联业务的核算特点

综合《政府会计制度—— 会计科目和报表》（以下简称《制

度》）和《政府收支分类》的相关规定，高校职工薪酬及关联业

务的核算具有以下特点 ：

1. 组成内容复杂性。按《制度》规定，职工薪酬包括基本工

资、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规范津贴补贴（绩效工资）、改

革性补贴、社会保险费（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职业年金、

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下同）和住房公积金等。这一特点决定了

无论是财务会计出于职工薪酬数据的统计需要，还是预算会计

出于支出明细分类的需要，均涉及非常庞大的明细科目设置。

2. 负担对象复杂性。按《制度》规定并结合高校实际，职

职工薪酬及关联业务的平行分录编制

摘  要：在以平行分录兼顾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收付
制各自优势的双基并行会计模式下，财务会计子系统所确

认的负债，还将成为预算会计子系统进行相关支出确认的

依据，故而当迟延付款支出涉及较为复杂的明细分类核算

时，对相关负债增设明细核算会使所编制的平行分录异常

繁琐。为简化迟延付款业务的会计处理，本文结合高校会

计实务，针对职工薪酬及关联业务的核算特点，提出一种

较为简便的会计处理方法。

关键词：职工薪酬；迟延支付；支出确认；平行分录

中图分类号:F23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3-286X（2021） 05-0065-05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会计学会2019年度科研课题“高等学校双系统会计核算体系研究”（sdjk2019010）
作者简介：钞天虎，中国海洋大学财务处，会计学博士，高级会计师。

工薪酬费用的负担对象，既有通过“单位管理费用”核算的行

政管理和后勤保障活动，又有通过“业务活动费用”核算的教

学和科研业务活动，还有通过“在建工程”“加工物品”“研发

支出”和“经营费用”核算的资产或经营活动成本。

3. 扣款种类多样性。按《制度》规定，与职工薪酬相关的预

扣款，至少包括代扣代缴的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工薪所得

税和其他代扣款项。这一特点决定了无论是否考虑预算会计中

的支出确认，财务会计都将涉及较为复杂的负债科目设置。

4. 开支渠道多样性。就高校而言，用于支付职工薪酬的经

费来源，除基本预算拨款之外，还可能涉及项目预算拨款和自

筹经费。这一特点决定了相关明细科目的设置，将随经费来源

的不同而成倍地增加。

5. 延迟时间明确性。与职工薪酬相关的延付款项，多为具

有明确迟延期限的政策性应付款，如当月预提（扣）的社保缴

费、住房公积金、工薪所得税等，均必须于次月在固定时限内

全部缴纳。这一特点决定了财务会计在确认与职工薪酬相关的

负债时，就可预知其迟延付款支出的归属期间及其具体分类。

6. 会计处理节奏性。职工薪酬的计提分配、工资的发放、

代交（缴）款的预提（扣）和缴纳等，在发生顺序上所具有的依

次继起性和发生时间上所具有的相对固定性，使得相关业务

的会计处理具有明显的时间节奏。这一特点决定了职工薪酬

及关联业务的会计处理，可从业务循环的角度进行整体优化。

二、职工薪酬及关联业务的核算假定

为简化论述，现结合高校会计实务，就职工薪酬及关联业

务的核算做如下假定 ：

1. 职工薪酬的组成项目仅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

工资、社保缴费（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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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薪和住房公积金。此假定可明确并简化与职工薪酬及

关联业务核算相关的明细科目设置。

2. 除财政拨款外无其他资金来源。此假定可使预算会计

对相关支出的核算，简化到无需按“资金来源”进行明细科目

设置。

3. 基本预算拨款和专项预算拨款均不涉及国库支付并且

所有款项均存于基本存款户。此假定可排除与国库集中支付

相关的核算内容并将付款业务的会计处理简化到只有一条银

行付款记录。

4. 职工薪酬费用的分配仅涉及“业务活动费用”和“单

位管理费用”。此假定可将与在建工程、加工物品、研发支出

和经营费用相关的核算内容排除在外。

5. 只有一个专项并且其支出功能分类为“科学技术”。此

假定可将预算会计中的支出核算简化到无需按“具体项目”和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进行明细科目设置。

6. 其他代扣款项仅为个人负担的周转房租。此假定可将

“其他应付款”的核算简化到只需设置一个与职工薪酬核算相

关的二级科目。

7. 对事业支出的核算采用一级科目单设“教育支出”“科

研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后勤保障支出”的账务组织方法。

此假定可降低支出类会计科目的级次。

8. 业务处理顺序依次为计提工资及单位负担的社保缴

费和住房公积金—— 计提个人负担的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

金—— 发放工资并代扣工薪所得税和其他款项—— 缴纳社保

缴费—— 缴纳住房公积金—— 缴纳代扣的工薪所得税—— 支

付其他代扣款项。

三、基于传统会计思维的会计科目设置及业务处理

通过增设明细科目以满足核算或管理上的特殊需要，是

人们最为习惯的一种明细核算组织形式，以职工薪酬及关联

业务的核算为例，为使预算会计对相关迟延支付的确认有迹

可循，就要对相关负债科目增设明细核算。基于本文核算假

定，在传统会计思维模式下，高校可按下述方法进行相关明细

科目设置和业务处理。

1. 会计科目设置。

（1）为满足相关事业成本的核算需要，“业务活动费用”

和“单位管理费用”之下可按成本大类、预算类型、支出经济

分类类级科目进行明细科目设置。其中 ：“业务活动费用”下

分设“教育”和“科研”，“单位管理费用”下分设“行政”和“后

勤”；“科研”下分设“基本”和“项目”，“教育”“行政”和“后

勤”下只设“基本”；支出经济分类类级科目分别为“工资福

利费”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费”。按此思路，需设置（3+1×2）

×2 计 10 个与职工薪酬费用核算相关的最明细级费用类会计

科目。

（2）为满足职工薪酬数据的统计需要并使迟延支付的预

算会计确认有迹可循，“应付职工薪酬”之下可按支出经济分

类款级科目及社保缴费的具体组成、支出大类、预算类型和负

担对象进行明细科目设置。其中 ：二级科目设“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绩效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其

他工薪”和“住房公积金”；三级科目设“教育”“科研”“行政”

和“后勤”；四级科目针对“科研”设“基本”和“项目”，针对“教

育”“行政”和“后勤”只设“基本”，并且仅针对二级科目中的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进行设

置 ；五级科目仅针对二级科目中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并分别设“单位”和“个人”两个

明细科目。按此思路，“应付职工薪酬”之下需设置 8+8×4+

（4×2+4×5）+（4×5×2）计 108 个明细科目，其中最明细级

科目数为 5×4+5×2×4 计 60 个。

（3）“其他应交税费—— 应交个税”和“其他应付款—— 代

扣房租”之下综合支出大类和预算类型分别设“教育基本”“科

研基本”“科研项目”“行政基本”和“后勤基本”。按此思路，

需设置 2+5×2 计 12 个与职工薪酬关联业务核算相关的负债

类科目，其中最明细级科目数为 5×2 计 10 个。

（4）“教育支出”“科研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后勤保

障支出”下按预算类型和支出经济分类设置明细科目。其中 ：

二级科目在“科研支出”下设“基本”和“项目”，在“教育支

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后勤保障支出”下只设“基本”；三级

科目设“工资福利”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四级科目在“工

资福利”下设“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社保缴费”

和“其他工薪”，在“对个人和家庭补助”下设“住房公积金”。

按此思路，需设置 5+5×6 计 35 个与职工薪酬核算相关的支出

类会计科目，其中最明细级科目数为 5×6 计 30 个。

2. 业务处理。

（1）计提职工薪酬。因该业务不涉及现金的收付，故只需

编制如下记录数为 5×2+5×8 计 50 个的财务会计分录 ：

借 ：单位管理费用—— 教育—— 基本—— 工资福利费（应付个人

                工薪 + 单位负担社保缴费）

                              —— 教育—— 基本——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费

                （单位负担住房公积金）

        ……

        贷 ：应付职工薪酬—— 基本工资—— 教育—— 基本

                ……

                                      —— 住房公积—— 教育—— 基本——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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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提个人负担的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因该业务不

涉及现金的收付，故只需编制如下记录数为 5+5×（3+1）计

25 个的财务会计分录 ：

借 ：应付职工薪酬—— 基本工资—— 教育—— 基本（个人负担

                社保缴费 + 住房公积金）

        ……

        贷 ：应付职工薪酬—— 医疗保险—— 教育—— 基本—— 个人

                ……

                                       —— 住房公积—— 教育—— 基本—— 个人

                ……

（3）发放工资并代扣工薪所得税和房租。发放工资有现金

付出，故会计处理同时涉及财务会计分录和预算会计分录的

编制。因个人负担的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已从“应付职工薪

酬”下的“基本工资”中预提，个人负担的工薪所得税和房租

在工资发放时要从“应付职工薪酬”下的“基本工资”中预扣，

故应编制如下记录数为（5×4+1+5+5）+（5×4+1）计 52 个的

平行分录 ：

借 ：应付职工薪酬—— 基本工资—— 教育—— 基本

        ……

        贷 ：银行存款

                其他应交税费—— 应交个税—— 教育基本（代扣个税）

                ……

                其他应付款—— 代扣房租—— 教育基本（代扣房租）

                ……

借 ：教育支出—— 基本—— 工资福利—— 基本工资（实发）

        ……

        贷 ：资金结存

（4）缴纳社保缴费。缴纳社保缴费有现金付出，故会计处

理同时涉及财务会计分录和预算会计分录的编制。因单位和

个人分别负担的社保缴费已计入“应付职工薪酬”的所属明细

科目，并且预算会计所确认的支出要分别计入支出经济分类

款级科目的“社保缴费”和“基本工资”，故应编制如下记录数

为（3×2×5+1）+（2×5+1）计 42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应付职工薪酬——医疗保险——教育——基本——单位

                （单位负担数）

                               ——医疗保险——教育——基本——个人

                （个人负担数）

        ……

        贷 ：银行存款

借 ：教育支出—— 基本—— 工资福利—— 社保缴费

                （单位负担数）

                       —— 基本—— 工资福利—— 基本工资

        （个人负担数）

        ……

        贷 ：资金结存

（5）缴纳住房公积金。缴纳住房公积金有现金付出，故会

计处理同时涉及财务会计分录和预算会计分录的编制。因单

位和个人分别负担的住房公积金已计入“应付职工薪酬”的

所属明细科目，并且预算会计所确认的支出要分别计入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的“对个人和家庭补助——住房公积金”和“工

资福利——基本工资”，故应编制如下记录数为（2×5+1）+

（2×5+1）计 22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应付职工薪酬——住房公积——教育——基本——单位

                （单位负担数）

                               ——住房公积——教育——基本——个人

                （个人负担数）

        ……

        贷 ：银行存款

借 ：教育支出——基本——对个人和家庭补助——住房公积

                （单位负担数）

                       ——基本——工资福利——基本工资

                （个人负担数）

        ……

        贷 ：资金结存

（6）缴纳工薪所得税。缴纳预扣的工薪所得税有现金付

出，故会计处理同时涉及财务会计分录和预算会计分录的编

制。因预扣工薪所得税已计入“其他应交税费”的所属明细科

目，并且预算会计所确认的支出要依其来源计入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的“工资福利——基本工资”，故应编制如下记录数为

（5+1）+（5+1）计 12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其他应交税费——应交个税——教育基本

                （预扣工薪所得税）

        ……

        贷 ：银行存款

借 ：教育支出——基本——工资福利——基本工资

        ……

        贷 ：资金结存

（7）代交房租。支付预扣的房租有现金付出，故会计处理

同时涉及财务会计分录和预算会计分录的编制。因预扣的房

租已计入“其他应付款”的所属明细科目，并且预算会计所确

认的支出要依其来源计入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工资福利——

基本工资”，故应编制如下记录数为（5+1）+（5+1）计 12 个的

平行分录 ：

借 ：其他应付款——代扣房租——教育基本（预扣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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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贷 ：银行存款

借 ：教育支出——基本——工资福利——基本工资

        ……

        贷 ：资金结存

四、迟延支付业务的改进会计处理

复式记账模式下，任何一笔不涉及现金收付的转账业务，

都可通过在其会计分录中加入现金类科目而虚拟为现金收支

业务。以职工薪酬的核算为例，通过为“借 ：单位管理费用 /

业务活动费用，贷 ：应付职工薪酬”这一会计分录中加入金额

相等但方向相反的两笔“银行存款”，职工薪酬计提与发放分

离模式下的职工薪酬计提，就可转化为职工薪酬计提与发放

融合模式下以“借 ：单位管理费用 / 业务活动费用，贷 ：银行

存款”为其记录形式的工薪计发，和以“借 ：银行存款，贷 ：

应付职工薪酬”为其记录形式的支付失败收回。由此，与职工

薪酬相关的迟延支付在预算会计中就可按虚拟现金制予以提

前确认，从而使财务会计中的负债类科目设置，不必考虑预算

会计中的支出确认。为简化负债类科目设置而将相关支出予

以提前确认的这一变通会计处理方法，可称为迟延支付业务

的改进会计处理。基于本文核算假定，在这一会计处理思路

下，高校可按下述方法进行相关明细科目设置和业务处理。

1．会计科目设置。

（1）因预算会计对相关支出的提前确认并不影响财务会

计对职工薪酬费用的计提和分配，故“业务活动费用”和“单

位管理费用”仍需比照前述方法进行明细科目设置，即需设置

（3+1×2）×2 计 10 个与职工薪酬核算相关的最明细级费用类

会计科目。

（2）为对提前确认的未付现支出进行冲抵，预算会计中应

在“其他支出”下增设一个名为“待冲支出”的过渡科目。该科

目贷方记录计提职工薪酬费用时因提前确认相关支出而应冲

减的过渡支出，借方记录因付款而实际冲抵的过渡支出，期末

贷方余额反映尚未冲抵的过渡支出（该余额可在“其他支出”

下单独列示）。

（3）为满足职工薪酬数据的统计需要，“应付职工薪酬”

应按组成内容及负担对象设 8+4×2 计 16 个明细科目。

（4）为满足工薪所得税和代扣房租的核算需要，应设“其

他应交税费—— 应交个税”和“其他应付款—— 代扣房租”两

个与职工薪酬核算相关的负债科目。

（5）为满足相关支出的核算需要，应比照前述方法设

5+5×6 计 35 个与职工薪酬核算相关的支出类会计科目，其中

最明细级科目数为 5×6 计 30 个。

2. 会计业务处理。

（1）计提职工薪酬。计提职工薪酬虽不涉及现金收付，但

为简化相关负债科目而将相关支出予以提前确认时，计提职

工薪酬就可虚拟为现金的一进一出并据以进行相关预算会计

处理。就本文举例及前述会计科目设置而言，应编制如下记录

数为（2×5+8）+（6×5+2）计 50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单位管理费用—— 教育—— 基本—— 工资福利费

        ……

        贷 ：应付职工薪酬—— 基本工资

                ……

借 ：教育支出—— 基本—— 工资福利费—— 基本工资（虚拟支出）

        ……

        贷 ：其他支出—— 待冲支出（应冲减的虚拟支出）

（2）计提个人负担的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计提个人负

担的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不涉及现金的收付，并且与之相

关的支出已在计提职工薪酬时得到确认，故会计处理只涉及

财务会计分录的编制。就本文举例及前述会计科目设置而言，

应做如下记录数为 5 个的财务会计分录 ：

借 ：应付职工薪酬—— 基本工资

        贷 ：应付职工薪酬—— 医疗保险—— 个人

                                        —— 养老保险—— 个人

                                        —— 失业保险—— 个人

                                        —— 住房公积—— 个人

（3）发放工资并代扣工薪所得税和房租。因计提职工薪酬

费用时就已按虚拟现金制对相关支出进行了确认，并且所确

认的支出因无实际现金付出而通过“其他支出——待冲支出”

进行了冲抵，故而发放工资时，就应按实际付款额冲减过渡科

目余额以使虚拟支出转化为实际支出。就本文举例及前述会

计科目设置而言，应编制如下记录数为 9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应付职工薪酬—— 基本工资

                               —— 津贴补贴

                               —— 绩效工资

                               —— 其他工薪

        贷 ：银行存款

                其他应交税费—— 应交个税

                其他应付款—— 代扣房租

借 ：其他支出—— 待冲支出

        贷 ：资金结存                                 

（4）缴纳社保缴费。同（3）所述原因，应编制如下记录数

为 9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应付职工薪酬—— 医疗保险—— 单位

                               —— 养老保险—— 单位

政府会计专栏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2021 05·财务与会计 69

                               —— 失业保险—— 单位

                               —— 医疗保险—— 个人

                               —— 养老保险—— 个人

                               —— 失业保险—— 个人

        贷 ：银行存款

借 ：其他支出—— 待冲支出

        贷 ：资金结存                                 

（5）缴纳住房公积金。同（3）所述原因，应编制如下记录

数为 5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应付职工薪酬—— 住房公积—— 单位

                               —— 住房公积—— 个人

        贷 ：银行存款

借 ：其他支出—— 待冲支出

        贷 ：资金结存                                 

（6）缴纳工薪所得税。同（3）所述原因，应编制如下记录

数为 4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其他应交税费—— 应交个税

        贷 ：银行存款

借 ：其他支出—— 待冲支出

        贷 ：资金结存                                 

（7）代交房租。同（3）所述原因，应编制如下记录数为 4

个的平行分录 ：

借 ：其他应付款—— 代扣房租

        贷 ：银行存款

借 ：其他支出—— 待冲支出

        贷 ：资金结存                                 

五、改进会计处理的比较优势

从本文举例中不难看出，即使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高

校职工薪酬及关联业务的核算也是极为复杂，并且其复杂程

度因会计处理方法的不同而有显著的不同。从会计科目设置

和会计业务处理来看，传统会计处理方法所需的 165 个会计

科目和 215 条会计记录，在改进会计处理方法下可分别锐减

为 64 个和 86 条。相比较而言，改进会计处理可显著简化账务

系统设置并降低会计核算成本。除此之外，改进会计处理还

可避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因迟延支付而被扭曲，这是因为，

当与职工薪酬相关的支出同步于相关费用的发生时，因迟延

支付而产生的结余，就会以“其他结余”而非“预算结余”的

形式呈现并在付款后自行消失。故此，通过增设过渡科目对

相关支出进行提前确认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更加务实的平行

分录编制方法。

责任编辑  武献杰

政府会计专栏

图 / 戴国华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