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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公立医院预算会计核算的建议

号，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中要求新

增的“财政项目拨款收支差额”“医疗

收支差额”“科教收支差额”等报表项

目填列预算收支表。从新增项目看，

公立医院是按业务资金性质（即财政

项目拨款、医疗业务、科教项目）核算

的收支差额作为预算结余，并填列预

算收支表。与其他事业单位的部门收

支预算结余相比，若公立医院按业务

收支差额反映的预算结余在填报口径

上有较大差异。例如，其他事业单位

的“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

科目中包括基本结转结余和项目结转

结余，而公立医院对应的“财政拨款

收支差额”科目中却未包含同级财政

资金的科教项目结转结余及基本结

转 ；其他事业单位的“非财政拨款结

转”科目中既包括非同级财政专项资

金的各种项目结转也包括非财政性专

项资金的各种项目结转，而公立医院

的“科教项目收支差额”科目中仅含

科教项目结转，部分包含了同级财政

资金的科教项目结转结余，但并未包

含医疗等项目结转 ；其他事业单位的

“经营结余”科目出现借方余额填报时

需单独列示，但公立医院的“医疗收

支差额”科目不仅包括非财政拨款结

余和经营结余，还包含了同级财政资

金的基本拨款结转、非同级财政以及

非财政性资金医疗项目的结转、经营

结余，且“经营结余”科目出现借方余

额时并未要求单独列示。

（三）“资金结存”科目账实难以

核对

一、当前公立医院预算会计核算

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预算与部门收支预算

混淆

为满足内部管理需求，公立医院

往往更重视财务预算而非部门收支预

算，长期执行的《医院财务制度》（财

社 [2010]306 号）以及《医院会计制度》

（财会 [2010]27 号）总说明中的会计核

算基础、会计要素、净资产科目以及

相关结余科目设置等也是与财务预算

口径相匹配，按照权责发生制基础核

算并填报部门收支预算（如预算收入

中包含与医保结算的应收账款或不应

纳入当期预算的预收资金，预算支出

中包含计提的折旧与摊销费用）。政

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以来，各行政事

业单位的预算会计核算理应按收付实

现制基础与部门收支预算匹配，然而

不少公立医院的财务人员普遍存在继

续沿用《医院财务制度》以及《医院会

计制度》中预算收、支、余的概念和口

径，混同部门收支预算与财务预算等

问题，造成与其他事业单位不同的部

门收支预算口径。

（二）部门预算结余填报边界错位

《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要求行政事业单

位按部门收支预算资金性质划分预算

结余并填列预算收支表，医院则结合

实际情况执行《关于医院执行〈政府

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

和报表〉的补充规定》（财会 [20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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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结存”科目是政府会计制

度新增的预算会计科目，公立医院的

财务人员在实操中易将其与财务报表

中的“货币资金”项目混淆。此外，公

立医院执行的《政府会计制度——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中的衔

接规定与《补充规定》的预算结余口

径不同。公立医院在 2019 年 1 月 1 日

进行政府会计制度新旧制度转换时执

行的衔接规定与其他事业单位一致，

按部门收支预算资金性质划分资金结

存，即财政拨款结转结余对应同级财

政资金 ；非财政拨款结转对应非财政

专项资金，具体包括非同级财政专项

资金和非财政性专项资金 ；非财政拨

款结余对应非财政非专项资金和其

他资金 ；专用结余对应专用基金。而

在日常核算时公立医院执行《补充规

定》，按业务资金性质划分资金结存，

即分为财政项目拨款收支差额、医疗

收支差额、科教收支差额，这种口径

差异在源头上形成“资金结存”科目

账实不符。因此，目前公立医院的会

计核算和编报工作较为繁重，且按业

务资金性质编制预算会计报表和按业

务活动编制的现金流量表都难以解决

“资金结存”科目账实不符、与“预算

结余”科目账账不符、与财政部门预

决算口径不符等问题。

二、公立医院预算会计核算优化

建议

（一）建立正确的“双功能预算”

与“双功能会计核算”匹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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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会计的视角分析，公立医

院需要做好“双功能”预算（财务预决

算和部门预决算）与政府会计“双功

能”核算（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之

间正确的匹配逻辑。即公立医院按照

权责发生制基础编制财务预算，其财

务预算执行的结果是通过政府会计的

财务会计功能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资

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五个

要素的核算结果 ；而公立医院根据收

支分类科目按照收付实现制基础编制

部门预算，其部门收支预算的结果则

是通过预算会计功能采用收付实现制

核算预算收入、预算支出、预算结余

三要素的结果。特别注意的是，公立

医院的预算结余并非按照业务资金性

质核算，而是按照部门收支预算资金

性质核算，这样才有助于实现“资金

结存”科目与“预算结余”科目账账相

符、与财政部门预决算口径相符。

（二）尽快修订公立医院财务制

度，明确预算收、支、余的概念和口径

为切实帮助公立医院落实全面预

算管理工作，笔者建议尽快修订公立

医院财务制度，帮助财务人员正确理

解并规范两类预算的概念和口径，正

确做好“双功能”会计核算，为信息

使用者提供口径正确的报告和有用信

息。同时，重新界定现行财务制度中

收、支、余的概念和口径。特别是与

部门收支预算相匹配的预算收、支、

余核算，应根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以及政府会计制度的预算会计功能应

用的原理，正确理解并把握部门收支

预算管理与预算收、支、余的关系、

概念和口径，与政府会计制度相协调，

根据同级财政资金、非财政专项资金、

其他资金等资金性质进行预算收、支、

余核算。如因公立医院实际需要，可

根据勾稽关系形成按业务性质划分的

财政项目拨款收支差额、科教项目收

支差额和医疗项目收支差额。

（三）构建勾稽关系对接部门收支

预算结余与医院收支差额

为切实解决公立医院预算管理中

资金结存与预算结余难以匹配的问

题，笔者拟提出两种可行的调整措施。

一是间接法，即从收支差额调整

到预算结余。首先，调整预算收、支、

余的日常核算口径。将公立医院沿用

《医院财务制度》中的“收、支、余”概

念和权责发生制口径调整为预算会计

核算中的“预算收、支、余”概念和收

付实现制口径，仅核算公立医院在预

算年度内依法实际取得并纳入预算

管理的现金流入、流出。其次，建立

勾稽关系。公立医院在调整核算口径

后得到收支差额的基础上，构建勾稽

关系计算出部门收支预算结余。即按

照“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 财政项目拨

款收支差额 + 医疗收支差额中的财政

基本拨款结转 + 科教收支差额中的同

级财政资金科教项目结转结余 ；非财

政拨款结转 = 科教收支差额－科教收

支差额中的同级财政资金科教项目结

转结余 + 医疗收支差额中的医疗等项

目结转 ；非财政拨款结余 = 医疗收支

差额－医疗收支差额中的财政基本拨

款结转－医疗收支差额中的医疗等项

目结转－医疗收支差额中的经营结余

（贷方余额）；经营结余 = 医疗收支差

额中的经营结余（借方余额）”的步骤，

将收支差额调整到预算结余。

二是直接法，即从预算结余调整

到收支差额。若修订现行的公立医院

财务制度，与政府会计制度中的预算

收、支、余口径协调一致后，公立医院

即可按照部门预决算资金性质核算财

政拨款结转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

非财政拨款结余、专用结余、经营结

余，填列预算收支表上报主管部门和

财政部门。为满足公立医院内部管理

需要，可以构建勾稽关系计算得出收

支差额。即“财政项目拨款收支差额 =

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财政拨款结转

（基本结转）－财政拨款结转结余中

的科教项目 ；科教收支差额 = 非财政

拨款结转－非财政拨款结转（除科教

项目以外的项目 )+ 财政拨款结转结

余中的科教项目 ；医疗收支差额 = 非

财政拨款结余 + 财政拨款结转（基本

结转）+ 非财政拨款结转 ( 除科教项目

以外的项目 )+ 经营结余。”

（四）定期做好“资金结存”科目

账实核对并掌握核对方法

公立医院的财务人员应准确把握

“资金结存”科目的内涵，并定期做好

“资金结存”科目的账实核对，核对时

要注意调整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

金，如应注意剔除货币资金形式的受

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和已收取将

来需要退回的押金等其他应付款，特

别是不要遗漏已支付但将来需要收回

资金的其他应收款（如员工借款或垫

款等）。
（作者单位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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