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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也处于发展变化中，2022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

部令第 108 号）规定 ：事业单位应将专

用基金纳入预算管理，财务会计的专

用基金与预算会计的专用结余相对应。  

按照上述判定条件，应缴财政款、

单位内部往来、受托代理负债、周转

性质的应收与应付款、转拨给下属单

位的财政拨款是不纳入预算会计范畴

的。关于增值税是否纳入预算会计核

算一度也存在争议。政府会计制度规

定，单位在取得应税收入时，财务会

计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不含税金

额确认收入，预算会计则按实际收到

的金额确认收入 ；在购入货物或服务

时，财务会计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的不含税金额确认费用，预算会计则

按实际支付的金额确认预算支出 ；在

缴纳增值税时，预算会计按照销项税

额减去可抵扣进项税额后的差额确认

支出。这说明，财务会计基于权责发生

制原则将增值税作为往来核算，预算

会计则按照收付实现制将增值税作为

收支核算。由于预算单位并没有对增

值税的支配权，仅有代扣代缴的责任，

理论上不应被纳入预算会计范畴，但

预算单位做支出预算时使用的是含税

支出，做收入预算时使用的是含税收

入，因此为保证预算执行的准确性，增

值税也应进行相应的预算会计核算。

二、财务会计科目与预算会计

科目的关联

平行记账模式下，只要财务会计

政府会计同时运行财务会计与预

算会计两套体系，并要求二者“适度

分离、相互衔接”，只有捋顺财务会计

科目与预算会计科目之间的逻辑关系

才能够实现两大会计体系的有机统

一。在平行记账模式下每一个财务会

计科目在记账时都通过科目间的映射

关系触发一个同等金额、同等方向的

预算会计科目，可以通过科目设置和

调节生成符合政府会计制度规定的预

算会计分录。财务会计核算的是单位

所有的经济活动，而预算会计的本质

是核算资源配置情况和单位具有控制

权和使用权的资金流动情况。

一、预算会计的核算范围

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要素包括资

产、负债、收入、费用、净资产，相应

的财务会计科目也分为这五大类，共

76 个一级科目 ；预算会计要素包括预

算收入、预算支出、预算结余，相应的

预算会计科目也分为这三大类，共 26

个一级科目。并不是所有的财务会计

科目都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按照《政

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采

用财务会计核算的同时应当进行预算

会计核算，其他业务仅需采用财务会

计核算。即进行预算会计核算必须要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纳入部门预

算管理 ；二是涉及现金收支。

本文所指现金不仅是库存现金，

还包括其他货币资金、银行存款、财政

应返还额度。另外，部门预算的核算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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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能够满足“资产 + 费用 = 负债 +

收入 + 净资产”的恒等式关系，就能够

实现不管触发哪个预算会计科目，预

算会计都能够满足“资金结存 = 预算

收入－预算支出 + 预算结余”的恒等

式关系。其中，资金结存科目用于核算

资金的流入、流出、调整和滚存等情

况，是预算会计中的过渡性科目，是虚

设账户，并不完全等同于财务会计中

的资金类科目，可以用来调节借贷平

衡，实现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平衡。

财务会计恒等式是“资产 + 费用 =

负债 + 收入 + 净资产”，为进一步找到

科目之间的关联，可将资产类科目细

分为资金类、未来会转化为收入或费

用的资产类、周转性质资产类。如预

付账款、预借差旅费、存货、固定资

产、应收账款等属于未来会转化为收

入或费用的资产类，其中固定资产是

以折旧的形式逐步转化为费用的 ；垫

付职工医疗费等周转性质的其他应收

款、代管资产等为周转性质资产类。

将负债类科目细分为未来会转化为收

入或费用的负债类、周转性质负债类。

如预收账款、应付账款为未来会转化

为收入或费用的负债类 ；押金等周转

性质的其他应付款、受托代理负债等

为周转性质负债类。将收入类科目细

分为现金收入和非现收入。将费用类

科目细分为现金费用和非现费用。

预算会计恒等式是“资金结存 =

预算收入－预算支出 + 预算结余”，相

应地可将预算会计科目分为资金结存

类、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预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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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类这四类，财务会计科目将最终体

现为这四类预算会计科目。只有纳入

预算会计核算范围的财务会计科目才

能触发预算收入或预算支出，其中涉

及往年净资产调整的触发预算结余，

即触发预算会计恒等式的右边 ；其他

财务会计科目触发资金结存，即预算

会计恒等式的左边。按照预算会计的

核算范围，未来会转化为收入或费用

的资产类、现金费用、未来会转化为

收入或费用的负债类、现金收入，调

整往年现金收入或费用触发预算收

入、支出或预算结余 ；资金类、周转

性质资产类、周转性质负债类、非现

收入、非现费用，调整往年非现收入

或费用触发资金结存。

三、财务会计本年盈余与预算

会计本年结余的差异

财务会计本年盈余与预算会计本

年结余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由以

下两方面原因造成 ：

一是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核算

范围不同。并不是所有财务会计上的

收入、费用都进行相应的预算会计核

算，如收到非货币性捐赠并确认收入、

以非现金资产抵偿货款并确认费用不

属于预算会计的核算范畴。

二是对于纳入预算会计核算范畴

的业务，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存在核

算时间上的差异。对于纳入预算会计

范畴的业务，预算会计处理上既可以

选择“前置核算”，即财务会计初次入

账时即进行相应的预算会计核算，也

可以选择“后置后算”，即在财务会计

进行相关科目的冲销时再进行相应的

预算会计核算。不管选择哪种核算模

式，都有可能会造成财务会计收入、

费用与预算会计收入、支出形成的时

间不一致。对固定资产、预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等

科目来说，这种差异是暂时的，会随

着时间的推进而消除。如待固定资产

折旧全部计提完毕或预付账款全部核

销完毕后，由此造成的财务会计盈余

与预算会计结余之间的差异就会消

失。但由于增值税在财务会计上归属

于往来核算，在预算会计上归属于收

支核算，由此造成的差异是永久的。

四、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平

衡关系

对于财务会计本年盈余与预算会

计本年结余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编

制差异分析表，将本年所有差异进行

归类分析，最终将本年预算结余调节

为本年盈余。但差异分析表调平后财

务会计与预算会计是否平衡？笔者认

为差异分析表只是将差异找出来，通

过试算平衡确保找出的差异是全面的，

并不能保证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实现

了完美衔接，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若

想达到真正的平衡，需要满足以下平

衡关系 ：

（一）初始衔接转换与后期触发设

置平衡

在初始衔接转换时，财务会计科

目的余额要么转入资金结存科目，要

么转入预算结余类科目，区别是会产

生资金的时间差还是净资产与预算结

余的时间差，但基本原则是“初始衔

接转换要与后期触发设置相一致”，即

如果进行政府会计初始衔接转换时会

计科目余额转入资金结存科目，则转

换后该会计科目就要触发资金结存科

目，如果初始衔接转换时会计科目余

额转入预算结余类科目，则转换后该

会计科目就要触发预算收入或支出类

科目，否则无法做到财务会计与预算

会计的动态平衡。

（二）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之资金

平衡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5 号》

规定实行预算管理一体化的中央预算

单位在会计核算时不再使用“零余额

账户用款额度”科目，财政应返还额

度科目和资金结存 / 财政应返还额度

科目也不再设置“财政直接支付”和

“财政授权支付”明细科目。因此资金

结存科目只需区分出“货币资金”和

“财政应返还额度”即可。按照科目之

间的关联，财务会计的资金类会计科

目触发预算会计资金结存，周转性质

资产类或负债类科目也触发资金结

存。因此资金结存应满足以下平衡关

系 ：资金结存 / 财政应返还额度 = 财

政应返还额度 ；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库存现金 + 银行存款 + 其他货币资

金）+ 周转类资产 + 受托代理资产 +

非现费用－应缴财政款－周转类负

债－受托代理负债－非现收入。

（三）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之收入

平衡

按照财务会计科目与预算会计科

目的关联，现金收入、预收账款、应

收账款都会触发预算会计中的预算收

入，预算会计按照含税收入金额计量

预算收入。因此，本期财务会计收入

与预算收入之间存在以下平衡关系 ：

本期预算收入 = 本期现金收入 + 预收

账款－应收账款 + 应交增值税本期销

项税额。

（四）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之支出

平衡

按照财务会计科目与预算会计科

目的关联，现金费用、预付账款、资

本化资产、预提费用、应付账款都会

触发预算会计中的预算支出，缴纳增

值税时会触发预算支出。因此，本期

财务会计费用与预算支出之间存在以

下平衡关系 ：本期预算支出 = 本期现

金费用 + 预付账款 + 资产（资本化支

出）－预提费用－应付账款 + 应交增

值税本期进项税额。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医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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