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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涛■

一、暂付款（借款）相关业务

处理

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规定，高校在发

生暂付款（借款）业务时，财务会计计

入暂付款，预算会计可不处理；本年度

报销时财务会计确认费用，预算会计形

成支出；为确保预算会计信息能够完整

反映本年度部门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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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依据政府会计制度，
重点对暂付款（借款）、从收入中计提

专用基金、代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等常

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了比较说

明，并针对当前高校财务管理特点，

建议政府会计制度在一些经济业务的

会计处理上能够融合高校财务管理特

色，允许高校在发生借款业务时预算

会计按暂付金额形成支出；设置辅助

科目“校内预算类”；对代扣预缴个人

所得税业务进行补充说明，以便更好

地满足高校对外报告信息、对内加强

管理及成本核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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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金额大于暂付金额时，预算会计差

额形成支出；金额小于暂付金额时，预

算会计冲减差额支出。这样处理一方面

能够保持高校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体系

下项目指标核减一致，另一方面也会促

使高校进一步加强对暂付款项的管理，

定期督促相关单位及个人及时冲销。

二、提取专用基金相关业务处理

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规定，高校从事

业收入中提取奖助专用基金时，财务会

计确认费用和基金科目，预算会计不做

处理；待使用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奖助

专用基金时，财务会计转出基金，预算

会计确认支出。例如，某高校按照国家

规定，在事业收入的4% ～ 6%范围内

计提在校本、专科生的校内奖助基金B

元，之后使用学生奖助基金发放学生奖

助学金B元，分别从学校预算经费、学

生奖助学金项目进行列支。具体会计处

理如表2所示。

然而，高校在计提学生奖助专用基

金时，需要核拨相关项目指标。目前，

政府会计制度对高校内部项目指标核拨

业务的会计处理尚未进行明确规定，笔

者认为，在现行会计科目体系下只能通

过收入类科目进行调整分配，但会计处

理上非常繁琐，而且表述也不太明晰。

年末结账前，对于纳入本年度部门预算

管理尚未报销的暂付款项，也应按照暂

付金额形成预算支出；对于纳入下一年

度部门预算管理尚未报销的非财政资

金的暂付款项，本年度不做预算会计处

理。例如，某高校财务处工作人员因公

出差借款A元，实际报销A元，从财务

日常工作经费项目支出、申请财政资金

支付。具体会计处理如表1所示。

然而，高校在会计实务中需借助项

目指标体系进行辅助核算。在处理暂付

款（借款）业务时，如果不及时进行预

算会计处理会导致项目预算指标无法及

时确认和识别，在实际报销时，项目财

务指标可能会超支，导致项目账的余额

与资金账的余额不一致。当前上级部门

和高校为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对当年未执行完毕的相关项

目指标统一收回统筹管理。如表1所示，

财务会计体系下的“财务日常工作经费”

项目财务指标会出现小于预算会计体系

的“财务日常工作经费”项目预算指标

的情况，下年度报销时可能就没有相关

项目财务指标。

笔者建议，高校在实际处理暂付款

（借款）业务时，支付款项时预算会计

就按暂付金额形成支出；实际报销时，

金额与暂付金额一致时，预算会计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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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建议，财政部门应考虑将政策

的统一性和高校的特殊性进行有机结

合，在设置会计科目体系时，可以允许

高校在财务管理软件中设置一类独立于

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体系的辅助核算科

目—— 校内预算类，下属预算收入、预

算分配、预算调整等二级明细科目。通

过“校内预算类”科目的辅助分录进行

项目经费指标的核拨。如表3所示，高

校只需通过“预算分配—— 本年拨款”

科目就能实现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体系

下“学校预算经费”项目指标同时核减B

元，同时增加“学生奖助学金”项目指标

B元。尤其是，在当前高校省级部门预

算与校内预算不匹配的情况下，高校在

核拨校内各二级部门项目预算时，可以

直接通过“校内预算类”科目实现项目

财务指标和预算指标的同时增减，以优

化会计核算模式，减轻财务核算工作量。

三、代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相关

业务处理

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规定，高校在处

理代扣个人所得税业务时，财务会计按

税前金额确认费用，预算会计按照税后

金额形成支出。目前，高校都是按月预

缴个人所得税款，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财务会计应冲销“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预算会计按照预缴税额形成支出。为保

持同一经济业务会计处理前后的一致性

和准确性，在进行预缴个人所得税业务

会计处理时，需逐笔分析在代扣个人所

得税业务时会计处理的详细内容，如项

目指标、资金性质、会计科目、功能分

类等。例如，某高校会计研究所邀请专

家讲学，发放专家课时费C元，代扣预

缴个人所得税D元，从会计研究所经费

项目进行列支，申请财政资金支付。具

体会计处理如表4所示。

然而，按照国家税务局的规定，高

校应与银行、当地税务局签署三方协

议，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软

件和绑定的单位基本银行账户进行扣缴

税款。因此，高校在实际扣缴个人所得

税款时使用财政资金支付不太现实，只

能从学校基本银行账户划扣税款。而且

高校作为教学科研事业单位，每月涉及

的代扣预缴个人所得税业务较多，而每

笔经济业务会计处理时的会计科目、部

门项目、项目属性、功能分类、经济分

类等要素都有所不同，一个月内涉及的

代扣个人所得税业务可能上百笔，如果

逐笔分析整理，将大大增加会计核算工

作量，也容易造成会计处理上的差错。

表1                                                                                   单位 ：元

业务事项内容
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

科目 项目 科目 项目

借款
借 ：其他应收款—— 行政事业           A
        贷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A

财务日常工作经费 不处理

本年度报销
借 ：单位管理费用—— 行政费用       A
        贷 ：其他应收款—— 行政事业       A

财务日常工作经费
借 ：事业支出—— 行政支出（财政）                A
        贷 ：资金结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A

财务日常工作经费

在年末结账前
未报销

不处理
借 ：事业支出—— 行政支出（财政）                A
        贷 ：资金结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A

财务日常工作经费

下年度报销
借 ：单位管理费用—— 行政费用       A
        贷 ：其他应收款—— 行政事业      A

财务日常工作经费 不处理

表2                                                                                   单位 ：元

业务事项内容
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

科目 项目 科目 项目

计提奖助归金
借 ：业务活动费用—— 教育费用         B
        贷 ：专用归金—— 学生奖助学金    B

学生奖助学金 不处理

使用奖助归金
借 ：专用归金—— 学生奖助学金        B
        贷 ：银行存款                                  B

学生奖助学金
借 ：事业支出—— 教育支出（非财政）             B
        贷 ：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B

学生奖助学金

表3                                                                                   单位 ：元
业务事

项内容

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 辅助分录

科目 项目 科目 项目 科目 项目

计提奖
助归金

借 ：业务活动费用—— 教育费用  B
        贷 ：专用归金—— 
                        学生奖助学金           B

学生奖
助学金

不处理
借 ：预算分配—— 本年拨款      B
        贷 ：预算分配—— 本年拨款 B

学校预
算经费
学生奖
助学金

使用奖
助归金

借 ：专用归金—— 学生奖助学金 B
        贷 ：银行存款                          B

学生奖
助学金

借 ：事业支出—— 教育支出（非财政）B
        贷 ：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B

学生奖
助学金

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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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交税费——个人所得税”“事业支

出—— 科研支出（财政）”都属于发放专

家课时费业务，应对应“劳务费”经济

分类科目。表5中，“业务活动费用—— 

科研费用”“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财

政）”“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非财政）”

属于发放专家课时费业务，对应“劳

务费”经济分类科目，而“ 其他应交税

费—— 个人所得税”“事业支出—— 教育

支出（非财政）”属于代扣预缴税金对

冲业务，可以设置一个虚拟经济分类

科目进行辅助核算，如“个人所得税金

归集”。

责任编辑 陈利花

笔者建议，针对高校财务实际在政

府会计制度规定范围内对代扣预缴个

人所得税相关业务处理进行补充说明。

（1）为同时满足国家税务局和政府会计

制度的相关要求，可以允许高校在会计

处理时设置一个固定的对冲科目“事业

支出—— 教育支出（非财政）”。如表5所

示，“其他应交税费—— 个人所得税”D

元对应生成“事业支出—— 教育支出（非

财政）”-D元，满足高校在实际处理中

只能使用银行存款进行支付税金的需

求。同时，“事业支出—— 教育支出（非

财政）”-D元与“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

（非财政）”D元进行科目与金额的对冲，

形成“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财政）”

支出C- D元，保持与政府会计制度规

定处理的一致性。（2）为提高会计核算

工作效率，避免会计处理差错，无论是

教学、科研、行政、后勤服务等二级部

门发生的代扣预缴个人所得税业务，都

统一对应“事业支出—— 教育支出（非

财政）”这一固定科目，便于会计处理时

精准冲销。如表5所示，在处理代扣个

人所得税业务时预算会计借方“事业支

出—— 教育支出（非财政）”-D元与预

缴个人所得税时预算会计借方“事业支

出—— 教育支出（非财政）”D元进行了

对冲，会计处理方式上更加便捷、高效。

（3）为保持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体系下

的项目指标核减一致，可以设置“税金

归集”项目进行辅助核算。在一个完整

的经济业务处理流程中“税金归集”项

目指标始终保持收支平衡。如表4所示，

政府会计制度规定处理下，“会计研究

所经费”项目预算指标只能核减C- D

元，与 “会计研究所经费”项目财务指

标核减C元不一致，不便于项目指标体

系管理。而通过“税金归集”项目，会促

使财务会计的贷方“其他应交税费—— 

个人所得税”D元与预算会计借方“事

业支出—— 教育支出（非财政）”-D元

相对应，并且将预缴个人所得税业务时

预算会计应生成的借方“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非财政）”D元和对应的“会

计研究所经费”项目预算指标进行前置

处理，最终实现 “会计研究所经费”项

目预算指标核减C元，维持了预算会计

与财务会计体系下“会计研究所经费”

项目指标平衡。（4）不同业务性质的会

计处理，经济分类科目核算也应有所区

分。表4中，政府会计制度规定处理下

的“业务活动费用—— 科研费用”“ 其

表4                                                                                   单位 ：元

业务事项内容
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

科目 项目 科目 项目

代扣个人所得税
借 ：业务活动费用—— 科研费用          C
        贷 ：其他应交税费—— 个人所得税 D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C - D

会计研究所经费
借 ：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财政）        C - D
        贷 ：资金结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C - D

会计研究所经费

预缴个人所得税
借 ：其他应交税费—— 个人所得税     D
        贷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D

会计研究所经费
借 ：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财政）                D
        贷 ：资金结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D

会计研究所经费

表5                                                                                   单位 ：元

业务事项内容
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

科目 项目 科目 项目

代扣个人所得税
借 ：业务活动费用—— 科研费用         C
        贷 ：其他应交税费—— 个人所得税 D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C - D

会计研究所经费
借 ：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财政）             C - D
        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非财政）                D
        事业支出—— 教育支出（非财政）                -D
        贷 ：资金结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C - D

会计研究所经费

税金归集 税金归集 

预缴个人所得税
借 ：其他应交税费—— 个人所得税    D
        贷 ：银行存款                                   D

税金归集
借 ：事业支出—— 教育支出（非财政）                  D
        贷 ：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D

税金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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