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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填写《特殊退款审批表》，包括退

款日期、支付方式、商户订单号、患

者姓名、患者 ID、支付金额、应退款

金额、退款失败原因、患者联系方式

等信息，提交本部门负责人审批。审

批完成后 ，《特殊退款审批表》返回至

业务收费部门，业务收费部门对账岗

对其中收款业务信息和应退金额进

行核实，提交本部门负责人审批。审

批完成后，由出纳岗申请退款，可通

过原途径退回的，必须通过原途径退

回。无法通过原途径退回的，应根据

不同情况按以下流程操作退款 ：（1）

因超过原途径退款期限，无法原途径

退回，但能够查询到部分支付账户信

息的，应联系患者询问完整的支付账

户信息，将该信息补入《特殊退款审

批表》中 ；（2）因超过原途径退款期

限或账户撤销等原因无法退回原支

付账户，且无法查询到支付账户信息

的，应联系患者询问其本人银行卡信

息，将该信息补入《特殊退款审批表》

中 ；（3）联系患者取得账号信息时，

应做好电话记录或电话录音 ；（4）通

过第三方支付平台退款或转账功能

发起退款，并将《特殊退款审批表》

提交财务部门审批。上述所有手续完

成交由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批签字后，

由 财 务 部 门 审 核 岗 人 员 审 核 付 款。

《特殊退款审批表》应定期交至财务

部门对账岗保存。
（作者单位 ：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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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制度下往来差异的处理方法探讨

记账”虽然可以理解，但年终处理需

要补记尚未结算的往来差异，这给会

计人员带来了比较大的工作量，尤其

是对于往来账比较多的单位，操作起

来比较繁琐。

一、往来差异的处理方式

（一）制度衔接时的处理

按照《< 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 与 < 行政

单位会计制度 > 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

规定》，2019 年 1 月开始执行新政府会

计准则的单位，财务会计对应原有科

目正常衔接，预算会计则要求将原账

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计入预算支

出的，应当对原账的“财政拨款结转”

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按照减去已

经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预算支出

（如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等）的金

额后的差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

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也就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财务会计中

设置了往来项的会计科目，但在预算

会计中没有保留。相对于企业而言，

行政事业单位的往来项目相对较少，

但也有一些单位存在大量的往来事

项，包括有部分历史遗留形成的往来

长期挂账的情形，如何在新政府会计

制度下处理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的往

来账务，对于不少行政事业单位来说

比较困惑。

笔者认为，行政事业单位长期以

来一直执行收付实现制的预算会计制

度，应收应付款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由

于销售或确认收入的时候产生的，应

收款更多的是单位职工的差旅费或其

他借款事项，应付款一般为采购或职

工报销造成的临时性挂账。因此，对

于应收款的业务更多体现的还是收付

实现制，而应付款则有部分可以归于

权责发生制的范畴。另外，就现行政

府会计制度而言，在双轨制下，“错时

田晓明■

是说，衔接时，财政拨款结转要扣除

其他应收款的金额。

比如 2018 年年末财务会计“其他

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10 万元，当年结

转后预算会计的“财政拨款结转”为

100 万元，2019 年年初衔接时，需要将

预算会计“财政拨款结转”的期初余

额扣减 10 万元，按照 90 万元填列，当

然此处尚需要区分归本支出还是项目

支出。

规定中没有提到其他应付款的衔

接方法，由于应付款项并不涉及资金

的流出，根据收付实现制，预算会计

可以不做处理，但是这样会导致预算

会计衔接后的等式左右不平，如果参

照应收款的处理方法，就需要将财务

会计中列入应付科目的尚未支付财政

资金的款项加回预算会计的“财政拨

款结转”，这样才能保持平等。

（二）日常业务的处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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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对年末暂收暂付非财政资金的

会计处理做了说明，要求各单位对于

纳入本年度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

业务，在采用财务会计核算的同时应

当及时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其做法为 ：对于纳入本年度部门

预算管理的暂付款项，按照《政府会

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

报表》规定，单位在支付款项时可不

做预算会计处理，待结算或报销时，

按照结算或报销的金额，借记相关预

算支出科目，贷记“资金结存”科目。

在年末结账前，对于尚未结算或报销

的暂付款项，单位应当按照暂付的金

额，借记相关预算支出科目，贷记“资

金结存”科目。以后年度，实际结算或

报销金额与已计入预算支出的金额不

一致的，单位应当通过相关预算结转

结余科目“年初余额调整”明细科目

进行处理。

比 如 11 月 20 日，某 行 政 单 位 职

工 借 款 10 000 元 差 旅 费，款 项 入 其

本人公务卡。财务会计 ：借记“其他

应收款”10 000 元，贷记“银行存款”          

10 000 元 ；预算会计不做处理。如果

12 月 10 日，该 职 工 回 来 报 销 11 000

元，财务会计 ：借记“业务活动费用”       

11 000 元，贷记“其他应收款”10 000

元、“银行存款”1 000 元 ；预算会计 ：

借记“行政支出”11 000 元，贷记“资

金结存—— 货币资金”11 000 元。如果

该职工当年未结算，待到第二年才报

销，那么预算会计需要在 12 月 31 日对

此笔其他应收款进行补录 ：借记“行

政支出”10 000元，贷记“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10 000 元 ；第二年实际报

销的时候，财务会计处理不变，但是

预算会计需要做以下处理 ：借记“行

政支出”11 000 元，贷记“非财政补助

结转—— 年初余额调整”10 000元、“资

金结存—— 货币资金”1 000 元。

这种操作方法对于财政资金的

往来也是适用的，但对于往来数量较

多的单位出现跨年结转的情况下处

理起来比较繁琐，一方面需要翻查上

年度的账目，查找每一笔应收款的时

间，另一方面调整年初结转余额也容

易出错。

二、往来差异的处理建议

为了清晰记录往来项在财务会计

和预算会计双分录所产生的差异，笔

者建议在预算会计中同时记录往来会

计科目，可以在“其他支出”科目下面

设置 “应收款归集”和“应付款归集”

两个二级明细科目，财务会计的“其

他应收款”对应“应收款归集”，“其

他应付款”对应“应付款归集”，其他

暂收暂付的科目可以仿此做法。有些

行政单位可能会将这两个科目设置到

“行政支出”下面，由于行政支出属于

单位一级成本类科目，与财务会计的

“业务活动费用”相对应，故建议设置

在“其他支出”下面更合适一些。

还沿用上例。11 月 20 日，某行政

单位职工借款 10 000 元差旅费，款项

入其本人公务卡，财务会计 ：借记“其

他 应 收 款 ”10 000 元，贷 记“ 银 行 存

款”10 000 元 ；预算会计同时做账 ：借

记“其他支出—— 应收款归集”10 000

元，贷记“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10 000 元。12 月 10 日，该职工回来报

销 11 000 元，财务会计 ：借记“业务

活动费用”11 000 元，贷记“其他应收

款”10 000 元、“银行存款”1 000 元 ；

同时预算会计处理如下 ：借记“行政

支出”11 000 元，贷记“其他支出—— 

应收款归集”10 000 元、“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1 000 元。年末，对“其他支

出—— 应收款归集”科目余额进行结

转，转入“财政补助结转”或“非财政

补助结转”的借方—— “差异项调整”

中，因此而产生的财务会计与预算会

计的差异一目了然。如果该职工当年

未结算，待到第二年才报销，那么预

算会计也无需在 12 月 31 日对此笔其

他应收款进行补录，等到第二年实际

报销的时候，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同

时进行处理，处理方式跟 12 月 10 日的

方式一样。这样就避免了调整年初结

转科目出错的可能性，也简化了会计

人员的操作处理。

以上所述主要针对往来款项目中

的“应收款”而言，对于“其他应付款”，

则需要区分实际情况 ：如果是采购业

务产生的应付款项，由于现金未发生

流出，财务会计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那么预算会计可以不做处理 ；如果是

涉及暂收款项，比如收到医保部门应

付职工的保险，借记“银行存款”等科

目，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此时预

算会计则需要考虑“资金结存”的余

额变动，为了保证与财政对账或银行

对账单的一致，也应当进行会计处理，

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对应计入“其他支

出—— 应付款归集”科目，处理方法

类似“应收款”。这样“其他应付款”就

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为了保

持口径一致，笔者建议将所有涉及应

付款项的业务，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

都同时进行账务处理，预算会计均计

入“其他支出—— 应付款归集”中，年

末对“其他支出—— 应付款归集”科目

余额进行结转，转入“财政补助结转”

或“非财政补助结转”的贷方—— “差

异项调整”中，其他支出的余额全部

为零。

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初期，

这种方法利于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

的理解和操作，同时与双体系、双分

录并不矛盾，而对于不纳入部门预算

管理的暂收暂付款项（如应上缴、应

转拨或应退回的资金），则仅作财务会

计处理，不做预算会计处理。
（作者单位 ：辽宁省审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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