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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集中支付下

财政应返还额度的会计核算

【摘要】国库集中支付下年终预算单位结余的财政直接支付与授权支付额度要由财政收回并于第二年恢复，现行制度

规定预算单位对这部分财政收回的额度在“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做债权处理，但并未对财政总预算会计的相应核算进行

规定，这会打破会计勾稽平衡关系。本文提出财政总预算会计要做相应处理，可以通过在“暂存款”下设置明细科目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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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月财政部颁布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单位

年终结余资金账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各

预算单位应增设“财政应返还额度”资产类科目，以核算该单

位本年度财政直接支付预算指标数与财政直接支付实际支出

数的差额，及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预算指标额度与下达额度、

下达额度与实际使用额度间的差额。但该规定仅规范了各预

算单位的会计核算处理，并未对财政总预算机构的相应处理

进行规范，这不符合会计的复式记账原则，使得会计业务的因

果链条断裂，不能达到整体的内部平衡。

笔者认为，通过在财政总预算会计的“暂存款”下设置“应

付直接支付款项”、“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收回授权额

度”和“授权额度未下达”四个明细科目，可以完善财政总预算

会计与预算单位会计之间的年终资金结余业务的账务处理。

一、财政直接支付下“财政应返还额度”的相关核算

1. 年终财政收回额度时的核算。年终时如果预算单位尚

有未使用的直接支付指标数，由于财政采取先注销后恢复的

办法，于当年末将这些指标收回，第二年再恢复上一年度未使

用的指标，于是形成预算单位对财政的一种债权，同时也形成

财政对预算单位的一种负债。因此，《规定》指出预算单位应当

核算这种债权，同时确认当期的收入，以与第二年度的预算区

18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0 600，银行存

款 13 400，营业外收入 10 000。

双方的其他会计分录略。综上所述，在双方资产的公允价

值不相等的情况下，如果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就会造

成“张冠李戴”，多计或少计换入资产的价值，应当以换入资产

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资产的成本。

（三）

在换出、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相等，增值税税率也相等的情

况下，实际上仍是以换入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资产

的成本。

例 3：假如例 1中机器设备和商品的公允价值都是 200 000

元，增值税税率都是 17%，两个公司确定换入资产成本时，无

论是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还是以换入资产的公允

价值为基础，都是 200 000元，没有必要非要以换出资产公允

价值为基础不可。实际上仍然是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

础计量的，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是个误会。

（四）

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应当直接以各项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根据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准则的规定，同时换入多项非货币性资产，“具有商业

实质，且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换入

各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

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笔者

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循环计算，费了很大周折算出来的

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和它们各自的公允价值相等，因此，不如

直接把各项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它们各自的成本。

例 4：甲公司用厂房、设备和库存商品交换乙公司的办公

楼、小汽车和客运汽车，甲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分别为 1 000

万元、100万元和 350万元，乙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分别为 1 100

万元、159.5万元和 150万元。甲公司换入资产成本按上述准

则算出来的数额分别为 1 099.41万元、160.68万元和 149.41

万元，和公允价值 1 100万元、159.5万元和 150万元非常接

近，相差的小数是四舍五入造成的误差，从理论上看应当完

全相等。按上述准则算出来的乙公司换入资产成本分别为

1 000.5万元、100.05万元和 349.45万元，和它们的公允价值

相差也很小，也是四舍五入造成的误差。既然如此，就不如直

接按各项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入账，即便捷又准确。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6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北京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袁2008

窑19窑阴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

别开来。在此情况下，预算单位应当按照当期预算指标数与实

际直接支付数间的差额，作如下分录（为了区分方便，用玉系

列分录表示预算单位的会计处理，用域系列分录表示现行制

度下财政总预算会计的处理，用芋系列分录表示本文提出的

财政总预算会计应做的处理）。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

贷：拨入经费（行政单位）/财政补助收入（事业单位）

———财政直接支付 （玉-1）

这种处理实际上体现了权责发生制的精神，将当期预算

单位的收入按照预算指标进行了确认，同时形成了对财政的

债权。但如果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不进行相应处理，则不能完

整地反映一级政府的当期支出和对预算单位的负债，因此，与

（玉-1）对应，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应该按照当期预算指标数

与实际直接支付数间的差额，作如下分录：

借：一般预算支出

贷：暂存款———应付直接支付款项 （芋-1）

其中，“一般预算支出”科目反映尽管还没实际支出，但按

照预算应计入当期的支出；“暂存款”科目反映财政对预算单

位的负债。表面上看，这一处理违背了预算会计的“收付实现

制”原则，但其实质上能更好地反映配比原则，也使会计核算

尽量与预算保持一致。

2. 第二年恢复额度时的核算。第二年财政分批恢复直接

支付额度，在恢复时，预算单位不进行任何处理，只有实际直

接支付时才进行处理，其分录如下：

借：经费支出（行政单位）/事业支出（事业单位）/其他相

关科目

贷：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 （玉-2）

相应地，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在恢复指标额度时也不做

处理，只在实际直接支付时做如下分录：

借：暂存款———应付直接支付款项

贷：国库存款 （芋-2）

二、授权支付下“财政应返还额度”的相关核算

授权支付下情况要复杂一些，首先假设按照预算，授权支

付的指标额度为 A，当期下达额度为 B，预算单位实际使用了

额度为 C，它们的关系为 A逸B逸C。下面我们从额度的拨付

说起。

1. 财政下达额度和预算单位使用额度时的核算。按照现

在的规定，财政下达额度时，财政总预算会计并不进行账务处

理，仅仅是预算单位做如下分录：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B

贷：拨入经费（行政单位）/财政补助收入（事业单位）

———财政授权支付 B （玉-3）

财政总预算会计此时不做任何账务处理，仅在预算单位

实际使用授权支付的额度时才进行账务处理。当预算单位对

代理银行下达支付指令时，做如下分录：

借：经费支出（行政单位）/事业支出（事业单位）/其他相

关科目 C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C （玉-4）

同时，财政总预算会计根据财政支付执行机构传来的“预

算支出结算清单”，与（玉-4）对应，做如下分录：

借：一般预算支出 C

贷：国库存款 C （域-1）

（域-1）的处理使得预算单位确认收入和财政总预算会

计确认支出的时间不一致，不能清晰完整地反映会计勾稽和

平衡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当财政下达额度时，既然预算单位

确认了收入，财政总预算会计也应相应地确认支出。但在确认

支出时，由于款项尚未实际支付，因此形成一项负债，为全面

反映已下达额度未支付款项负债与未下达额度负债的区别，

在“暂存款”下设置“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授权额度未下

达”和“收回授权额度”三个明细科目。则与（玉-3）对应，应做

如下分录：

借：一般预算支出 B

贷：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B （芋-3）

当预算单位做（玉-4）分录处理时，财政总预算会计也相

应做如下分录：

借：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C

贷：国库存款 C （芋-4）

这样，年终时财政负有对预算单位的已下达额度未实际

支付的负债（B-C）。

2. 年终结余额度时的核算。授权支付下年终结余的额度

包括两部分：其一是预算的指标未下达到单位零余额账户的

指标剩余数（A-B），其二是已下达额度但预算单位并未使用

的额度数（B-C）。

根据《规定》，预算单位对财政收回的未下达指标数确认

收入和债权，对收回的已下达指标数形成债权并减少资产，其

分录如下：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A-B

贷：拨入经费（行政单位）/财政补助收入（事业单位）

———财政授权支付 A-B （玉-5）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B-C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B-C （玉-6）

那么，根据勾稽和平衡关系，财政总预算会计也应进行相

应会计处理，对于财政收回未下达的指标数，财政应确认支

出，即对应（玉-5），做（芋-5）分录如下：

借：一般预算支出 A-B

贷：暂存款———授权额度未下达 A-B （芋-5）

而对于（玉-6）中收回的已下达未使用额度（B-C），财政

也相应形成对其的负债，通过（芋-3）和（芋-4）两步处理，可

知已形成对预算单位的“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负债，但此

明细科目不能准确反映年终时财政对额度的收回，因此此处

增加一个明细科目“收回授权额度”进行过渡，第二年恢复额

度时再冲销“收回授权额度”明细科目，其分录如下：

借：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B-C

贷：暂存款———收回授权额度 B-C （芋-6）

3. 第二年恢复额度时的核算。第二年财政分批恢复授权

支付额度，按照《规定》，恢复时预算单位做如下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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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玉-7）

相应地，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也应将过渡科目“收回授权

额度”中的数额转至“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明细科目中，作

分录如下：

借：暂存款———收回授权额度

贷：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芋-7）

如果恢复的授权支付额度不仅包括上一年已下达未支付

的额度，还包括上一年尚未下达指标的额度，则财政总预算执

行机构的分录如下：

借：暂存款———收回授权额度

———授权额度未下达

贷：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芋-7'）

当预算单位实际使用授权额度进行支付时，预算单位做

如下分录：

借：经费支出（行政单位）/事业支出（事业单位）/其他

相关科目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玉-8）

相应地，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也应做如下分录：

借：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贷：国库存款 （芋-8）

三、案例分析

例 1：某行政单位 2010年有直接支付预算指标 10万元，

财政实际直接支付 8万元用于购买办公设备，年终结余 2万

元直接支付指标。第二年恢复 2万元指标，1月使用 1万元用

于支付水电费。

分析：1. 直接支付时：

（1）预算单位：

借：经费支出 8

贷：拨入经费———财政直接支付 8

借：固定资产———办公设备 8

贷：固定基金 8

（2）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

借：一般预算支出 8

贷：国库存款 8

2. 年终时：

（1）预算单位：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 2

贷：拨入经费———财政直接支付 2

（2）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

借：一般预算支出 2

贷：暂存款———应付直接支付款项 2

3. 第二年恢复 2万元额度时预算单位和财政总预算执

行机构均不做账务处理。

直接支付时：

（1）预算单位：

借：经费支出 1

贷：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 1

（2）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

借：暂存款———应付直接支付款项 1

贷：国库存款 1

例 2：某事业单位 2010年有授权直接预算指标 10万元，

已下达额度 8万元，实际使用 5万元额度购买自用材料。年终

财政收回额度，并于第二年 1月恢复全部额度，1月实际授权

支付 2.5万元用于事业支出。

分析：1. 财政下达授权支付额度 8万元时：

（1）预算单位：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8

贷：财政补助收入———财政授权支付 8

（2）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

借：一般预算支出 8

贷：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8

2. 预算单位实际使用授权额度时：

（1）预算单位：

借：材料 5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5

（2）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

借：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5

贷：国库存款 5

3. 年终时：

（1）预算单位：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5

贷：财政补助收入———财政授权支付 2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3

（2）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

借：一般预算支出 2

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3

贷：暂存款———授权额度未下达 2

———收回授权额度 3

4. 第二年恢复额度时：

（1）预算单位：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5

贷：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5

（2）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

借：暂存款———授权额度未下达 2

———收回授权额度 3

贷：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5

5. 第二年实际授权支付时：

（1）预算单位：

借：事业支出 2.5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2.5

（2）财政总预算执行机构：

借：暂存款———授权额度已下达未支付 2.5

贷：国库存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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