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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经营管理部门审核认可，同时要有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

民主理财小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签字；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财

务账目张榜公布后，其主要负责人应安排专门时间，接待群众

来访，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公布栏

要建在全村醒目的地方，便于村民及时查看，并主动接受群众

监督；对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要专项公开，重点解释，对村民

提出的要求要及时给予答复，对村民提出的合理建议要及时

予以采纳，对大多数村民不赞成的事项，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以此增加村干部工作的透明度。

2. 实施“离任审计制”。由于审计部门的审计重点是乡镇

以及县级各事业、企业单位，对村级财务审计失之于疏，这就

给一些腐败的村官制造了可乘之机，有的直接经手现金收支，

财务手续不及时交接，形成“口袋账”，财务管理非常混乱。针

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县上来组织审计干部，并定期对全县各

行政村村委会任期内的村级财务收支、村公益事业建设费的

开支、救灾款物的发放、计划生育指标和宅基地的安排等群众

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逐项、逐条地进行年度审计并将结果

向群众公布。最好由县里有关领导为成员组成审计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以包乡镇的县级干部负总责，乡镇党政干部包片、

包重点村制度。对于一经查实的各种违法违纪现象和出现经

济问题的村干部要按照其当时上任时签订的契约，扣除其相

应的保证金，并予以严惩、追究相关乡镇干部的责任。通过对

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可以加强干部自律意识，让群众放心。

3. 加强信息公开机制。财务公开是村民自治的关键，只

有保障和扩大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才能提高其参

政程度和参政质量，并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更有利的

条件和更广泛的基础。信息的内容、质量、真实性和传递速度、

公开形式等均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各级新闻部门要加强

舆论引导，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并加强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

的宣传和报道，使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具体操作

办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宣传

和培训，大力培育民主意识，从而使村民能够及时地掌握信

息，并且能够主动地通过电视、报纸等普通的途径去了解信

息，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利去维护自己应有的利益。纪检监察机

关要加大对存在的村务问题和不按程度公开现象的查处力

度，及时纠正，并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教育村干部警

钟长鸣，廉洁自律，改善基层干群关系，提高广大农民对农村

基层组织信任度，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氛围。

【注】本文系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渊项目编号院

NCET-05-0859冤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野村干部在农村经

济管理中的激励与制约机制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7027303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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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增设了“待冲基金”、“累计折旧”科

目，同时取消了“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待冲基金”、

“累计折旧”等科目的设置及一系列对财政补助、科教项目资

金的处理记账方法的设计，巧妙地解决了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的问题，一目了然地反映了财政补助、科教项目资金在医院中

的消耗过程。

一、设立“待冲基金”科目的必要性

“待冲基金”是指医院在使用财政补助及科教项目资金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购买药品、卫生材料等库存物资所形

成的，留待计提资产折旧、摊销或领用发出库存物资时予以冲

减的基金。之所以要设立“待冲基金”科目，与旧医院会计制

度规定的不足有关。

公立医院兼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特点，其会计制度有一

定特殊性。一般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而

《医院会计制度》是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的，因为医院

有确定性的经营收支，权责发生制有利于完整地考核经营

性收支的效益。在财政补助收入和科教收入与支出的有关

会计处理与列报上旧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

医院会计“待冲基金”科目应用之我见

布仁巴雅尔

渊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财务科 呼和浩特 010000冤

【摘要】现行《医院会计制度》中“待冲基金”科目及其他相关科目的设置，克服了旧医院会计制度中的诸多不足：使财

政补助收入和科教项目收入在使用、消耗过程中的财务信息得到完整的反映；“待冲基金”科目与“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

教项目支出”科目搭配使用，用双分录的形式同时反映财政、科教支出信息与资产变动信息，使财务信息更完整；解决了对

财政补助、科教项目资金购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难题。

【关键词】待冲基金 财政项目补助支出 科教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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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财务信息的反映不全面。旧医院会计制度规定财政

专项资金进入医院时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直接计入当期收

入，即借记“货币资金”科目，贷记相关收入科目；二是直接以

增加基金来核算，即借记“货币资金”科目，贷记“专用基金”科

目。这两种处理方法各有优劣，当以专用基金形式进入时，财

政资金用途受到限制，有利于实现资金专款专用，但不能在年

报的收支列报中得到完整的描述。而以收入形式进入的财政

补助资金和科教项目资金，虽然在收支年报中得到体现，但作

为财政、科教基金的专用性则体现得不够充分。

2. 对财政补助收入和科教收入消耗过程没有完整而清

晰地反映。旧医院会计制度中财政补助收入和科教收入的使

用及消耗信息未能在会计信息中充分体现。对于财政性专用

资金的支出，旧医院会计制度虽然设立了“财政专项支出”科

目进行核算，但也仅是对已经发生的项目进行记录，并没有对

财政下拨的资金的消耗过程作出反映，特别是用财政资金购

买的固定资产和用医院自有资金购入的固定资产一样，按期

提取修购基金并进入当期费用，这使得无偿性的资金消耗也

进入了经营性支出流中，违反了收支匹配原则，使医院的“收

支结余”相关信息失真。

3. 固定资产净值含糊不清。长期以来，旧医院会计制度

未设置“累计折旧”科目，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间，以计提修购基

金代替计提折旧，修购基金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计提，这无法

如实反映固定资产的损耗程度。一方面会使固定资产从购置

到报废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价值一直不变，造成资产负债

表在任何时点只反映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虚增了固定资产

报废之前在各个会计期间的资产和净资产总量；另一方面也

会造成固定资产使用期间成本低估，结余虚增，导致收支表提

供的结余信息失真。

二、“待冲基金”科目使用流程

“待冲基金”科目的使用范围主要为：一是用财政补助资

金、科教项目资金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购买药品、卫生

材料等物资时；二是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摊销或领用发出库存

物资时。“待冲基金”科目设置“待冲财政基金”和“待冲科教项

目基金”两个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1. 确认财政补助收入、科教项目收入的会计处理。关于

财政补助收入、科教项目收入进入医院环节的核算，与旧医院

会计制度相比，现行《医院会计制度》有细微变动：在一级科目

中单列“科教项目收入”科目；财政补助收入的二级科目做了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区分。

2. 发生支出时的会计处理。使用财政补助资金、科教项

目资金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购买药品、卫生材料等库存

物资发生支出时，会计处理分为两个步骤两个分录来完成。以

财政补助资金为例，第一个步骤是支出记录环节，这一环节分

为两种情形：淤当资金由财政直接支付时，借记“财政项目补

助支出”科目，贷记“财政补助收入”科目；于当财政授权支付

时，借记“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等科目，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这一步骤的目的在于记录财政资

金的开支过程。第二个步骤为资产记录环节，同时借记“在建

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库存物资”等科目，贷记“待

冲基金———待冲财政基金”科目。

在上述会计处理中，出现了一笔业务双分录的情况。在旧

医院会计制度中，双分录情形并不少见，如购买固定资产时，

既要同时增记固定资产（借）与固定基金（贷），又要同时减记

专用基金———修购基金（借）与银行存款（贷），从而出现一笔

业务两个分录核算的情况。这一处理方法实质上源于收付实

现制中资金占用与资金来源对应的理念。现行医院会计制度

中，医院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固定资产时，只需要借记“固定资

产”科目、贷记“货币资金”等相关科目，并按财务制度提取折

旧，而“固定基金”科目被废止。现行《医院会计制度》中设置双

分录的主要目的是完整地记录财务信息，既要能记录与反映

资产的变化，也要能对财政资金的支出做出完整的描述。

3. 配套资金购买整体资产的会计处理。购买一项整体资

产时，一部分资金由财政配套，另一部分资金由医院自筹，这

是医院购入固定资产中常见的一种业务。假设一套专业的医

疗设备价格为 120万元，财政配套资金为 60万元，医院自筹

资金为 60万元。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医院会计分两个步

骤作会计分录：淤借：固定资产 120万元；贷：待冲基金 60万

元，银行存款 60万元。这是记录资产的实际变化情况。于借：财

政项目补助支出 60万元；贷：财政补助收入 60万元。这是记

录财政资金的实际支出情况。

4. 提取折旧与耗用资产时的会计处理。现行《医院会计

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变是固定资产要提取折旧，那么用财政资

金或科教资金购入的固定资产（或配套资金部分），其折旧不

能进入医院医疗成本，而是冲减待冲基金。如上例，120万元

的医疗设备，使用年限为 5年，已使用 4年，已坏报废，那么 4

年提取折旧 96万元，每年提取的折旧为：借：医疗业务成本

12万元，待冲基金 12万元；贷：累计折旧 24万元。转入清理

时：借：固定资产清理 12万元，待冲基金 12万元，累计折旧

96万元；贷：固定资产 120万元。

三、“待冲基金”科目的优点

“待冲基金”及相关科目的设置区分开了以不同资金来源

购置固定资产提取折旧的会计处理方法，即医院以医疗服务

收入形成的固定资产折旧计入各期医疗成本，这有利于完善

医疗成本的核算范围，夯实医疗成本数据，体现医疗成本与医

疗收入之间的配比关系；对财政补助及科教项目资金形成的

固定资产折旧不计入医疗成本，既能更好地体现医院补偿机

制，又有利于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对财政项目收支和科教项目

收支及结余进行核算。

“待冲基金”科目的使用使财政和科教资金在医院使用、

消耗过程的财务信息得到完整的反映；又通过与财政和科教

支出的搭配使用，用双分录的形式同时反映财政和科教支出

信息与资产变动的信息，使财务信息更完整，也更好地解决了

财政和科教资金购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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