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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院会计制度》关于

固定资产核算的变化与建议

【摘要】在 2011年发布的新《医院会计制度》中，固定资产的核算较以前有显著变化。本文就医院购置固定资产、融资

租入固定资产、售后租回固定资产三种情况探讨了新的处理方法，并就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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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月 18日，财政部会同卫生部等有关部门同步

推出了医疗机构财务、会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等五项新制度。

其中，新的医院财务会计制度于 2012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执

行。这次推出的新制度中固定资产的核算较以前有明显变化，

包括固定资产的标准、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科目、固定资产处

置等。

新《医院会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是指单位价值在 1 000

元及以上（其中，专业设备单位价值在 1 500元及以上），使用

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

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大批同类物资，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以下就医院几种固定资产相关业务的核算进行探讨。

一、购置固定资产的核算

对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核算，与原制度相比，主要是使用财

政补助或科教项目资金购入设备、折旧提取、处置的会计处理

有了变化。主要不同有：对于购入设备，不再使用“固定基金”

科目核算，增设“待冲基金”科目；计提折旧时，取消“专用基

金———提取修购基金”科目，通过新增“累计折旧”科目来体现

固定资产的使用损耗额；处置固定资产时新增“固定资产清

理”科目核算处置损益。

1. 使用财政补助、科教项目资金购入设备时需通过“待

冲基金”科目核算。

例 1：A医院 2012年 2月 1日购入一批医疗设备，总价

798万元，其中，598万元为自筹资金、200万元为财政专项补

助。专项补助由财政直接支付，医院已收到财政国库支付执行

机构委托代理银行转来的“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等原始

凭证。

自筹资金 598万元以及发生运杂费、保险费 2万元已用

银行存款支付。设备已经运达，无需安装并已投入使用。

相关账务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 8 000 000

贷：待冲基金———待冲财政基金 2 000 000

银行存款 6 000 000

借：财政项目补助支出 2 000 000

贷：财政补助收入 2 000 000

2.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应通过“累计折旧”科目进行核算。

新《医院会计制度》指出，医院原则上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

质，在预计使用年限内，采用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

旧。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考虑残值。计提折旧的具体办法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规定或审批。当月

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当月减

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不提折旧；已提足

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

例 2：接例 1，从次月起，各月对该批设备计提折旧 75 000

元，其中按财政补助部分的比例计算应冲销的财政基金为

18 750元。

相关账务处理为：

借：待冲基金———待冲财政基金 18 750

医疗业务成本 56 250

贷：累计折旧 75 000

3. 处置固定资产应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

例 3：接例 1，该批设备因需要更新，经批准出售给另一

医疗机构，该批设备累计已提折旧 3 375 000元，该设备对应

的待冲财政基金余额为 1 156 250元，处置时收到银行存款

3 800 000元。

相关账务处理为：

（1）将固定资产账面净值以及待冲财政基金余额转入固

定资产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3 468 750

累计折旧 3 375 000

待冲基金———待冲财政基金 1 156 250

贷：固定资产 8 000 000

（2）收到设备出售款时：

借：银行存款 3 80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3 800 000

（3）结转处置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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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其他支出 331 250

贷：固定资产清理 331 250

本文认为，利用财政补助购置的固定资产在处置时，将其

账面净值抵减了待冲财政基金余额后转入“固定资产清理”科

目存在不妥，因为该处理方式掩盖了处置中的部分损失。本文

建议，固定资产处置时，转入“固定资产清理”的应该仅是固定

资产账面净值。与该资产对应的待冲财政基金余额应转入“其

他收入”，这样，该处置过程产生的净损益就是真正的处置损

益了。如本例中，编制以下会计分录：

（1）将固定资产账面净值转入固定资产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4 625 000

累计折旧 3 375 000

贷：固定资产 8 000 000

（2）收到设备出售款时：

借：银行存款 3 80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3 800 000

（3）结转处置净损益：

借：其他支出 825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825 000

（4）结转待冲财政基金余额：

借：待冲基金———待冲财政基金余额 1 156 250

贷：其他收入 1 156 250

如此，账面上体现出的固定资产处理净损失为 825 000

元，是符合经济业务真实情况的。

二、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核算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核算中，除了计提折旧外，其余与旧

制度相比没什么变化。在取得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时，按照租赁

协议或者合同确定的价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安装调试费

等作为初始成本，有关咨询、中介费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例 4：B医院以融资租赁方式取得一台大型医疗设备，该

设备市价 270万元，租赁期 3年，每月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

8.9万元，租赁期满 B医院将以 100元的名义货价取得该设

备所有权。该设备由设备供应厂商负责运输及安装。本次租赁

行为发生中介费 5万元，已用银行存款支付。合同约定在设备

安装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为起租日。

相关账务处理为：

（1）B医院在该设备安装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根

据租赁合同各期租金及名义货价总计 3 204 100元（89 000伊

36+100）确定租入固定资产的成本。

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 204 100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3 204 100

（2）发生有关融资服务费用：

借：管理费用 50 000

贷：银行存款 50 000

（3）各期支付租金及计提折旧（假设根据工作量计算本月

折旧为 96 400元）：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89 000

贷：银行存款 89 000

借：医疗业务成本 96 400

贷：累计折旧 96 400

（4）到期支付最后一期租金以及名义货价：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89 100

贷：银行存款 89 100

借：固定资产———专业设备 3 204 100

贷：固定资产———融资租入设备 3 204 100

如果合同约定涉及出租方收益分成，则应作为或有租金

处理，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医疗业务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新《医院会计制度》在很多核算思路上向

企业会计准则靠拢，为医院的经营管理提供了更为高效的会

计信息。但有些细节还是有一定差异，如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

入账价值，按照租赁协议或合同约定的价款、运输费等确定，

其中最主要的构成是各期租赁付款额总和，没有考虑未来租

金的现值，这样的计量属性显然是不适合对未来现金流出的

现值估计。因此，本文认为，是否也可以借鉴企业会计准则中

的相关方法，采用公允价值或现值等计量属性来确定医院融

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以更准确地计量医院资产价值和融

资成本。

三、售后租回固定资产的核算

售后租回也是目前医院获得资金与大型医疗设备的一种

常见方式。新《医院会计制度》中并没有对这种方式的会计处

理进行说明，但实务中可以比照企业会计准则来操作。需要注

意的是，新《医院会计制度》下，固定资产处置应通过新增的

“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进行核算。

例 5：C医院以腹腔镜等设备一批以回租方式转让给某

租赁公司并租回使用，该批设备不涉及财政补助，账面价值

记录为：原值 1 760万元，已提折旧 587万元，净值 1 173 万

元，租赁公司受让价格 1 000万元。合同约定租赁期共计 5

年，每期租金 220 187元，到期医院以名义货价 100元取得该

批设备。

相关账务处理为：

（1）医院转让该批设备时：

借：固定资产清理 11 730 000

累计折旧 5 870 000

贷：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17 600 000

借：银行存款 10 000 000

其他支出 1 73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1 730 000

（2）医院融资租入设备的会计处理与前文例题同理，不再

赘述。由于医院回租业务中，涉及金额巨大，固定资产账面价

值与融资额往往存在较大差异，而新《医院会计制度》中并没

有设“递延损益”科目，所以在转让设备时形成的差价一次性

计入当期损益。这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对医院损益的正确

计算也有较大影响。因此，应该增设递延类科目，对跨期的收

入和费用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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