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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应用的财政拨款额度管理方法及其缺点

为了核算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在账务处理系统中特设

有资产类科目“103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用于反映本单位

零余额账户额度变动情况。“103”科目对本单位财政拨款额度

的下达、使用情况可通过摘要等加以详细反映，但尚未使用的

额度余额则只能反映总额，对于分项目下达的专项额度余额

情况无法实时、直接、分项在财务系统中反映。为了更准确地

按专项额度使用财政拨款，较常用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1. 增设下级科目。在“103”科目下增设子科目来核算各

专项额度余额，但对于专项资金较多的单位，往往会产生科目

太庞大的问题，此外很多项目都具有阶段性，项目一旦完成，

科目也只有随之作废，对科目设置来说缺乏严谨性。所以较少

单位采用增设下级科目的方法。

2. 实时查询额度余额。实时上零余额支付系统查询各项

目额度余额，可以得到最准确的实时资料，但实际工作中实时

上网难以操作，原因有三点：一是零余额网上操作系统采用专

用电话拨号连接，很多单位都不是长时间连线；二是零余额上

网由专人操作，而不是每个制作会计凭单的人员都具有零余

额系统操作权限；三是如果一笔拨款对应多个项目，则难以一

目了然地反映各个项目的未使用额度。

3. 建立辅助台账。建立辅助台账又分手工台账和电子台

账。手工台账和电子台账的共同缺陷是：台账记录与凭单制作

为两个独立步骤，容易漏记台账。手工台账一般由专人负责，

实时收集和发布信息都涉及信息共享问题，即记账人员难以

及时收集全部零余额变动信息，也较难及时让多个制单人员

获得实时信息并运用于制单中。电子台账涉及数据安全性问

题。电子台账可通过局域网解决信息共享，由多人操作记录台

账，但因为无痕迹操作可能带来数据更改安全性问题，一旦有

人不当操作，则可能导致信息失真。但相对前两种方法而言，

辅助台账的方法操作简单，实际工作中采用较多。

二、基于天大天财财务管理系统的新方案设计

1. 新方案设计思路。利用天大天财财务系统的部门经费

管理功能，将零余额系统中的拨款额度下达、使用、结余情况，

在财务系统中进行实时反映。实现联系的关键点：在天大天财

财务系统中，一个项目由项目代码和项目名称两个数据组成，

汉字名称利于人工记忆与识别，数字代码利于电脑录入、识别

与统计。在零余额系统中，每笔额度则只有汉字名称，没有数

字代码。在虚拟部门和实际管理部门用相同的项目代码时，即

可以实现项目名称与额度名称的联系，也就是实现财务系统

与零余额系统的联系，并且实现在财务系统下实时反映零余

额系统中各项拨款额度的使用、结余情况。

新方案简述：在财务系统设置一个代表零余额的虚拟部

门，对于零余额拨款的项目同时在实际管理部门和虚拟部门

中进行项目管理控制设置。实际管理部门下的项目数据反映

的是该项目资金的实际下达、使用和结余情况，在虚拟部门中

相同项目代码下的项目数据则反映零余额系统中该项目额度

的下达、使用与结余情况。

2. 在财务系统中完成参数设置。

（1）完成科目字典设置：在财务处理模块“科目设置”菜单

下，点中“103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勾选“部门核算”和

“项目核算”，即对“103”科目增加部门和项目参数控制。

（2）增设虚拟部门“零余额”：在辅助账务处理模块，点击

“部门设置”菜单，再点中任意部门代码行，点击“增加同级”，

输入“部门编码”及“部门名称”。部门编码最好与实际部门编

码规则有别，用以区分“零余额”为虚拟部门的特性。

（3）对项目参数进行设置：第一步，在辅助账务处理模块，

“设置”菜单下，点击“项目属性设置”，在“项目类别”界面，点

击“增加”按钮，新增项目类别。为方便记忆，项目类别代码设

为“103”、“项目类别名称”设为“零余额资金项目”，“收入控制

科目”及“支出控制科目”必须设为“103”。第二步，在同上的

界面中点击“转账分类”，点击“增加”按钮，新增年终转账类

型。为方便记忆，“转账分类编号”也设为“103”，“转账分类名

称”设为“零余额资金项目”。第三步，同一零余额拨款项目需

同时在实际管理部门和虚拟部门进行设立项目操作。

举例说明如下：有零余额拨款“会计电算化研究资助资金

3万元”，资助项目有两个，一是项目名称为“零余额控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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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责任人为“张某”，二是项目名称“电算化内控点研究”，责

任人为“汪某”。实际管理部门“科研处”代码为“702”，项目一

代码为“811001”，项目二代码为“811002”。

首先，在辅助账务处理模块，点击“项目设置”菜单，进入

设置界面，正常增设项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日常管理

部门“科研处”，并置光标点于任意项目，点击“增加同级”按

钮，录入项目一的相关信息：项目编号“811001”，项目名称“零

余额控制研究”（其他信息略述）。再点击“增加同级”，录入项

目二的相关信息：项目编号“811002”，项目名称“电算化内控

点研究”（其他信息略述）。然后，选虚拟部门“零余额”（假设

部门代码为“001”），置光标于任意项目，点击“增加同级”按

钮，录入项目编号“811001”，项目名称“会计电算化研究资助

资金”，收入科目、支出科目皆为“103”。保存后，再增加同级，

录入项目编号“811002”，项目名称“会计电算化研究资助资

金”，收入科目、支出科目皆为“103”。

比较在日常部门和虚拟部门中项目增设操作：一是“收入

科目”、“支出科目”，日常部门对应的是真正的收入费用科目，

虚拟部门对应的科目为“103”零余额账户控制额度；二是同一

个项目的代码在实际部门和虚拟部门同时存在，但项目名称

不一样，在日常部门项目名称是实际的项目名称，在虚拟部门

是拨款额度的项目名称（当一项拨款只对应一个项目时，在两

个部门的名称也可能一致）。

（4）项目代码设计技巧。为了方便凭单制作人员区分零余

额项目与其他项目，在项目代码设计中，最好能有代表“零余

额”性质及拨款年度的标识码，比如“811001”，第一位“8”代表

零余额拨款项目，第二、三位“11”代表拨款年度为 2011年。

三、日常账务处理举例

1. 收到银行的财政授权支付额度通知书“会计电算化研

究资助资金 3万元”。在账务处理模块，进入凭证制作界面，录

入分录（摘要略），收入科目代码，部门代码 702，项目编号

811001，贷方金额 20 000元。即在 702部门 811001项目收入

2 万元，为该项目的可使用经费增加 2 万元。再录入（摘要

略），科目代码 103，部门代码 001，项目编号 811001，借方金

额 20 000元。即在零余额系统中，项目 811001 有财政授权

支付额度 2 万元。项目二的录入同上，只是项目码改为

811002，金额为 1万元即可。

为了清晰说明当下次制作记账凭证涉及本项目时系统将

显示的提示内容，可在凭证制作界面来测试操作结果。

科目编号录入任意费用科目代码。部门编号录入 702，项

目编号录入 811001时，记账凭证界面右下角的信息提示“项

目余额”为“20 000.00”。科目编号录入 103，部门编号录入

001，项目编号录入 811001时，记账凭证界面右下角“项目余

额”为“-20 000.00”。比较两个部门代码下的项目余额，实际

部门下的项目余额为正数反映，虚拟部门的可用零余额额度

用负数反映。这需要会计人员在工作中人工记忆修正。

2. 张某报差旅费 3 500元。记账凭证界面录入分录：费用

科目代码，部门编号 702，项目编号 811001，借方金额 3 500

元；科目编号 103，部门编号 001，项目编号 811001，贷方金额

3 500元。

3. 张某预借款 2 000元。在当前零余额系统对预借款与

直接列支未作区分处理的情况下，为方便对账，建议零余额专

项的多退少补借款事项在其他账户单独完成借与还，即项目

借款时不走 103零余额科目。

在记账凭证界面录入分录：往来款科目代码，部门编号

702，项目编号 811001，借方金额 2 000元；现金科目代码，贷

方金额 2 000元。再次在凭证制作界面来测试操作结果：702

部门下，项目余额为 14 500元（20 000-2 000-3 500），即本项

目尚可使用经费控制数为 14 500元，在“001零余额”部门，项

目余额为-16 500元（即 20 000-3 500），即在零余额系统中，

项目经费可使用额度为 16 500元。差额产生原因是预借款没

使用财政授权支付额度。

4. 报销 1 500元，冲借款，采用先还再报的方法：录入偿

还借款分录：现金科目代码，借方金额 2 000元；贷往来款科

目代码，部门代码 702，项目代码 811001，贷方金额 2 000元。

录入报销费用分录：经费支出科目，部门代码 702，项目

代码 811001，借方金额 2 000元；零余额科目 103，部门代码

001，项目代码 811001，贷方金额 2 000元。经四次业务后测试

结果：在702部门下，项目余额为 15 000 元（20 000-2 000-

3 500+2 000-1 500），即本项目尚可使用经费控制数为 15 000

元，在“001”部门，项目余额为-15 000 元（20 000-3 500-

1 500），即在零余额系统中，项目经费可使用额度为 15 000元。

通过对以上几次测试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预借款不

走零余额科目的特殊处理情况下，借款未偿还前，实际部门和

虚拟部门下的两个项目余额不相等，实际部门下的项目余额

反映项目尚可使用经费余额，虚拟部门下的项目余额反映零

余额系统下本项目尚可使用额度，只有借款归还后，两绝对值

才相等，即额度余额等于该项目的经费余额。

四、新方案的优点及不足之处

新方案的优点：一是利用天大天财财务软件的现有项目

管理功能，无需新增资金投入；二是以电脑控制功能代替人

工控制，减少工作量的同时达到更精细地管理零余额专项资

金的目的；三是财务系统直接在制单界面提示制单人员零余

额项目额度结余情况，简洁明了；四是经此方案连接后，通过

利用天大天才财务软件的其他查询功能，还可以方便地查询

更多更全面的零余额系统的信息。

新方案的不足：一是方案应随“零余额”系统对多退少补

预借款事项处理程序的改进随时进行优化；二是虚拟部门下

的项目余额显示为负数，不符合大家日常思维习惯；三是一个

项目是否是零余额项目不能由电脑直接控制，只能依靠一些

技巧或备注提示，但仍然须由会计人员人工记忆区分，希望今

后有更好的方案，以减轻一线会计人员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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