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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财政改革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的需要，进

一步规范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促进公益事业健康发展，财政部

于2012年12月19日修订发布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会［2012］
22号）（以下简称“新制度”），自2013年1月1日起全面施行。
与1997年财政部发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预字

［1997］288号，以下简称“旧制度”）相比，新制度的一大亮点就
是将基本建设投资纳入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新制度要求事业

单位对基本建设投资的会计核算在执行新制度的同时，还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会计核算的规定单独建账、单独核

算。这种双轨制的实行，既能够提高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的完整

性、真实性，提供更多对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又能够满足基

建项目结算、决算、竣工等环节对会计档案管理的特殊要求，

从而实现旧制度与新制度的平稳过渡。

一、新制度下事业单位基建并账的具体操作

新制度下事业单位会计与基建会计并账在操作层面主要

涉及会计科目的合并和财务报表的合并。并账的难度在于如

何将按照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分类的基本建设会计科目科学

合理地并入按照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进行分类的

事业单位会计科目。

1. 会计科目的合并。新制度在“资产类”新增了一级科目
“在建工程”，明确要求在其下设置“基建工程”明细科目核算

由基建账套并入的在建工程成本；在“负债类”新增了一级科

目“长期借款”，明确“对于基建项目借款，还应按具体项目进

行明细核算”；在“净资产”类增设了二级科目“非流动资产基

金———在建工程”。目前，有关基建并账的具体账务处理规定

还没有出台，笔者认为可以按以下原则进行合并，对名称和核

算内容基本一致的直接合并；对名称不同但核算内容相同或

相近的调整后合并；对特殊的会计科目应该分析后合并。

（1）直接并入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体系的科目。基建账套中
的“现金（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固定资产”、“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

“其他应付款”、“应付票据”等科目，其内涵与事业单位会计相

应科目基本一致，故可直接并入事业单位账套进行明细核算。

（2）需要调整合并的会计科目。基建账套中“建筑安装工
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其他投资”等科目是核算

基建工程实际成本的科目，与事业账套“在建工程———基建工

程”科目核算内容基本一致；“待核销基建支出”、“转出投资”

科目核算不能形成投资和产权不归属建设单位的投资，与事

业账套“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核算内容相近；“器材采购”、

“采购保管费”、“库存设备”、“库存材料”等科目是核算基建用

材料设备等实际成本的科目，与事业账套“存货”科目核算内

容相近；“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等科目是核算建设单位

按合同预付给施工单位的备料款及工程进度款的科目，与事

业账套“预付账款”科目核算内容相近；“应付器材款”、“应付

工程款”核算内容，与事业账套“应付账款”核算内容相近；“应

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核算内容，与事业账套“应付职工薪

酬”科目基本一致；“应交税金”、“其他应交款”核算内容，与事

业账套“应缴税费”科目核算内容基本一致。

（3）需要进行分析后合并的会计科目。基建账套“交付使
用资产”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已经完成购置、建造过程，并已交

付或结转生产使用单位的各项资产；此科目应根据相关资产

类别分别并入事业账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基

建拨款”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各类基本建设拨款，除自筹资金外

各类基本建设拨款本质上是事业单位的收入，因此应根据资

金性质分析合并，属于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预算拨款并入“财政

补助收入”；地方主管部门拨款并入“上级补助收入”；其他单

位、团体或个人无偿捐赠等并入“其他收入”；事业单位自筹拨

入的资金应还原本来面目并入“专用基金”等科目核算。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基建账套并入的未完工基建工程实

际成本在并入事业账套“在建工程”科目核算的同时，还应当

新制度视角下的事业单位基建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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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修订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维持现行事业单位核算基础和基本会计模式不变的前提下，将基本建设投资

纳入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同时保持基建独立核算，实行双轨制，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更加完整、真实。但是，该制度并没有规

范基建并账的具体账务处理，本文试就基建并账具体账务处理进行探讨，并结合实际账务处理提出思考，以推进和完善事

业单位基建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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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事业支出”等相关科目。这是因为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一

般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在建工程”虽然是专门核算基建

工程实际成本的科目，但是其本身属于资产类科目而不是支

出类科目，因此需要同时列入“事业支出”等科目。

2. 财务报表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主要是月度报表的
合并，因为现行的预算、决算是全口径的预决算，在年度预决

算报表中已经包含了基本建设投资的数据。在将所有基建账

套数据并入事业账套后，对财务报表而言，只需要根据财务报

表编制说明按照并入的明细资料就能够完成报表编制，而且

能较清晰地反映基建投资全貌。

二、新制度下事业单位基建会计核算案例分析

例：某事业单位新建信息化平台于2012年11月开工，2013
年1月份基建账套数据如下表所示。其中2012年12月31日基建
拔款中有50 000元为本年上级补助拨款，其余为该年中央预
算拔款，该单位未纳入财政直接支付。2013年基建账套中设备
投资中有10 000元使用银行存款支付，待摊投资中有10 000
元使用银行存款支付，有5 000元使用现金支付，现金从零余
额账户支取。

1. 某单位2013年1月1日年初余额基建账套并入事业账套
的会计调整分录。具体如下：

（1）借：在建工程———基建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50 000
———设备投资 50 000
———待摊投资 20 000
———预付工程款 30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150 000

此笔分录根据基建账套数据将基建未完工实际成本合并

记入“在建工程”科目，因为是年初余额的调整不需要同时记

入“事业支出”。

（2）借：存货———工程物资 50 000
银行存款 50 000
财政应返还额度 100 000
贷：财政补助结转 150 000
非财政补助结转 50 000

此笔分录是根据基建账套数据分析记入的，借方数据可

直接得出，贷方数据是根据基建拨款数减去基建实际成本得

出，也即收支相抵后的结转数。

以上账务处理是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新旧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3］2号）
规定进行的。笔者认为，对“预付工程款”的处理规定值得商

榷。因为，“在建工程”科目核算的是未完工程的实际成本；“预

付工程款”科目核算建设单位按合同规定向承包工程的施工

企业预付的工程进度款，并不是未完工程的实际成本。笔者认

为，并入“预付账款”更为合理。

2. 2013年1月末基建账套并入事业账套的账务
处理。具体如下：

（1）借：零余额用款额度 600 000
贷：财政补助收入———财政授权支付

500 000
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100 000
（2）借：银行存款 50 000

贷：长期借款———基建借款 50 000
（3）借：库存现金 10 000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10 000
（4）借：在建工程———基建工程———建筑安装工

程投资 100 000
———设备投资

30 000
———待摊投资

20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150 000
同时：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基建工程 150 000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125 000
银行存款 20 000
库存现金 5 000

（5）借：预付账款———基建工程———预付备料款

200 000
———预付工程款 50 000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250 000

2013年1月31日某单位基建账套科目余额汇总表
科目
代码

100101

100102
100103
100211
100232
100233

100234

100235
100241
100242

200301
200304

建筑安装工程
投资

设备投资

待摊投资

器材采购

银行存款

现金

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

预付备料款

预付工程款

占用类 小计

基建拨款

基建投资借款

来源类 小计

合计

借方

50 000

50 000
20 000
50 000
50 000

0

100 000

30 000
350 000

350 000

贷方

350 000

350 000
350 000

借方

100 000

30 000
20 000

50 000
10 000

600 000

200 000
50 000

1 060 000

0
1 060 000

贷方

20 000
5 000

385 000

100 000

510 000
500 000
50 000

550 000
1 060 000

借方

150 000

80 000
40 000
50 000
80 000
5 000

215 000

200 000
80 000

900 000

900 000

贷方

850 000
50 000

900 000
900 000

期初余额 本期余额 期末余额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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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案例较为简单，会计分录基本上完全还原了基建账

的原貌，现实中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资料和简单的账务，在并

账时可以根据借贷双方发生额编制多借多贷的合并分录。同

时，在现实中还会遇到复杂的内部交易抵销和调整事项。

三、新制度下事业单位基建会计核算的思考

1. 新制度对基建投资核算实行双轨制，将促进事业单位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实现新制度基建并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是业务流程的设置问题。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基建并账制度，合

理规划业务流程，确定需要基建会计提供的数据和资料，规定

提供的时间和方式，分清事业会计和基建会计各自的责任，保

证基建并账的顺利进行。

其次是根据单位实际制定科学规范的合并操作手册，保

证合并准确及时进行。最后事业单位还应该加强内部控制和

监督，充分发挥事业会计与基建会计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作

用，保证会计信息质量，防止相互推诿的现象发生，真正发挥

会计的监督作用。

2. 新制度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轨制的实
行，要求基建会计人员不仅应完成本身的核算任务，还要提供

事业会计人员需要的资料，不仅要熟悉基建会计也要了解事

业会计。对于事业会计而言要求更高，其必须精通基建数据并

入事业账的处理程序和方法，还应当熟悉基建会计业务及基

建项目管理，具备通过基建并账数据“还原”经济业务、通过数

据识别真假的能力，充分发挥事业会计对基建会计及基建项

目的监督制约能力。

3. 新制度基建并账应注意的问题。基建并账并不是简单
的数字相加，还需要对内部交易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证会计

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淤内部往来业务的调整。并账前应对
事业账和基建账之间的往来进行认真清理，并账时进行抵销

和调整，防止虚增虚减往来款项。于内部收支业务的调整。对
事业账已经列支的自筹基建资金和基建账纳入基建拨款的自

筹资金，应当认真分析，在并账时进行还原和调整，防止虚增

收入支出。盂内部资产的调整。在并账时我们应特别关注交付
使用资产是否已经在事业账登记，防止虚增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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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在一定期间内取得的各类应纳

税所得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社会性、普及型的大众税种。个人

所得税应兼顾合法性、公平公正性和科学性等基本要求。目前

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0%以上来自工薪所得，为了有的放矢地
阐明问题，现以工薪所得税为例，谈谈个人所得税速算法存在

的弊端。

工薪所得是指个人任职或受雇一定期间内取得的工资、

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受

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实行3% ~ 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采用
固定费用抵扣、按月计征、自行申报与单位代扣代缴相结合的

所得税征收方式。

一、个人所得税速算法及其应纳税所得额定量分析

1. 个人工薪所得税速算法。纳税人的工薪收入实际可以
分解为四部分，即：应纳税所得额、标准扣除额（“三险一金”）、

税收宽免额（起征点3 500元）、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伊税率）。
然而目前通行的个人工薪所得税之所得额计算方法是，将工

薪总额减除标准扣除额（“三险一金”）和起征点3 500元后的
余额乘以相应的税率，用公式表示为：个人工薪所得税=［纳
税人的定期收入-标准扣除额（“三险一金”）-税收宽免额（起
征点3 500元）］伊相应的税率。为了计算方便，设计出速算扣除
基数计税法，即应缴个人所得税=［当月工薪收入-标准扣除
额（“三险一金”）-3 500］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工薪所得的个人所得税速算法质疑

陈 文渊博士冤
渊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哈尔滨 150080冤

【摘要】目前通行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存在将所得税计入计算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加以课税的情形，这既缺乏公正

公平性和科学性，也违背了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宗旨，影响了税法的实效，应当予以纠正。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计税方法 速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