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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核算

吴朝木 赖剑波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贵州铜仁 554300）

《财会月刊》2013年第 7期刊登了王留根老师撰写的《事

业单位固定资产核算之改进》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其中

有一些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笔者对王老师所提出的对固

定资产五个方面的账务处理的改进意见有不同看法。因为任

何一项制度出台，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而到目前为止笔

者认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还是科学可行的，我们应

当遵照执行。

一、购入固定资产的核算

《王文》在事业单位购入固定资产的核算上，提出了改进

意见，其分录是借记“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科目，贷记“财

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按实付金额借

记“事业支出”等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科目。笔者认为，上述改进不如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

规定的会计科目对应关系清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如

下：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

产”科目，按支付金额，借记“事业支出”等科目，贷记“财政补

助收入”等科目。如按《王文》那种会计科目对应关系做账的

话，假设在固定资产因各种原因减少、退回或处置时，其会计科

目对应关系就是借记“财政补助收入”等科目，贷记“固定资

产”或“在建工程”科目；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科目，贷记“事业支出”等科目了。这显然不符合事业单位会

计核算要求，反映不了资产、费用、基金等科目的对应关系。

如果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

——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既清晰又明了。

对于《王文》所说“购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虽然通过

‘在建工程’科目进行核算，但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之间的关

系被割裂开，没有真正体现固定资产安装完工后成本的结

转”等。笔者认为不存在被割裂，也非不能体现固定资产安装

完工后的成本。因为“在建工程”科目就是核算事业单位需要

安装后才能使用的各种设备实际成本在借方的归集数，其对

应科目是“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体现了正在安装

设备的价值，同时也说明“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的

占用数增加。安装完工后，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非流

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同时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科目。从以上会计核算

来看，并非存在“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的割裂之说，而且

完工后的固定资产成本，就是归集在“在建工程”科目借方的

成本。这是事业单位本质特征及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特殊性的

要求，有别于企业会计的做法。如果均按企业会计准则来要

求，那么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就不是以公益服务为载体，而是

等同于企业会计核算的内容了，会计核算的基础也将是权责

发生制的核算基础。

二、扣留质量保证金的账务处理

对于该问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是符合收付实

现制的会计核算基础的，而且会计科目对应关系简单。笔者

认为只有一种取得发票的方式，那就是不含质量保证金的发

票。产品质量保证金是销售商在销售产品时对客户的一种承

诺保证，当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对客户的一种赔偿。购买时

事业单位会计按确定的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

“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等科目。按照构成资产的全

部支出，借记“事业支出”等科目，按实付金额，贷记“财政补

助收入”、“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合同规定扣留的质保金，贷

记“其他应付款——质保金”科目。因为企业销售产品时已确

定了相关预计负债，借记“销售费用——产品质量保证”科

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所以在取得销售商品的价款中不

可能含有支付的保证金费用，而且购买方是在购销合同中按

协商好的质保金来履约的，在商品无质量问题前提下，再按

时间的要求返还质保金，其会计分录为：借记“其他应付款

——质保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如按《王文》要求，退还时再借记“其他应付款”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借记“事业支出”等科目，贷记“非

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这种处理则会多做一笔

会计分录，而且“事业支出”的外来原始凭证如何获取？没有

附原始凭证的记账凭证是无效的会计凭证。对《王文》所说的

【摘要】王留根（2013）对于事业单位固定资产五个方面的账务处理提出了改进意见。笔者拜读后有不同看法，特提出

来以供大家参考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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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增加支出或减少专用基金，符合收付

实现制会计基础”，其实收付实现制是不考虑与现金收支相关

联的经济业务实质上是否发生，只看库存现金、银行存款是

否实际发生就行。如果出现产品质量问题要扣收质保金时，

借记“其他应付款——质保金”科目，贷记“事业支出”科目。

三、事业单位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的账务处理

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借记“长期投资”科

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科目，按发生相关

税费，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费”等

科目，同时按照投出固定资产对应的非流动资产基金，借记

“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不提的不做）

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笔者认为，上述会计处理科目对

应关系相当清晰明白，也不存在《王文》少缴税费问题，因为

在“长期投资”科目中是按评估价值加上相关税费作为投资

成本的，也已经按照要求贷记“应交税费”科目。

笔者认为《王文》指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科目

对应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方法是复式

记账法，其特点是对于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在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相互联系的账户中同时登记，这样不仅全面、清晰地

反映了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而且通过会计要素的增减变

动，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正是基于复式记账法原理，并结合以前可行的制

度和准则在会计核算上的规范操作而形成的现行制度。

《王文》在固定资产核算中提出的改进意见，基本上是把

财政部制定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的会计科目的对应关

系相应错开和重新按会计要素组成对应关系的一种转换，总

的会计核算科目没有改变。如在购买或自建等一项固定资产

的会计核算中，并没有改变其整体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还是

按照账户的性质来反映会计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变化过程。

另外，《王文》是想把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按照企业会计核

算模式去改变其做法，这一点笔者也很赞同，例如把财政定

额定项补助的这一块的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纳入企业中的“政

府补助收入”来管理，设置与企业相同的科目，这样财务工作

者就能适应不同企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与管理的方法。应当

指出的是，整个事业单位会计改革向企业化的管理转变，要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精神，宣传、执行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为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公益服务需求做好会计核算工作，提供真实可靠、完整有

用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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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年终奖当月工资薪金

个人所得税筹划之我见

彭海权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 深圳 518040）

【摘要】本文在研究任力同志撰写的《发放年终奖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怎样节税》一文的基础上，结合个人所得税工资薪

金项目算税特点，分析推导出，在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与一次性奖金之和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两者金额，使得纳税

人当月税负最低。

【关键词】工资 年终奖 纳税筹划

一、提出问题

财会月刊在 2013年第 7期上刊登了任力老师撰写的《发

放年终奖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怎样节税》一文（以下简称“任

文”），笔者经仔细研究发现，任文提出的当月工资与年终奖

最佳分配表，在某些阶段中并非是最佳分配比例。

试举例，假设当月工资应纳税所得额（已扣除免征额及

三险一金）与年终奖之和为34 700元。按任文分配方案，以当

月工资方式计税额为 16 700元，税额为 3 170（16 700×25%-

1 005），一次性奖金方式计税额为 18 000元，税额为 540元

（18 000×3%），合计税额为 3 710元；但如假设工资方式计税

额为30 200元，税额为2 915元（30 200×10%-105），合计税额

为3 260元。

比较可知，任文提出的分配方案，税额并非最低。究其原

因是任文推导思路存在不周全的地方，未仔细考虑增加额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