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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月起执行的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较 1997
年旧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而言，在加强预算资金核算、

完善会计科目体系、细化资产管理、完善财务报告体系等

方面有较大变化，其中将基本建设资金纳入事业单位会

计核算体系进行并账处理也是新制度的一大特点。我国

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资金分为事业资金和基本建设资

金，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所规范的资金是不含单位

基本建设资金在内的其他预算资金，即通常意义上的事

业资金，基本建设资金核算执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

度》，在各单位基建账套体系中独立反映，基建账数据与

单位预算资金账套资金分别独立核算。新制度的变化符

合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要求，提高了事业单位会计

信息的完整性。笔者通过 2013年全年基建资金并账核算
的实践，总结了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并对在以后的

改革中如何细化完善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基建分账核算与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不一致。目
前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上报采用中央部门预算系统上报，

实行“两上两下”的预算编报与下发模式，预算编制要求

反映单位全部的资金情况（含财政补助收入和单位其他

自有资金，包括横向科研经费等要全部纳入单位收支核

算），以真正反映部门综合预算，即实行全口径“大收入、

大支出”的管理。从部门预算制度改革开始，行政事业单

位的基本建设项目就已经纳入了项目库管理，基本建设

资金纳入部门预算统一进行预算编制。但是在收支核算

时将基本建设经费与事业经费的分账核算，与部门预算

管理口径不符，不利于完整地反映、监督部门预算执行情

况和资金使用情况。

2.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使基建资金缺乏独立核算的条
件。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前，单位的预算资金靠上级部门以

银行存款进行拨付，每个单位在银行开设一个基本户进

行资金收付管理，如果单位有基建项目资金则必须开设

一个基本建设资金账户，独立核算基本建设资金，执行严

格的管理制度，如只能转账支付不允许提现等，这就为基

建资金与事业经费分账核算提供了条件。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只要是单位的财政预算资金，

不管是日常经费还是基建经费都只能通过一个零余额账

户统一核算。因此，在目前分账核算的情况下，行政事业

单位财务核算是一个零余额账户对应两套完全独立的账

务处理系统。也就是说，一笔额度到账单要人为地分别记

入两个账套，一般来说基建资金财政拨款只能用复印件

进行摘录记账。这给加强预算管理、日常会计核算、银行

对账、财务信息统计等方面造成困难。

3. 并账核算增加了基层财务人员日常核算工作的难
度。为了满足基建并账的要求，新制度规定设置“在建工

程”科目，其下设置“基建工程”明细科目，核算由基建账

并入的在建工程成本。除了增加“在建工程”这个一级科

目外，专为基建并账而增加的会计科目就有40多个，几乎
涉及所有核算资金收、支、结的科目。

实际工作中，由于单位资金来源渠道增多，既有中央

预算资金、地方预算资金，也有横向课题资金、上级补助

收入、自有资金等，资金量较前几年也有了较大增长。在

单位资金核算更加细致化、规范化的背景下，财务人员每

做一笔会计分录都需输入大量的辅助核算项。比如一笔

简单的事业支出，在“事业支出”明细科目下都需要输入

“项目代码”、“项目名称”、“功能分类”、“资金来源”、“部

门核算”、“政府采购辅助核算”等六七项辅助核算明细。

为满足基建并账所增加的会计核算明细科目利用率很

低，但是却会对财务人员日常核算带来很多困扰，非常容

易出错，增加了凭证输入与凭证审核的工作量和难度。

于 洪（高级会计师）

（陕西省气象局财务核算中心 西安 710014）

【摘要】新《事业单位财务制度》要求基本建设资金定期纳入事业账核算，本文就并账实施一年来的情况进行了

全面思考和总结，分析了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支付对基建并账的影响及基层财务人员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

关建议，以期完善事业单位基本建设资金的管理与核算。

【关键词】《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基建资金 基建并账

关于事业单位基建资金并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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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调节表新用途：债权债务核对

孙 逊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宝鸡分所 陕西宝鸡 721013）

【摘要】本文作者以实际工作案例为样本，阐述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编制原理为基础，拓展到往来双方应收

应付款项余额核对业务中，以便全面、完整地查找双方的差异事项，并准确确认债权债务金额。

【关键词】余额调节表 查找 核对 确认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通过查找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

和银行对账单之间的未达账项，用于核对企业账目与银

行账目的差异，也可以检查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

对账单的差错。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是在银行对账单余

额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的基础上，各自加上对方已收

本单位未收账项数额，减去对方已付本单位未付账项数

额，验证调节后的存款是否相符。其检验公式为：企业银

行存款日记账余额+银行已收而企业未收账项-银行已付

而企业未付账项=银行对账单余额+企业已收而银行未收
账项-企业已付而银行未付账项
调节相等后的银行存款余额就是企业可动用的银行

存款金额。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查找和验证银企双方未达账项

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用于债权债务核对。债权人债务人在

日常经济业务中由于双方单据传递差错和管理疏漏，双

方应收应付款项形成未达账项，债权债务金额出现差异。

二、进一步完善基建资金核算管理的几点建议

1. 根据部门预算与国库集中收付的改革要求，将基
建资金与事业预算资金合并统一核算。新制度要求行政

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资金继续按照基建会计核算规定单

独建账、单独核算的同时，需按照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的规定至少按月将基建账相关数据并入单位事业账：一

是基建资金要与其他事业经费分账核算，日常收支结转

核算应按照《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独立建账核算；二

是应在规定的时点将基建账套核算的资金内容根据科目

余额表在事业账套中按照基建项目重新录入一遍，但不

反映具体收支内容。

建议结合部门预算管理和国库集中收付的要求，对

行政事业单位现行的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加以完善，而财

务软件强大的辅助核算等功能也为基建资金核算纳入到

单位整体财务核算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目前，只

需在科目设置及辅助核算中再做少量调整即可。

2. 应进一步规范完善基建并账细则，指导基层财务
人员做好基建并账与事业大账的衔接。基建资金的预算

是按照项目名称和功能分类的类款项下达的，比如气象

部门基建资金下达时项目资金分别在“气象预报预测

2200508”、“气象服务 2200509”、“气象信息传输与管理
2200507”等这项功能分类中分别下达，但在并到事业账套

时，功能分类就不按照原预算下达的功能分类核算，而是

按照“1000101基建支出”这个专为基建并账新增的功能
分类来做。这样在并账后，事业账套对基建资金不分项目

不分类款项核算，反而阻碍了财务人员在事业账套中正

常的查询与分析。财务人员若想核对预算执行情况，须通

过增加辅助查询方案对事业大账中的基建并账数据与其

他事业资金数据进行拆分，再与基建账套的相关数据进

行汇总之后才能与预算资金加以核对。因此，建议尽快出

台事业单位基建并账实施细则和操作指南，从而指导基

层财务人员做好基建并账与事业大账的衔接，确保不同

单位基建并账工作规范、有序。

另外，现阶段事业单位基本建设资金核算执行的《国

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于 1998年补充修订之后再没有进
行修订。而这十几年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阶

段，基本建设资金预算的下达、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管理

及使用都与 1998年前有了本质的变化，原制度已经不能
适用现在的管理需要。建议尽快组织对《国有建设单位会

计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其能更好地指导、服务于事

业单位会计核算，满足新形势下基建管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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