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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基 建 并 账 实 务 举 例

李 珣 李春鸿

（聊城大学财务处 山东聊城 252000）

【摘要】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明确了基建账有关数据应并入单位会计“大账”，本文首次通过基建并账工作

底稿的形式，以某省属高校为例探讨基建并账业务的账务处理，并对财会［2014］3号文件《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中未涉及的划拨基建拨款、“应收生产单位投资借款”和“待冲基建支出”的并账等方面

进行完善补充，以期对高等学校的基建并账实务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基建并账 高等学校 会计制度

2014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首次
从制度上明确了基建账有关数据并入单位会计“大账”，

财会［2014］3号《关于印发〈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有关
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新旧衔接”）中

对2013年底基建账科目余额如何并入“大账”以及以后发
生新基建业务的核算方法都做了具体规定，这对高校会

计实务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本文首次通

过基建并账工作底稿的形式以某省属高校为例探讨基建

并账业务的账务处理，并对《新旧衔接》中未涉及到的划

拨基建拨款、“应收生产单位投资借款”和“待冲基建支

出”的并账等方面进行完善补充，以期对高等学校的基建

并账实务工作有所帮助。

为了清晰地反映基建账并入高校“大账”的详细内

容，本文通过基建并账工作底稿（见文尾附表）来列示有

关会计科目和金额。该工作底稿以某省属高校 2013年 12
月 31日基建账的科目余额为基础，列示出了基建账并入
“大账”的对应会计科目和金额。为了展现以后日常基建

业务并入“大账”的过程，表中列示了2014年1月发生的8
笔日常基建业务及全月各基建科目变化总数。以下将从

2013年 12月 31日基建首次并账和每月日常基建业务并
账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2013年12月31日基建首次并账的账务处理
2013年 12月 31日首次把基建账有关科目余额并入

高校“大账”，《新旧衔接》分11条介绍了这部分内容。工作
底稿第 1列的序号与《新旧衔接》中 11条内容的序号一
致，方便读者对照参看。

工作底稿第 2 ~ 3列是基建账的科目名称及科目余
额，第 4 ~ 5列是并入“大账”时的对应科目名称和并入金
额。首次并账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一）剔除重复因素

某建设项目 2013年交付使用，根据竣工财务决算报
告，交付使用资产800万元，该项目全部是银行贷款形成，
并且已进行基建投资借款转账，但学校事业费账尚未反

映该笔固定资产。从表中可以看出，2013年 12月 31日基
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应收生产单位投资借款”和“待

冲基建支出”这三个科目余额均为 800万元，但《新旧衔
接》中未提到该部分的并账办法。

“应收生产单位投资借款”核算的是需要交付“大账”

的资产中尚未偿还银行贷款的部分，该部分应由基建账

向财务“大账”收回，“待冲基建支出”核算的是待冲销的

需转交学校的各项交付使用资产。由于该部分反映的资

产可根据“交付使用资产”科目余额数并入大账的“固定

资产”，因此应剔除重复因素，工作底稿中的调整分录如

下：借：待冲基建支出 800；贷：应收生产单位投资借款
800。
（二）计算“非流动资产基金”等有关数据，编制并账

的会计分录

根据《新旧衔接》第11条规定，“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的并账金额=“在建工程”并入数44 500-“其他
应付款——基建借款利息”并入数 2 000-“应付账款”并
入数1 000-“其他应付款”并入数中与在建工程相对应的
金额 100=41 400（万元）。表中“其他应付款”1 200万元，
其中与在建工程相对应的金额为 100万元，另外 1 100万
元与在建工程无关。

“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的并入数为 800万
元。“事业基金”并入数 42 200万元，是用各科目的借方增
加额与贷方增加额的差额倒挤出的。其余各科目可根据

工作底稿中列示的科目对应关系和金额直接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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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首次并入“大账”的会计分录如下：借：在建工

程——基建工程 44 500，固定资产 800，银行存款 500，其
他应收款400，事业基金 42 20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 41 400、——固定资产 800，财政补助结转 400，
非财政补助结转1 600，长期借款30 000，短期借款10 000，
其他应付款——基建借款利息 2 000、——基建其他应付
1 200，应付账款1 000。
二、以后每月日常基建业务的并账处理

《新旧衔接》中规定：高等学校执行新制度后，应当至

少按月根据基建账中有关科目的发生额，在“大账”中按

照新制度对基建相关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并账的方法有

两种：一是逐笔基建业务并账的方法，二是每月末汇总并

账的方法。为了清晰地反映基建并账业务的内容，本文将

分别采用两种方法并账，再对两种并账方法的结果进行

比较研究。

（一）逐笔基建业务并账的方法

工作底稿中的第 6 ~ 13列展示了 2014年 1月基建账
的 8笔日常业务，都用于教学楼建设。这部分不仅涵盖了
《新旧衔接》中常规基建业务的所有内容，也包含衔接中

未提到的划拨基建拨款、交付使用资产资金冲转、减少

“应收生产单位投资借款”等业务。每笔业务并入高校“大

账”的账务处理如下：

（1）预付工程款业务。基建账中“预付账款”增加10万
元，“银行存款”减少 10万元。大账的并账分录为：借：在
建工程——基建工程1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
程10。借：教育事业支出10；贷：银行存款10。
（2）结算工程款业务。基建账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增加100万元，“预付账款”减少20万元，“应付工程款”增
加80万元。大账的并账分录为：借：在建工程——基建工
程80；贷：应付工程款80。
（3）实际支付工程款业务。基建账中“应付工程款”减

少40万元，“银行存款”减少40万元，大账的并账分录为：
借：应付工程款4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40。
借：教育事业支出40；贷：银行存款40。
（4）其他工程支出业务。基建账中“设备投资”增加50

万元，“银行存款”减少50万元。大账的并账分录为：借：在
建工程——基建工程5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
程50。借：教育事业支出50；贷：银行存款50。
（5）工程交付使用及交付使用资产资金冲转。工程交

付使用时，基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增加1 000万元，“建
设安装工程投资”减少 400万元，“待摊投资”减少 600万
元。这些交付使用资产均占用的基建拨款，无银行贷款。

大账的并账分录为：借：固定资产1 000；贷：非流动资产基
金——固定资产1 000。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1 000；贷：在建工程1 000。

另外，2014年 1月基建账对上年交付使用资产资金
800万元进行冲转。基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减少 800万
元，“待冲基建支出”减少 800万元。由于该部分涉及的固
定资产已经于 2013年 12月 31日根据“交付使用资产”的
余额并入“大账”，交付使用资产资金冲转属于基建账的

内部调账分录，因此不需要在“大账”上做并账分录，为了

并账方便，可在工作底稿中做以下调整分录：借：交付使

用资产800；贷：待冲基建支出800。
（6）基建借款业务及“应收生产单位投资借款”减少。

基建账中“长期借款”增加 1 000万元、“银行存款”增加
1 000万元；“短期借款”减少200万元，偿还的是2013年已
经交付资产中的基建借款，其资金来源是单位自有收入

给基建的拨款200万元（大账中列“其他应收款”）。
基建账的业务分录为：借：短期借款 200；贷：应收生

产单位投资借款 200。借：银行存款 1 000；贷：长期借款
1 000。大账的并账分录为：借：银行存款1 000；贷：长期借
款1 000。借：短期借款200；贷：其他应收款200。
（7）基建借款利息业务。基建账中：计提应付利息时，

“待摊投资”增加 300万元，“基建借款——利息”增加300
万元；实际偿还借款利息 500万元时，“基建借款——利
息”减少500万元，“银行存款”减少500万元。

大账的并账分录为：借：在建工程——基建工程300；
贷：其他应付款——利息 300。借：其他应付款——利息
50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500。借：其他支出
500；贷：银行存款500。
（8）收到基建拨款业务。基建账收到基本建设财政拨

款 600万元、学校自有收入拨款 1 000万元（大账列“其他
应收款”科目）、捐赠收入100万元；基建账中增加“基建拨
款——财政补助收入”600万元，增加“基建拨款——单位
拨款”1 000万元，增加“基建拨款——其他拨款”100万
元，增加“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600万元，增加“银行存
款”1 100万元。

首先，大账应做分录抵销自有收入拨款给基建业务：

借：银行存款1 000；贷：其他应收款1 000。
然后，把基建账中真正的收入并入大账：借：零余额

账户用款额度 600，银行存款 100；贷：财政补助收入 600，
其他收入100。
（9）根据以上 8笔业务的会计分录，高校“大账”的各

科目变化是：“银行存款”增加1 500万元、“零余额账户用
款额度”增加600万元、“其他应收款”减少1 200万元、“固
定资产”增加 1 000万元，“在建工程”减少 560万元、“应
付账款”增加40万元、“其他应付款——基建借款利息”减
少 200万元、“短期借款”减少 200万元、“长期借款”增加
1 000万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减少 400万
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增加1 000万元、“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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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补助收入”增加 600万元、“其他收入”增加 100万元、
“教育事业支出”增加 100万元、“其他支出”增加 500万
元。

（二）月末汇总并账的方法

每个月末，基建账提供科目余额表给高校“大账”，

“大账”根据本期各基建账有关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入账。

工作底稿中第14列为2014年1月该高校基建账各科
目的发生额汇总，根据《新旧衔接》中的公式，本月“非流

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的并入数=本月“在建工程”增
加数-本月“其他应付款——基建借款利息”增加数-本
月“应付工程款”增加数-本月“其他应付款”中与在建工
程相对应的增加额=（-560）-（-200）-40-0=-400（万元），
本月“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的并入数为 1 000
万元，教育事业支出根据借贷方增加数的差额倒挤得出。

首先，在工作底稿中做调整分录：借：交付使用资产

800；贷：待冲基建支出800。
其次，做1月末的并账分录：借：固定资产1 000，银行

存款1 500，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600，其他应付款——基
建借款利息200，短期借款200，教育事业支出100，其他支
出 500，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400；贷：在建工程
——基建工程 560，长期借款 1 000，应付账款 40，非流动
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1 000，其他应收款 1 200，财政补
助收入600，其他收入100。
三、小结

对以上两种方法的结果对比后可以看出，不论是逐

笔并入还是月末并入，月底时对高校“大账”有关科目的

影响是一样的，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新旧衔接》中期末并

账方法的正确性。考虑到月末并账简单易行，笔者建议高

等学校对日常基建业务采用月末一次并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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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第1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13.12.31基建账科目

科目名称

第2列

建安投资

设备投资

待摊投资

其他投资

预付账款

交付使用资产

现金

银行存款（含零余额账户）

其他应收款

其他基建占用

应收生产单位投资借款

基建拨款——财政拨款

基建拨款——单位拨款

基建拨款——其他来源

基建投资借款——本金（长期）

基建投资借款——本金（短期）

基建投资借款——利息

应付工程款

其他应付款

其他基建来源

待冲基建支出

金额

第3列

16 000

0

28 000

0

500

800

0

500

400

0

800

400

1 500

100

30 000

10 000

2 000

1 000

1 200

0

800

并入大账

大账科目

第4列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应收款

对应科目

剔除重复因素

财政补助结转

非财政补助结转

非财政补助结转

长期借款

短期借款

其他应付款——利息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对应科目

剔除重复

非流动资产基金

事业基金

金额

第5列

16 000

0

28 000

0

500

800

0

500

400

0

400

1 500

100

30 000

10 000

2 000

1 000

1 200

0

42 200

-42 200

2014年1月发生的基建业务

（1）

第6列

+10

-10

（2）

第7列

+100

-20

+80

（3）

第8列

-40

-40

（4）

第9列

+50

-50

（5）

第10列

-400

-600

+1000

-800

-800

（6）

第11列

+1 000

-200

+1 000

-200

（7）

第12列

+300

-500

-200

(8)

第13列

+1 700

+600

+1 000

+100

汇总数

第14列

-300

+50

-300

0

-10

+200

0

+2 100

0

0

-200

+600

+1 000

+100

+1 000

-200

-200

+40

0

0

-800

基建并账工作底稿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