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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行政单位可能由于经济困难或领导重视程度不

够，还没有实行会计电算化，而是采用落后的手工记账方

法进行记账，不利于有效开展工作。

2. 对会计人员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层次
培训会计人员是有力保证。由于制度的原因，行政单位会

计人员学习积极性不高，因为工资和职务晋升与专业技

术职称不挂钩。单位负责人对财务人员重视程度不够，部

分财务人员甚至是临时指派的，对财务专业知识知之甚

少，财务管理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

会计人员的知识构成和个人素质是做好财务管理工

作的关键。当前，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和实施无疑是对财务

人员能力的巨大考验，对于财会专业基础薄弱的会计人

员来说，很难领会新会计制度的思想，“双分录”核算方法

对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最基本的手段

就是要加强基础知识和法律规范的学习。财政部门要创

造机会对高层次人员进行研究性培养。要充分发挥高层

次会计人员的作用，可以考虑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让高

层次财务人员去划片或分类培训层次偏低的财务人员，

以达到顺利完成工作和提高整体素质的目的。

3. 单靠“双分录”核算不能确保单位负债信息的准确

性，结合内部控制制度才是有效途径。单靠“双分录”会计

核算方法不能确保单位负债信息的准确性，比如行政单

位管理人员在外面签单欠账，如果不及时回单位做挂账

处理，财务人员很难做到及时准确地反映单位负债，也就

不能准确反映单位的财务状况。这就是说，再好的会计核

算方法也不能保证负债信息的准确性，只有结合有效的

内部控制制度对单位进行严格管理，才能确保单位负债

信息的准确性。

内部控制制度是适合本单位内部进行自我激励约束

的财务管理制度。要切实履行职责，认真做好各类支出的

审核把关工作，督促职工及时报账；要创新财务管理方

法，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财务工作计划和控制方案。总

之，“双分录”核算方法结合严明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是

确保财务信息准确及时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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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2013年发布了新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财
库［2013］218号），作为对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财预字
［1998］49号）的修订。新制度不仅对会计科目进行了相关
修改，同时对特殊经济业务和事项允许采用权责发生制

进行核算，使得我国行政单位会计不仅能反映行政单位

预算执行情况，同时也能反映行政单位的财务状况。本文

将着重对新旧制度中有关固定资产的核算问题进行分

析，并总结新制度改进之处及仍存在的纰漏，进而提出相

关的解决方案。

一、新旧制度中固定资产核算差异

新制度在固定资产核算上较旧制度而言，主要有以

下改进：

1. 新增“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从而清晰地反映了
上报及审批过程。

其一，旧制度中对出售、置换换出、报废、损毁、盘亏

固定资产相关会计处理为：借记“固定基金”科目，贷记

新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下的固定资产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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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部于 2013年颁布修订后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自2014年 1月 1日起实施。新《行政单位会计制

度》在旧制度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变动。本文通过对比新旧政策阐明新制度在固定资产核算方面的改进之处，同时指

出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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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科目。而新制度中，按照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按已计提折旧金额借记“累

计折旧”科目，按固定资产的账面原值贷记“固定资产”科

目。实现或批准时，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待处理财

产损溢”科目。

其二，对于盘盈固定资产的情况，旧制度中按重置价

值，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新制度

中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报

经批准后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资产基金”

科目。

2. 增加了对自行繁育的动植物的核算，规范了行政
单位自行繁育动植物相应的账务处理。自行繁育动植物

在旧制度中未曾提及，新制度将其纳入“固定资产”科目

进行核算，并明确规定了相关账务处理流程。在动植物未

成熟前，应借记“固定资产（未成熟动植物）”科目，贷记

“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相关成本及费用等借记

“经费支出”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等科目。在动植物

达到可使用状态时，借记“固定资产（成熟动植物）”科目，

贷记“固定资产（未成熟动植物）”科目。

3. 增加了“固定资产”科目的备抵科目——“累计折
旧”，从而使报表能真实反映固定资产价值。旧制度中未

对固定资产计提过折旧，使得固定资产价值在未核销前

一直以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导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被高

估。新制度引入了“累计折旧”科目，并且在计提折旧时直

接冲减相关净资产，兼顾了行政单位预算管理和财务管

理的需求。相关账务处理为，借记“资产基金——固定资

产”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4. 增加了固定资产分期付款或扣留质量保证金的账
务处理，完善了固定资产的核算内容。此部分为新制度中

新增内容，在取得固定资产时，按照固定资产成本，借记

“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科目，贷记“资产基金——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科目；按已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经费

支出”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等科目；按应付未付的

款项或扣留的质量保证金等金额，借记“待偿债净资产”

科目，贷记“应付账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

二、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 无偿调出、对外捐赠固定资产未通过“待处理财产
损溢”科目进行核算。无偿调出、对外捐赠固定资产也需

要经过报案和审批程序，所以也应通过“待处理财产损

溢”科目进行过渡。一方面，这样处理可以反映整个审批

流程；另一方面，也使得固定资产的处置核算具有一致

性，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即可了解本期固定资产

处置情况。

2. 自行繁育的动植物不应纳入“固定资产”科目进行
核算。自行繁育的动植物虽然某些方面符合固定资产的

特征，但其与固定资产有明显差异。如自行繁育的动植物

有明显的生命周期且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升值，而固定

资产在使用期限内只会不断减值；另外，自行繁育的动植

物在成长过程中会由于自身或外界原因而死亡，这也是

固定资产所不具有的特征。

建议单独设置“生产性生物资产”核算自行繁育的动

植物，并且采用“双分录”核算。购入需要繁育的动植物

时，按照购入成本，借记“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动植

物）”科目，贷记“资产基金——生产性生物资产”科目；支

付金额仍按照新制度进行处理。发生繁育费用时，同时增

加“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动植物）”及“资产基金——

生产性生物资产”科目金额。动植物达到可使用状态后，

应借记“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动植物）”科目，贷记“生产

性生物资产（未成熟动植物）”科目。此外，应当对当期增

加的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借记“资产基金——

生产性生物资产”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3. 应增加“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作为固定资产备抵账
户。行政单位部分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并且新制度对固

定资产折旧年限尚未进行统一规定。对于行政单位中的

高新技术设备，由于更新换代较快，采用上述规定政策未

必能客观地反映资产价值。因此，应增加“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科目，以更真实地体现资产价值。行政单位应在期

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检查，如有减值情况，其相应账务处理

为：借记“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科目。

4. 固定资产分期付款及扣留质量保证金账务处理存
在缺陷。新制度对于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或扣留质量

保证金时“按照确定的固定资产成本”记入“固定资产”科

目，笔者认为该处理方法欠妥。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具

有融资性质，直接以本期及未来各期应支付的金额入账

会导致固定资产价值被高估，因此建议按照各期支付价

款的现值确认固定资产入账金额。

此外，扣留质量保证金的账务处理应分情况而论。当

取得的固定资产购置发票为全额发票时，固定资产价值

应按发票金额进行确认；当取得的固定资产购置发票为

扣除质量保证金金额时，则按照扣除质量保证金金额进

行核算，待固定资产质量没有问题、支付扣除的质量保证

金时，再将质量保证金金额加入固定资产中，此种方法下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与发票金额相一致，并且不会高估资

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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