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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合同会计处理的改进建议

荣树新（副教授）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长沙 410151）

【摘要】本文分析了现行建造合同会计处理的优缺点，针对学者提出的改进建议发表了不同看法，结合相关研

讨观点，对建造合同会计处理提出了简化科目设置、创新账务处理的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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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建造合同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2006》的规定，建
造合同的会计处理应设置“工程施工”和“工程结算”两个

科目。

“工程施工”科目核算企业（建造承包商）实际发生的

合同成本和合同毛利。（1）实际发生工程成本时：借记“工
程施工（合同成本）”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原材

料”等科目。（2）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合同收入、合同费用和
合同毛利：①确定累计完工进度；②按以下公式确认本期
合同收入：最新预计合同总收入×累计完工进度-前期累
计已确认收入；③按以下公式确认本期合同费用：最新预
计合同总成本×完工进度-前期累计已确认费用；④根据
以上计算结果编制会计分录：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按差额借或贷记“工程施工

（合同毛利）”科目。

“工程结算”科目核算企业（建造承包商）根据建造合

同约定向业主办理结算的累计金额。①办理工程价款结
算时：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工程结算”科目。②实
际收到工程价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账

款”科目。③工程完工时，将“工程施工”与“工程结算”对
冲：借记“工程结算”科目，贷记“工程施工（合同成本）”科

目，按差额借或贷记“工程施工（合同毛利）”科目。

在报表列示方面，“工程施工”与“工程结算”账户余

额相抵减：前者大于后者的差额，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存

货”项目（建造合同存在预计损失的，还应减去存货跌价

准备）；后者大于前者的差额，会计实务中列示于资产负

债表“预收款项”项目。

二、现行建造合同会计处理的优缺点

建造合同的标的资产价值高，建造周期长，往往跨年

度，因此其会计处理贯彻权责发生制原则就显得特别重

要。上述处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方面，通过“工程施工

（合同成本）”科目归集建造合同实际成本，并且跨期（年）

连续；通过“工程结算”科目核算合同价款结算，并且跨期

（年）连续。另一方面，平常建造期间合同收入、合同费用

的确认来源于工程完工进度和对合同未来执行结果的预

计，与当期工程结算价款和工程实际成本无关。换言之，

合同收入、合同费用的确认（根据完工进度与预计合同收

入、预计合同费用确认），与工程结算价款（根据完工进度

与合同约定确定）、工程成本发生是两条线核算。这样处

理有优点，也有缺点。

（一）优点

1. 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根据完工进度和预计合同
收入、预计合同费用确认各期合同收入、各期合同费用，

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确保了各期收入、费用、毛利的准

确性。

2. 提供的会计信息丰富。“工程施工（合同成本）”账
户跨期反映累计实际总成本及其构成，便于“成本法”确

定累计完工进度，也有利于随时了解累计实际总成本及

构成，有助于加强成本管理。此外，通过“工程施工（合同

毛利）”账户可以了解建造合同累计盈亏状况。“工程结

算”账户跨期反映工程累计结算金额，便于掌握工程价款

的结算情况。

（二）缺点

1. 会计处理复杂。上述会计处理非常繁杂，难以理
解，不便于掌握，主要体现在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确认、

“工程结算”科目的使用、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的填列

等方面。

2.“工程结算”科目性质难以确定。虽然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将其列在成本类科目中，即定性为成本类科目，但

仍然存在令人费解之处：当“工程施工”账户借方余额大

于“工程结算”账户贷方余额时，其差额列示于资产负债

表的“存货”项目，“工程结算”账户可以理解为“工程施

工”账户的备抵账户；反之，当“工程施工”账户借方余额

小于“工程结算”账户贷方余额时，其差额列示于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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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表的“预收款项”项目，此时“工程结算”账户是什么性

质的账户，理论上不好解释。

3. 会计分录对应关系难以理解。如合同收入和合同
费用确认的分录为：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主

营业务收入”科目，按差额借或贷记“工程施工（合同毛

利）”科目。主营业务成本代表在企业的主营业务中流出

企业的库存商品或劳务成本，而从该分录看不到商品的

流出或工程成本的结转；主营业务收入代表的是在企业

主营业务中流入的经济利益，它对应的应是银行存款、应

收账款、应收票据或抵减的预收账款等，这笔分录反映的

不是这种对应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其不符合收入和费

用的定义。按《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收入

是企业一定期间经济利益的流入，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

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费用是企业一定期间经济利益

的流出，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资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该

分录中收入、费用的确认脱离了资产、负债的确认。

三、争议观点分析

针对建造合同现行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有专家提

出改进建议，即：取消“工程施工（合同毛利）”、“工程结

算”账户；收入、费用确认的会计处理比照工商企业进行，

即确认收入时，借记“预收账款”或“应收账款”科目，贷记

“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确认费用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科目，贷记“工程施工”科目。笔者认为，由于该建议未考

虑建造企业标的资产造价高、建造期长、建造合同未来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收入确

认不妥；二是未强调或未说明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

合同费用（结转主营业务成本）。具体分析如下：

上述改进建议是基于对收入确认的两种理解：①理
解为以期末办理的工程进度价款结算收入为当期营业收

入。诚然，办理工程进度价款结算会引起会计要素资产的

增加，显然是一笔经济业务，应确认一项资产，即应借记

“应收账款”科目，那么贷记什么科目呢，能贷记“主营业

务收入”科目吗？笔者认为不能，平时按完工进度与合同

约定确定的进度价款结算收入不能确认为当期营业收

入，因为无法可靠计量。由于建造合同的特殊性，合同约

定的总价款往往不是最终合同总收入，如合同规定总价

款为 850万元，而预计合同总收入既可能是 900万元，也
可能是820万元，因而分期进行的按工程进度和合同约定
结算的工程价款，并不能确认为准确的营业收入。可见，

办理工程进度价款结算，应确认一项资产，但同时确认营

业收入并不可靠。②理解为期末按完工进度和预计合同
收入确认当期收入，即期末时编制会计分录“借：应收账

款；贷：主营业务收入”。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按工

程进度结算工程价款时如何处理呢？如果确认资产借记

“应收账款”科目，则存在重复记录问题，显然是错误的。

以上分析也是现行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设置了“工程

结算”科目，并且办理工程进度价款结算时编制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贷：工程结算”的原因。显然，营业收入应

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按最新预计合同总收入、实际工程

进度确认（按权责发生制原则，主营业务成本亦应同时按

工程进度和预计合同总成本确认）。

那么，如何处理工程价款结算与收入确认的矛盾，同

时又简化核算呢？为此本文提出建造合同会计处理改进

的新建议。

四、建造合同会计处理改进新建议

（一）简化科目设置，创新账务处理

建议的要点包括：①取消“工程结算”科目。②“工程
施工”科目不设“合同成本”和“合同毛利”明细科目，而是

直接按工程项目设明细科目，按成本项目设专栏进行明

细核算。③前期预收工程款、分期办理工程价款结算、收
取分期结算价款，使用“应收账款”科目核算。④按合同分
期办理价款结算，挂“应收账款”的同时暂列营业收入。

⑤期末按工程进度、预计合同总收入确认本期应列营业
收入，调整暂列营业收入，同时使用“预收账款”科目。此

处不使用“应收账款”科目的原因有三：一是与要点三中

使用的“应收账款”科目相区别，使要点三中的“应收账

款”科目借方发生额能准确反映工程累计结算价款，其余

额成为业主认同的余额；二是如使用“应收账款”科目，与

要点三中的应收账款混同在一起，登账后应收账款余额

不是业主认同的余额，不便于与业主核对和结清往来；三

是此处的“预收账款”有过渡账户和调整账户的性质，从

报表角度看也赋予其实际意义。⑥期末按工程进度、预计
合同总费用确认本期应列费用（营业成本）。

相应账务处理如下：①前期预收工程款，借记“银行
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目。②实际发生工程成本
时，借记“工程施工——××工程”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
酬”、“原材料”等科目。③按合同分期结算价款，暂列
收入，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

④收到结算价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账
款”科目。⑤按完工进度计算当期应列收入（当期应列收
入=最新预计合同总收入×累计完工进度-以前会计期间
累计已确认收入），调整上述分录三中的暂列收入：当应

列收入额大于暂列收入额时，补列收入，按差额借记“预

收账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反之则冲减暂

列收入，按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记“预收账

款”科目。⑥按完工进度确认当期应列费用（当期应列费
用=最新预计合同总成本×累计完工进度-以前会计期间
累计已确认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工程

施工”科目。⑦报表列示：“应收账款”的借方余额与“预收
账款”的借方余额相加，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项

目；“应收账款”的借方余额与“预收账款”的贷方余额相

抵减，前者大于后者的差额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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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目，后者大于前者的差额列示于资产负债表“预收

款项”项目。“工程施工”账户借方余额，减去减值准备，列

示于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如“工程施工”账户期末是

贷方余额，则说明尚有部分已发生工程成本由于某种原

因（如发票尚未收到）尚未入账，正常应预提入账，据此，

“工程施工”账户期末贷方余额应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应

付账款”项目。

（二）通过设置备查账或特殊建账的方法解决会计信

息提供不足问题

由于上述会计处理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足，因此跨年

度的工程需要设置有关备查账或进行特殊建账，以满足

管理和后续核算所需数据资料的要求。

1. 设置备查账。主要是设置工程历年累计结算价款、
历年累计确认收入、历年累计确认费用、历年累计实际工

程成本备查账。

2. 特殊建账。指对工程施工、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
务成本、应收账款等的明细账户期初建账时记录工程开

工以来的累计发生额及余额。“工程施工”明细账户期初

建账时，可按工程项目或产品名称设户，按成本项目建立

借方发生额专栏并登记累计发生额，贷方登记累计转出

数（累计转出到主营业务成本的金额），余额栏记录正常

的余额，这样能提供工程或产品累计实际成本及构成信

息。“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户期初建账时，借方、贷方均

记录累计发生额，余额栏记录 0，这样能根据贷方（或借
方）发生额计算累计已确认收入额。“主营业务成本”明细

账户期初建账时，借方、贷方也记录累计发生额，余额栏

记录0，这样能根据借方（或贷方）发生额计算累计已确认
费用额。进一步可根据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明

细账户数据随时掌握各建造合同累计盈亏状况。“应收账

款”明细账户建账时，借方、贷方记录累计发生额，余额栏

记录余额，这样“应收账款”账户的借方累计发生额能反

映累计结算工程价款。

上述建议有以下五个优点：①与工商企业收入、费用
确认的会计处理类似，便于理解和掌握。②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关于收入、费用的定义。③未使用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和“工程结算”科目，简化了核算。

④期末“工程施工”账户借方余额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存
货”项目（扣除合同预计损失即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会计

准则所规定的存货计量原则。⑤期末“工程施工”账户贷
方余额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项目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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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审计准则》与

美国《政府审计准则》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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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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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政府）审计准则是规范政府审计行为的基本操作指南，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国家（政府）审计准则

可以发现，虽然两国准则都强调政府审计建设性作用的发挥，强调审计人员独立性以及审计质量控制，但是二者在

基本的编制体例、应用标准和效力强度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国家审计准则；政府审计准则；编制体例；应用标准；效力强度

纵观历史，国家审计监察制度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古代埃及就出现了国家审计制
度的萌芽，而我国的审计监察制度则可追溯到夏代。虽然

世界各国审计监察制度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但都秉承

了责任、透明、法治、廉洁、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理念，并在

实践中指导国家（政府）审计工作。为保障国家审计工作

的质量，世界各国审计机关都制定了适应本国特色的国

家（政府）审计准则。本文对中美两国最新版国家（政府）

审计准则进行比较，以期为我国国家审计准则的不断完

善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一、中美国家（政府）审计准则的产生与发展

（一）我国《国家审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

自 198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91条的规
定成立审计署以来，我国的国家审计监察制度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