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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院会计制度》下科教项目经费的核算

丁永志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计财处，河北承德 067000）

【摘要】新《医院会计制度》虽然对科教项目经费的核算做出了规定，但完全依照规定处理难以满足医院的管

理需求，本文指出实际工作中存在会计账簿不能体现配套经费情况，会计账簿不便于查询科教项目经费总支出、总

结余情况，财政补助用于科教项目时不便于统计科教经费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医院会计制度；科教项目；经费；其他应付款

近年来，随着科研意识的加强，医院申请的科教项目

经费和医院自筹科教项目经费的金额都越来越大。新《医

院会计制度》（简称“新制度”）实施前，医院对科教项目经

费的核算比较混乱，有的列入“补助收入”科目或者“其他

业务收入”科目，有的列入往来科目，还有的直接作为净

资产核算。为此，新制度对科教项目经费的核算做出了明

确规定。

一、新制度科教项目经费核算的举例

根据新制度的规定，“科教项目收入”科目核算医院

取得的除财政补助收入外专门用于科研、教学项目的补

助收入。“科教项目支出”科目核算医院使用除财政补助

收入以外的科教项目收入开展科教项目活动所发生的各

项支出。医院应将“科教项目收入”科目和“科教项目支

出”科目根据具体项目进行明细核算，还应设置相应的辅

助账，登记开展各科教项目所使用自筹配套资金的情况。

例1：医院某课题组开展一项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A项目，2015年 1月医院收到资助单位拨入的课题经费
20 000元，同时，医院自筹配套资金 20 000元用于该项
目。会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20 000；贷：科教项目收入
（A项目）20 000。医院自筹配套资金，仅通过辅助账记录，
不做会计分录。

当月，医院购入50 000元试剂材料，其中20 000元用
于该课题研究，用拨入的课题经费支付，其余供医疗业务

使用，用自有资金支付。试剂材料已验收入库。相关会计

处理如下：借：库存物资50 000，科教项目支出（A项目）
20 000；贷：银行存款 50 000，待冲基金20 000。
科室领用试剂材料时，出库单上需要标明领用科室

的名称，而课题组领用试剂材料时，出库单上需要标明领

用人是 A项目课题组。假设 1月份科室领用试剂材料
30 000元，A项目课题组领用 20 000元，相关会计处理如
下：借：医疗业务成本——卫生材料费 30 000，待冲基金

20 000；贷：库存物资50 000。
拨入的课题经费使用完毕后，使用自筹配套资金购

入试剂材料 8 000元，均由课题组领用，相关会计处理如
下：借：库存物资 8 000；贷：银行存款8 000。借：医疗业务
成本——科教经费8 000；贷：库存物资8 000。
科教项目收入和支出的确认采取的是收付实现制。1

月份的收入费用总表中，科教项目收入本月数根据本月

实际收到的金额填列 20 000元，科教项目支出本月数根
据实际支付的金额填列 20 000元，科教项目结转（余）本
月数根据本月收入减去本月支出数填列0。
例2：接例1，假设医院利用课题经费购买的不是试剂

材料，而是一台价值 30 000元的医疗仪器，其中利用资
助单位拨入的课题经费 18 000元、医院配套资金 12 000
元。会计处理如下：借：固定资产30 000，科教项目支出（A
项目）18 000；贷：银行存款30 000，待冲基金18 000。

2月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假设课题用仪器可使
用 5年），相关会计处理如下：借：医疗业务成本——科教
经费200，待冲基金300；贷：累计折旧500。
例 2更明显地体现出科教项目经费核算采取的是收

付实现制。医院收到拨入的课题经费虽然购置了固定资

产，受益期是 5年，但是并没有先计入递延收益后再按受
益年限分摊，而是在收到和支出时一次性计入收入和支

出。1月份的收入费用总表中，科教项目收入本月数根据
本月实际收到的金额填列 20 000元，科教项目支出本月
数根据实际支付的金额填列 12 000元，科教项目结转
（余）本月数根据本月收入减去本月支出数填列8 000元。

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思考

1. 会计账簿不能体现配套经费的情况。通常情况下，
申请到科教项目经费后，医院都会自筹一定比例的配套

资金用于该项目。根据新制度，医院承诺给课题的配套经

费通过辅助账核算，不填制相关凭证，待实际费用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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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医疗业务成本。这种方法下，医院承诺为科教项目提

供配套资金的行为无法在会计账簿中体现出来，只有待

承诺实现时，即配套的经费实际支出时才能在账簿中体

现。这样处理的后果是，相关人员无法通过会计账簿来了

解医院对科教的支持力度，而需借助辅助账来了解。对于

科教项目多的医院而言，过多的辅助账统计起来比较麻

烦，增加了工作量。

针对上述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以下解决方案：医院在

配套科教经费承诺时借记“医疗业务成本——科教经

费”科目，贷记“科教项目收入”科目，而在支出时借记“科

教项目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这样，虽然账簿

能够体现配套经费的情况，能方便地统计出科教经费投

入的力度，但是却存在原则性的问题。首先，医院承诺配

套科教经费的行为只是医院内部决策，并没有实际的收

入业务发生，这样记账使得医院凭空虚增了收入。支付配

套经费时，也没有实际的支出业务发生，却将配套金额一

次性计入了医疗业务成本，存在提前列支的情况。其次，

使用配套资金时，将发生的费用记入“科教项目支出”科

目也不符合规定。新制度规定，医院开展科研、教学项目

使用自筹配套资金发生的支出通过“医疗业务成本”科目

核算，而不通过“科教项目支出”科目核算。最后，医院承

诺配套资金时列入了费用，在实际花费配套资金时又列

入了费用，出现了重复列支的问题。

为了既能在账簿中方便地查看科教经费的配套及余

额情况，又不违反会计的基本原则和新制度对科教项目

的规定，本文通过例3来说明解决方案。
例3：接例1，医院收到资助单位拨入的A项目课题经

费 20 000元时，会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 20 000；贷：
科教项目收入（A项目）20 000。借：其他应付款——科教
费——拨入额 20 000；贷：其他应付款——科教费——应
支付（A项目）20 000。

同时医院自筹配套资金 20 000元用于该项目，会计
处理如下：借：其他应付款——科教费——配套额20 000；
贷：其他应付款——科教费——应支付（A项目）20 000。
“其他应付款——科教费——应支付”科目采用项目

辅助核算。本例中的记账方法与新制度规定的方法区别

在于增加了后面两笔分录，但这两笔分录不会引起报表

数据的变化。登记上述三笔分录后，通过账簿中“其他应

付款——科教费——配套额”科目的借方实际发生数，可

以查看了解医院某一时期配套科教经费的总额，从而考

察医院科教经费投入的力度。通过查看“其他应付款——

科教费——应支付”科目贷方余额，可以了解各个科教项

目拨入经费和配套经费的总余额，便于控制项目经费出

现超支的情况。鉴于自筹配套经费时并没有实际的经济

行为发生，所以记录此行为的会计分录不应引起报表数

据的变化。上述记账方式既能够符合这一要求，又体现出

了自筹配套经费的行为。

2. 会计账簿不便于查询科教项目经费总支出。如果
按新制度规定进行会计处理，能够通过“科教项目支出”

科目查看各个项目拨入经费的支出情况，通过“科教项目

结转（余）”科目查看各个项目拨入经费的余额。但是，如

果某一项目既有拨入的课题经费，又有医院配套的经费，

要查询这个项目拨入经费和配套经费合计的总支出，则

需要通过查询“科教项目支出”科目和“医疗业务成本”科

目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加总计算，要查询总结余额，则要查

询“科教项目结转（余）”科目和辅助账，均不方便。本文通

过例4来说明建议的方案。
例4：接例3，当月，医院购入50 000元试剂材料，其中

20 000元是用于该课题研究的，用拨入的课题经费支付，
其余是供医疗业务使用的，用自有资金支付。试剂材料已

验收入库。相关会计处理如下：借：库存物资50 000 ，科教
项目支出（A项目）20 000；贷：银行存款50 000，待冲基金
20 000。借：其他应付款——科教费——应支付（A项目）20
000；贷：其他应付款——科教费——拨入额20 000。

科室领用试剂材料的会计处理与例1相同。拨入的课
题经费使用完毕后，使用自筹的配套资金购入试剂材料

8 000元。相关会计处理如下：借：库存物资 8 000；贷：银
行存款8 000。借：其他应付款——科教费——应支付（A项
目）8 000；贷：其他应付款——科教费——配套额8 000。

领用配套资金购入库存的试剂材料时的会计处理与

例1相同。这样处理后，可以通过“其他应付款——科教费
——应支付”科目借方实际发生数查看各个项目拨入经

费和配套经费的总支出额，便于医院统计某一期间实际

支付的科教经费。

3. 财政补助用于科教项目时不便统计科教经费。根
据新制度，医院收到同级财政部门拨入的专项补助，记入

“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科目，支出时记入“财政项

目补助支出”科目，这两个科目按照具体项目进行辅助核

算。即使财政补助项目是科教性质的项目，也不能记入

“科教项目收入”科目和“科教项目支出”科目，这样一来，

要将这部分收入和支出统计到医院科教收支里就不容易

做到。王着林（2014）提出的建议是收到财政项目补助的
科教经费时记入“财政补助收入”科目，同时再列入“财政

项目补助支出”科目和“科教项目收入”科目，实际支出时

记入“科教项目支出”科目。这样处理，相当于收到一笔经

费，却计了两次收入。对此，本文认为可以参考例3中科教
项目的核算方法，发生财政项目补助的科教经费收支时，

也通过“其他应付款——科教费——拨入额”科目和“其

他应付款——科教费——应支付”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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