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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转制为行政单位的会计实务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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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求，要逐步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划归或转为行政机构。本文通过

研究现有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体系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体系，结合实务操作梳理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承担行政职能

的事业单位转为行政机构时，在会计实务衔接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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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了
《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承担行政

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提出政策要求，逐步将其行政职能

划归行政机构或将其转为行政机构。本文梳理了事业单

位改革过程中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转为行政机构时

会计实务衔接的处理办法。

一、衔接基准日的确定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第二条规定，该制度适用于各

级各类国家机关、政党组织（以下统称“行政单位”）。因此

自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经批准转为行政单位之日

起，应当按规定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但在年度中间

转制为行政单位的事业单位（以下简称“转制单位”）需要

调整年度预算以及重新安排财政资金，财政补助事业单

位还涉及自有资金的处理，在年中进行调整的难度较大。

如以转制次年 1月 1日作为会计制度衔接基准日进行会
计制度衔接，既有利于保证转制当年预决算管理以及会

计核算的一贯性，也有利于财政部门和转制单位在转制

批准日与会计制度衔接基准日期间妥善处理预算调整、

资金安排以及其他财务调整事项。

二、衔接的主要流程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与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在会计期

间、会计核算基础、会计要素等方面基本一致，因此，事业

单位会计制度转为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主要流程，与《事

业单位会计制度》或《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实施时新旧会

计制度衔接流程基本一致。

首先，要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编制衔接基准日前

一日的科目余额表。接着，应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设立

衔接基准日的新账。然后，将衔接基准日前一日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账簿各科目余额，对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所

列示的会计科目进行调整，并按调整后的科目余额编制

科目余额表，据此确定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账簿各会计科

目的期初余额，并以此编制事业单位转制后的期初资产

负债表。最后，还需要及时对会计核算软件和会计信息系

统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调整，正确实现数据转换，确保新旧

账套的有序衔接。

三、会计科目衔接的关键

1.《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未设置“应收票据”科目，
制度衔接时，应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账簿（以下简称“原

账”）中“应收票据”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入行政单位会计制

度账簿（以下简称“新账”）中的“应收账款”科目。

2.《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预付账款”科目与“资产
基金——预付款项”科目相对应，因此在制度衔接时应按

照转入“预付账款”科目的金额，将原账“事业基金”科目

中的部分余额转入新账“资产基金——预付款项”科目。

3.《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根据行政单位储存物资的用
途和管理权限，设置了“存货”、“政府储备物资”和“受托

代理资产”科目。转制时，应对原账中“存货”科目的余额

进行分析，分别转入新账“存货”、“政府储备物资”和“受

托代理资产”科目。

同时，将原账“事业基金”科目中相应部分的余额分

析转入新账“资产基金——存货”、“资产基金——政府储

备物资”和“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4. 按照《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的规定：“行政单位不得
以任何形式用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或者举办

经济实体。对于未与行政单位脱钩的经济实体，行政单位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监管。”因此，《行政单位会计制

度》未设置“短期投资”、“对外投资”科目。转制单位应在

转制期间对相关投资项目进行清理处置，衔接基准日仍

未处置完毕的投资，应将原账“短期投资”、“对外投资”科

目余额分别转入新账中“其他应收款”、“待处置资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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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科目，待处置后核销。

5.《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根据行政单位资产的用途，
设置了“固定资产”和“公共基础设施”科目，制度衔接时，

应对原账中“固定资产”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属于公共基

础设施的，应将相应的余额转入新账中“公共基础设施”

科目，同时将原账中“累计折旧”、“非流动资产基金——

固定资产”科目余额中属于公共基础设施的部分，相应转

入新账中“累计折旧——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基金——

公共基础设施”科目；属于固定资产的，相应余额转入“固

定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资产基金——固定

资产”科目。

6.《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对“境外行政单位持有
的能够与房屋及构筑物区分、拥有所有权的土地”不计提

折旧。因此，对于转制单位的境外分支机构购买的具有所

有权的土地，制度衔接时应将原账中已计提的折旧在新

账“累计折旧——固定资产”科目中冲销，并相应调整新

账“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余额。

7.《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规定“非大批量购入、单价小
于 1 000元的无形资产，可以于购买的当期，一次将成本
全部摊销”。因此，制度衔接前，转制单位应当全面核查转

制基准日前取得的相关无形资产原价以及截至衔接基准

日前已摊销的金额，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一

次性调整累计摊销金额，在新账中借记“资产基金——无

形资产”科目，贷记“累计摊销”科目。

8.《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外，行政单位不得举借债务，不得对外提供担保”。因

此，《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未设置“短期借款”、“长期借款”

科目。

制度衔接时，应对原账中“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科

目的余额进行分析核对后转入新账中“应付账款”、“长期

应付款”科目。同时，还应按照转入后两个科目余额的合

计数，在新账中借记“待偿债净资产”科目，再根据性质分

别贷记“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或“其他资金结

转结余”科目。

9.《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应缴财政款”科目的核算
内容涵盖了原账中“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

目的核算内容。制度衔接时，应将原账中上述两个科目的

余额直接转入新账中“应缴财政款”科目。

10.《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应付账款”、“其他应付
款”、“长期应付款”科目，制度衔接时，除将原账中上述科

目的余额直接转入新账中相应科目外，还应按照转入“应

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科目余额的合计数，在新账中借

记“待偿债净资产”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

款结余”或“其他资金结转结余”科目。

11. 由于《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未设置“应付票据”、
“预收账款”科目，制度衔接时，应对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的内容和金额进行核对，将原账中“应付票据”、“预收账

款”科目的余额转入新账中“应付账款”科目核算。

同时还应按照转入“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的金额的合计数，在新账中借记“待偿债净资产”科目，贷

记“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或“其他资金结转结

余”科目。

12.《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
算内容变窄。制度衔接时，应将原账“其他应付款”科目中

属于《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下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

新账中“受托代理负债”科目；然后将其他余额转入新账

中“其他应付款”科目。

13.《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未设置“事业基金”、“专用
基金”科目，但设置了“资产基金”和“其他资金结转结余”

科目。制度衔接时，应对原账中“事业基金”、“专用基金”

进行分析，按照原账中“预付款项”、“存货”科目的余额及

转账方法，分别转入新账中“资产基金——预付款项”、

“资产基金——存货”、“资产基金——政府储备物资”、

“受托代理负债”等科目后，将其他剩余金额转入“其他资

金结转结余——非项目结余”科目。

14.《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资产基金”科目，应在制度
衔接时，参照原账中“固定资产”科目的转账方法，将原账

中“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余额分析转入新

账中的“资产基金——固定资产”、“资产基金——公共基

础设施”等科目；将“非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非

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分别转入新账中

“资产基金——无形资产”、“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

目；其他余额转入新账中“其他资金结转结余”科目。

15.《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在“其他资金结转结余”科
目中设置“项目结转”明细科目，要求对于项目结转应按

照具体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同时规定可以根据管理需要,
按照其他资金结转结余变动原因设置“收支转账”、“年

初余额调整”、“结余调剂”、“剩余结转结余”等明细科目。

转账时，应对原账中“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的余额加以

分析，转入新账中“其他资金结转结余”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

16. 制度衔接时，应按照年末结账要求，将原账中转
制基准日前一日的“事业结余”、“经营结余”和“非财政补

助结余分配”余额按规定进行结转，由于“事业结余”、“经

营结余”和“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一般无余额，不需进行

转账处理。如“经营结余”有借方结余，转账时应转入新账

中“其他资金结转结余——非项目结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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