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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险一金”计提在用友软件中的实现

【摘要】对于“五险一金”的计提，大多数会计电算化教材都未提及，个别教材虽然有所涉及，但却不够全面、系统。本

文通过一个工业企业的真实案例，介绍“五险一金”的三种计提方案，详细讨论各方案下的操作方法和具体步骤，并对三种

方案进行比较和分析，总结出实务中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期对会计工作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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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意义上的“五险一金”指的是五项社会保险费和一

项住房公积金。其中，社会保险费是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由

社会集中建立基金，以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

育等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补

偿和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

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为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

房储备。

2014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

酬》（CAS 9），明确指出职工薪酬是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

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包括短

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CAS 9

将“五险一金”中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归入短期薪酬，而将社会保险费中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

险归入离职后福利计划。

“五险一金”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承担，企业负担的

“五险一金”计入企业成本费用中，个人负担的“三险一金”从

个人工资中代扣。本文只讨论企业负担的“五险一金”在用友

财务软件中工资管理模块下的计提方案，至于个人负担的

“三险一金”可以比照进行相关操作和处理，也可以在工资管

理模块下计算出具体金额后到总账模块直接制单。

二、案例基本情况

江苏扬州市某家工业企业拥有职工 12人，设置办公室、

财务部、综合部、生产车间等四个部门，生产甲、乙两种产品，

其2016年2月份职工薪酬情况见表1。目前扬州市规定，企业

负担的“五险一金”比例为：养老保险 20%、医疗保险和大病

医疗救助保险分别为8%和1%、失业保险1.5%、工伤保险1%、

生育保险 0.5%、住房公积金 12%；个人负担的“三险一金”比

例为：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救助保险分别为2%

和6元/月、失业保险0.5%、住房公积金12%。

三、科目设置及账务处理

会计实务中核算企业负担的“五险一金”时需设置“设定

提存计划”、“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二级科目，同时

进行成本费用分配，会计处理时借记“生产成本”、“制造费

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设定提存

计划、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科目。用友软件中根据会计

核算具体要求，需要在“基础设置”模块设置相应会计科目，

【基金项目】 江苏省扬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会计与审计专业‘课证融通、双轨双导’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项目编号：G/15W/084）

编号

101

102

203

204

305

3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姓名

赵民飞

周晓雨

高长云

叶师华

何飞翔

黄祥三

郑一航

吴云天

王世兵

汪天华

张帅帅

曹曾成

部门

办公室

办公室

财务部

财务部

综合部

综合部

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人员类别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甲产品工人

甲产品工人

甲产品工人

乙产品工人

乙产品工人

应付工资

5500

5300

5100

5000

4500

4000

4900

4400

4500

4600

4500

4500

表 1 2016年2月份工资

会计电算化□



□·104·财会月刊2016.13

如表2所示。

四、“五险一金”计提方案

（一）方案一操作步骤及会计处理

1. 操作“工资→业务处理→工资分摊”，在“工资分摊设

置”中增加“计提养老保险”类型，计提比例为 20%，单击“下

一步”，进入“分摊构成设置”界面，根据企业部门和人员类别

进行相应设置，工资项目选择“应付工资”，凭证录入时借记

“管理费用——五险一金”、“制造费用——五险一金”、“生产

成本——直接人工（甲产品）”、“生产成本——直接人工（乙

产品）”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设定提存计划（养老保

险）”科目，单击“完成”按钮，如图1所示。

2. 按照上述操作，再依次增加并设置“五险一金”的其他

项目，在此不再赘述，全部设置完成后的界面如图2所示。

3. 操作“工资→业务处理→工资分摊”，进入凭证生成向

导，依次选择“五险一金”的六个计提费用类型，勾选全部核

算部门，按照分配到部门、明细到工资项目、合并科目相同辅

助项相同的分录编制要求，生成2016年2月份的凭证，企业计

提“五险一金”共六张凭证。以计提养老保险费的凭证为例：

借：生产成本——直接人工（甲产品）2700，生产成本

——直接人工（乙产品）1800，制造费用——五险一金980，管

理费用——五险一金 5880；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提存

计划（养老保险）11360。其余凭证略。

（二）方案二操作步骤及会计处理

1. 操作“工资→业务处理→工资分摊”，在“工资分摊设

置”中增加“计提五险一金”栏目，计提比例为44%（此为企业

负担的五险一金计提比例总和）。单击“下一步”，进入“分摊

构成设置”界面，工资项目选择“应付工资”，借方科目根据企

业部门和人员类别分别设为“管理费用——五险一金”、“制

造费用——五险一金”、“生产成本——直接人工（甲产品）”、

“生产成本——直接人工（乙产品）”等，贷方科目设置为“应

付职工薪酬”的六个明细项目（“五险一金”），点击“完成”按

钮，如图3所示。

2. 操作“工资→业务处理→工资分摊”，按步骤执行相应

操作后，屏幕显示“计提五险一金一览表”，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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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方案一分摊设置之养老保险

图 2“五险一金”分摊设置

图 3 方案二分摊设置

图 4 计提“五险一金”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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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设置的凭证借方和贷方科目是正

确的，借方金额计算也是正确的，如图4所示，计提金额一栏

的数据与借方科目栏均一一对应，但与贷方科目栏不对应。

因为贷方金额是按“五险一金”总计提比例笼统设置的，需要

在生成凭证后再重新将“五险一金”的总额按各自比例进行

拆分，生成一张正确的五险一金计提凭证，借：生产成本——

直接人工（甲产品）5940，生产成本——直接人工（乙产品）

3960，制造费用——五险一金 2156，管理费用——五险一金

12936；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提存计划（养老保险）

11360，应付职工薪酬——设定提存计划（失业保险）852，应

付职工薪酬——社会保险费（医疗保险）5112，应付职工薪酬

——社会保险费（工伤保险）568，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

险费（生育保险）284，应付职工薪酬——住房公积金6816。

（三）方案三操作步骤及会计处理

1. 工资项目需在应付工资基础上增设六项，分别为“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住房公积金”等，并按各自的计提比例分别设置计算公式，

系统则根据公式自动计算出企业负担的“五险一金”的金额。

2. 操作“工资→业务处理→工资分摊”，在“工资分摊设

置”中增加“计提五险一金”栏目，计提比例为100%，单击“下

一步”，进入“分摊构成设置”界面。先设置“养老保险”，工资

项目选择“养老保险”，根据企业部门和人员类别进行相应设

置，凭证借记“管理费用——五险一金”、“制造费用——五险

一金”、“生产成本——直接人工（甲产品）”、“生产成本——

直接人工（乙产品）”等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设定提

存计划（养老保险）”科目。同样操作，再依次设置“五险一金”

的其他项目，在此不再赘述。单击“完成”按钮，此方案需对

“五险一金”六个项目分别设置，故其分摊设置内容较多，共

有二十四行，如图5所示。

3. 系统按分摊设置自动生成一张凭证，此时不需要进行

调整。

五、各方案之比较

1. 方案一中，工资项目只需设置“应付工资”一项，分摊

设置操作简单、通俗易懂，一般的教材上也只讲解该方案，但

需要区分“五险一金”各项目进行六次分摊设置，同时生成六

张凭证。工资分摊设置和会计处理均显得过于繁杂，同时也

不便于后期人工费用的统计汇总。

2. 方案二中，工资项目也只设置“应付工资”一项，分摊

设置则较为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它将方案一中的六个分摊

设置合而为一，计提比例应为“五险一金”的计提比例总和，

生成凭证时则是一张合并凭证。它解决了方案一中分摊设置

繁杂、凭证生成多的缺点，但此时“五险一金”是按总比例合

并计算的，需要在生成一张凭证后对贷方的金额进行拆分，

还原为“五险一金”各自的金额。这种方案的缺点在于实际工

作中，每次生成凭证时都需要进行金额拆分，否则会造成核

算错误，虽然不影响企业的成本核算，但对“五险一金”的缴

纳会产生重大影响。

3. 方案三中，工资项目不只是设置“应付工资”一项，而

是要相应再增加“五险一金”的各项具体内容，同时要设置相

应计算公式计算出各项的具体金额。其“分摊设置”比较复

杂，要对“五险一金”中的六个项目分别设置，每一项都必须

设置到，不能遗漏，最后生成一张合并凭证，而且对金额不需

作任何调整。

综合以上三种方案的各自特点，笔者认为方案三比较实

用。首先，它核算时仅生成一张会计凭证，不需要将一笔业务

分为六张会计凭证来处理，也不会因此而增加会计核算工作

量，同时也符合会计的基本处理原则。其次，它的“分摊设置”

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在系统初始设置时一次完成即可，平时

只是利用工资分摊功能自动生成相应会计凭证，故不会增加

会计核算工作量。最后，它也解决了方案一中需要编制六张

会计凭证之多、方案二生成的会计凭证需要修改会计分录中

的数字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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