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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险合一”模式下的会计科目

编号

102

103

104

111

121

211

301

30101

30102

30103

30104

30105

30106

401

40101

40102

40103

40104

40105

40106

402

40201

40202

40203

40204

40205

40206

403

404

405

406

409

一级科目

收入户存款

支出户存款

财政专户存款

暂付款

债券投资

暂收款

社会保险基金

社会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转移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

其他收入

二级科目

伊伊银行渊五险合一户冤

伊伊银行渊开户行加险种辅助核算冤

伊伊银行渊开户行加险种辅助核算冤

按险种分设

渊按债券类型分设冤

伊伊保险渊按单位设三级明细冤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

生育保险基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企业养老保险费收入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费收入

失业保险费收入

工伤保险费收入

生育保险费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企业养老保险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经办的社保

基金都是按险种分别进行会计核算的。近年来，“多险合一”模

式以其能够节约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能的优势，逐渐成为社

保经办机构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

为了快速高效地做好“多险合一”模式下的社保基金会计

核算，笔者认为社保经办机构应该做好基础资料搜集、数据统

计等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应建立参保单位基础资料数据库。

根据参保单位性质，区分企业与机关事业、财政全供与差供、

中央企业及地方企业等，对参保单位进行编码，建立参保单位

数据库。在实务中要求所有缴款业务凭证均填写单位编码，以

便于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的快速识别和输入。其次应建立医

疗保险“两定单位”基础资料数据库。对“两定单位”进行编

码，在实务中要求“两定单位”在拨付凭证上均填写单位编码，

以便于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的快速识别和输入。最后应选择

合适的网络版会计电算化软件，以方便信息共享。

一、会计科目设置

“多险合一”模式下的会计科目设置仍然参照现行的各社

保险种会计制度，按资产类、负债类、基金类、收入类、支出类

等5个类别设置总账科目，按险种设置二级明细科目。

收入类总账科目包括社会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

贴收入、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等

7个；支出类总账科目包括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转移支出、补助

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其他支出等5个。

资产类科目中的收入户存款、支出户存款、财政专户存款

科目均按开户银行设立二级明细科目；负债类、基金类、收入

类、支出类科目均在总账科目下按险种设置二级明细科目，按

各险种特性和报表要求分别设置三级或四级明细科目。

各险种使用统一的明细编号。例如，企业养老保险的明细

编号为01，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明细编号为02，那么30101即为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30102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同样，每个收支科目下对应的二级明细编码均与险种编

号对应。例如，40101为企业养老保险费收入，则40501为企业

养老上级补助收入，50101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1101为

企业养老转移支出。其余收支科目的设置方式类似。

“多险合一”模式下的社保基金会计核算

石冬芳

渊河 南 伊 川 县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河 南 伊 川 471300冤

【摘要】推行“多险合一”模式已成为社保经办机构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如何做好“多险合一”模式下的社保基金

会计核算，也成为社保经办机构基金会计工作人员不得不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对此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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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险种一票征收的资金分割问题

“多险合一”模式下，对参保单位征收的社会保险费采取

多险种一份征缴计划、一张发票、一张支票的“一票征缴”模

式。如何处理好“一张支票”上的基金收入在各险种间的分配，

一直是社保经办机构在实际操作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社保经办机构一般采取“账号一拖六、支

票加征缴单”的办法，具体做法如下：对外，社会保险收入户对

外只公布一个账号，所有的社会保险费收入一律进入该账

户；对内，通过与银行合作，在该账户下分设六个分账户分别

对应六个险种（企业养老、机关养老、失业、基本医疗、工伤、女

工生育），基金收入资金进入总账户后，银行根据社保征缴通

知单上各险种的金额，自动将资金划入各个险种的分账户，即

银行在收账时不但要看支票，还要看征缴通知单。

总账户对银行来说是虚拟的，银行不存在在总账户上对

资金进行分配的问题，因而也不存在账户利息分割的问题。资

金一进入银行即按险种分别进入到各个险种的账户上，此方

法可以有效处理各险种的分配问题。

三、复杂账项的辅助核算

资产类科目中的收入户存款、支出户存款、财政专户存款

科目是按开户银行设立二级明细科目的，那么在账务上怎么

处理各险种和银行存款的对应关系呢？如果在银行存款二级

明细科目下再按险种分设明细科目将过于繁琐。同样在基金

收入核算上，如果在收入科目下按缴费单位设置明细账，则需

要设置数千个明细科目，显然这也是不可行的。因此，笔者认

为对各险种基金收入和银行存款的核算应采取银行明细加险

种辅助核算的办法来处理的。具体做法如下：在每个存款类科

目下均加上险种辅助核算，电算化录入记账凭账时，只要牵涉

存款类科目的，均会弹出辅助核算窗口，再在该窗口中选择险

种。比如在“支出户存款———中行营业部”一个科目下实际上

还包含了六个险种的存款数据，同理在“支出户存款———工行

营业部”一个科目下也包含了所有险种的存款数据。这样，在

“社保险种明细账”中就可以查询到各险种在收入户、支出户、

财政专户下各开户银行的存款情况。

对缴费单位的核算也可以采取明细加辅助核算的办法。

在基金类和收入类科目下均设置单位辅助核算，以生成参保

单位缴费明细账。对医疗保险“两定”单位的拨付往来也可设

置项目辅助核算，以生成“两定”单位往来明细账。

由于增加了辅助核算项，各险种均可以对应“收入户存

款”、“支出户存款”、“财政专户存款”三个资产类科目，可以使

工作人员方便地查询和打印出各险种的银行存款总账及明细

账。

四、财务系统与业务系统的衔接

“多险合一”模式使得社保基金财务业务量激增。以洛阳

市为例，该市目前有数千家缴费单位、数百个医疗保险“两定”

单位，每月仅基金收入业务就有6 000余笔，需要制作大约6 000

份会计凭证，财务人员的工作量非常巨大。为了减轻财务人员

的工作压力，应实现财务电算化系统与社保业务系统的对接，

大量社保业务系统上的数据可以通过两个系统的接口直接导

入财务系统中，经财务人员批量审核后自动生成会计凭证，这

样可以大大减少财务人员的工作量。

五、“多险合一”模式下的账表输出

“多险合一”模式下，总账账户反映的是所有险种社保基

金的运行状况，二级明细账可以反映各险种社保基金的运行

状况。财务工作者可以通过社保险种辅助核算明细账了解各

险种的资金状态和银行存款分布状况。

虽然各险种的收支和结余账户均为二级明细账户，但在

实务中，根据传统习惯和工作需要，仍然可以分别查询、打印

输出各个险种的“总账”和明细账。例如，如果要打印“工伤保

险（险种代码为04）基金总账”，则可以在“辅助核算”项下选择

“04工伤保险”，再分别选择“收入户存款”、“支出户存款”和

“财政专户存款”等资产类科目，就可以打印输出工伤保险基

金各资产类账户的记录，其余的只要选择所有二级编码为

“04”的账户进行打印输出，两者叠加就可以形成独立、完整的

“工伤保险基金总账”了。

由于目前社会保险会计报表仍然是自上而下分险种下

达，所以在“多险合一”模式下的账务系统必须满足各险种的

会计报表需要。在此模式下，各险种的基金收支核算仍能自成

体系，所以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账中取数，生成各种满足需要的

分险种的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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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险合一”模式下的会计科目渊续表冤

编号

501

50101

50102

50103

50104

50105

50106

511

512

513

519

一级科目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转移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

其他支出

二级科目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渊二级科目同402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