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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修购基金是具有事业单位特色的固定资金部分补偿

和储备制度。其计提思想和核算方法一方面要符合事业单位

性质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又逐

渐凸显出明显的企业特征。

从修购基金的经济内涵来看，在理论上其计提时会计处

理有列入支出、抵销收入、结余分配三种方法。而对于应缴纳

企业所得税的事业单位，税法规定修购基金不得从收入中扣

除，那么从税后结余中提取修购基金也更能和税法相一致。这

时的计提处理就可以比照其他的专用基金，如职工福利基金，

即从税后结余中列支。

当然事业活动和经营活动在经济本质上不同，因此无论

采取何种计提方式，把经营活动和事业活动相区分是有必要

的，只是在经营活动不多、事业用固定资产和经营用固定资产

难以区分时，可以采取同种计提方法。

从账户的角度来看，“修购基金”是净资产类账户，但在对

固定资产进行处理时，从用途来看它又相当于企业中的“固定

资产清理”过渡性资产账户，而使用专用基金（修购基金）购置

固定资产时，从经济内容来看其又相当于实存资产账户。“修

购基金”账户的这种多用途，使得其角色很难定位。

一、修购基金的计提

1. 事业（经营）收入。应计提修购基金=事业（经营）收入伊

提取比率。提取修购基金与收入联系起来体现出一种补偿的

经济实质，制度这样规定也是为了符合事业单位的业务和经

营活动特点，即有自营收入就需要做适当的补偿，反之不存在

收入则不需要补偿。因为事业单位的支出按照预算管理体制

纳入国家预算支出，其本质就具有非补偿性；而仅仅针对收入

计提部分补偿符合预算管理体制，也兼顾了事业单位的具体

情况。事实上修购基金与事业收入和经营收入并无直接因果

关系，其本质仍是一种资金储备，也并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

则，只能说是配比原则的一种体现。

2. 事业（经营）结余。应计提修购基金=税后事业（经营）

结余伊提取比率。该计提方法更加符合事业单位性质和活动

特点。事业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政府既定的社会职能，其资

金来源主要有财政调拨收入和事业（经营）收入，但是这些收

入首先应该保证的是完成既定的事业任务，因此收入在首先

补偿支出后存在结余时计提基金并根据结余的多少计提修购

基金更符合事业单位的活动性质。只不过形成的结余包含了

事业（经营）收入和财政调拨收入双方面的贡献。

3. 固定资产历史成本。应计提修购基金=（固定资产原

值原预计净残值）伊提取比率。固定资产历史成本即固定资产

取得时的账面价值，在计提时可以扣除预计净残值。这种计算

方法实质等同于企业计提累计折旧，区别在于提取比率如何

确定：如果提取比率按照折旧的方法进行确定那么就是折旧

率，则完全与企业一致；但是如果考虑到事业单位固定资产使

用特点另行确定提取比率，那么也可以达到部分补偿的效果，

而不用完全补偿。

二、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的思考

1. 修购基金与固定资产折旧的经济内涵不同。修购基金

和固定资产折旧在经济内涵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淤修购基

金计提是一种部分补偿机制，而且其本质是一种储备机制；固

定资产折旧计提则是完全补偿机制，是一种回收机制。于固定

资产折旧强调的是经营活动资产的物耗转移，其物耗一般能

固化到一定的成本项目；而修购基金则往往与经营活动无

关，其消耗也不能对应于相关的成本项目。盂固定资产折旧

强调的是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而修购基金计提使用的是

收付实现制，也没有一定的消耗收入配比关系。

因此，即使事业单位要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也并不是

简单地通过设立“累计折旧”等相关科目就能实现，更不能完

全照搬企业的固定资产核算模式，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事业单

位的特点进行设置。

2. 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建立真正

的固定资产折旧制度，还面临着诸多制度、会计方法等方面的

问题。

（1）预算管理体制。事业单位是我国特有的具有政府性质

事业单位计提修购基金与建立

固定资产折旧制度的探讨

李靠队 彭爱群 刘小娴

渊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江苏镇江 212013冤

【摘要】计提修购基金是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补偿制度，随着事业单位投资多元化和业务多样化，建立事业单位固定

资产折旧制度是事业单位会计发展的趋势。改革事业单位预算管理体制、明确产权关系，对事业单位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

进行改革是事业单位折旧制度建立的关键。

【关键词】事业单位 修购基金 固定资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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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编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

中租赁准则的讲解较前一版的讲解有两项较突出的改进：一

是将融资租赁租出方的初始直接费用列为投资成本，直接减

少未实现融资收益，不再将其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并分期摊

销，从而简化了核算工作。二是对融资租出资产未担保余值发

生减值的会计处理补充了一个较完整的例题（［例 22原9］），有

助于加深对准则相关规定的理解。但是该例题的会计处理值

得商榷，以下是《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例 22原9］的资料

及账务处理（含四舍五入，单位：元）。

［例 22原9］沿用［例 22原7］，并假设未担保余值为 1 000

元，于 20伊7年 12月 31日减值为 500元。

20伊5年 12月 31日，计算租赁内含利率：

150 000伊（P/A，r，6）垣（100垣1 000）伊（P/F，r，6）=710 000

r=7.27%

计算租赁期内各期应分摊的融资收益（参见表 22原4）。

20伊7年 12月 31日，未担保余值发生减值时：

150 000伊（P/A，r，3）垣（100垣500）伊（P/F，r，3）= 392 873.69

r=7.19%

同时，重新计算租赁期内各期应分摊的融资收益（参见

表22原5）。

关于未担保余值减值会计处理的商榷

胡 梅

渊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2冤

【摘要】本文对《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中有关未担保余值的会计处理提出质疑，并结合会计准则讲解中的示例作了

具体分析。

【关键词】未担保余值 减值 融资收益 租赁

的非营利组织，传统上其收入全部来源于预算支出，事业单位

收支也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因此事业单位是一个预算单位，和

行政单位一样，而且受相关行政单位的领导；按照预算管理体

制规定，事业单位的会计科目设置要和预算科目相一致。这样

一来，事业单位在用财政资金购置固定资产时就已将其成本

一次性计入事业支出，日后事业单位若进行固定资产折旧就

会出现重复列支的现象。

（2）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必然就

要采取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而事业单位收支由于被纳入

预算管理，为适应预算资金管理的需要必须采用收付实现制，

而同时又要保持单位预算科目和总预算科目相一致，那么权

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分别确定的支出（费用）就无法统一。

（3）事业活动与经营活动。现行会计制度允许事业单位区

分经营活动和事业活动进行核算，而且可以对事业用固定资

产仍然采用预算管理体制规定一次列支，对经营用固定资产

分期计提折旧。但是问题又在于如何合理区分事业用固定资

产和经营用固定资产，而事业单位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一定

程度上就是依附于事业用资产进行的。

（4）成本核算。是否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还与事业单位是否

进行成本核算相关。如果不进行成本核算，还是将计提的固定

资产折旧笼统地列入事业（经营）支出，也不能起到管理的作

用；只有把固定资产折旧固化到一定的产品或作业，这种补偿

才有意义。

（5）所得税计缴。税法规定计提的修购基金不得从应纳税

所得中扣除，但是却规定事业单位可以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允许从税前扣除，所以从纳税角度来看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会

减少企业负担的所得税。但是如果不区分事业用固定资产和

经营用固定资产，一概地计提折旧并将其从应纳税所得中扣

除会大大减少事业单位因为经营活动而应当负担的所得税，

且会导致重复列支。在涉税问题上，税法支持权责发生制，而

如果对于已经采用收付实现制列支的资本支出再重新用权责

发生制进行调整就势必增加核算的复杂性。

三、结论

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是与事业单位身份和性质的转变

密不可分的，这种转变要求国家改革传统的预算管理体制，这

样可以从核算角度解决科目的设置和账户的对应关系，避免

修购基金单一账户核算的不足和混乱。但从本质上来看，要改

变预算管理体制，需要事业单位以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存在，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会计主体，这就需要明晰事业单位与行政

单位的产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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