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项应与会计主体内职工的交易或事项相区分。我国的住房

公积金制度规定，住房公积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其中由

职工负担的部分由企业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

第一种处理方法清晰地反映出企业与企业职工两个不同

的主体各自负担的公积金，而第二种方法将企业与企业职工

各自负担的公积金都视为是企业的负债，不符合实际情况。当

出现企业一方面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了职工负担的公积金，另

一方面又不将其上交到住房公积金中心的情况时，第二种处

理方法就不能直观地反映出这个事实，不利于保护职工的合

法权益。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在住房公积金核算实务中应采

用第一种处理方法，即在代扣职工负担的部分时，借记“应付

职工薪酬———工资”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住房公积金”

科目；在实际支付时，借记“其他应付款———住房公积金”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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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本基金用于对外投资时的账务处理问题

1. 现行会计核算方法存在的缺陷。

例：某学校获得一笔捐赠款 500 000元，捐赠人要求用这

笔捐赠款项建立一个教学奖励基金，本金不得动用，用教学奖

励基金进行资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奖励给优秀教师。按现行事

业单位会计核算方法的账务处理如下：

（1）接受捐赠。借：银行存款 500 000 元；贷：留本基

金———教学奖励基金 500 000元。

（2）使用该笔捐款投资国债。借：对外投资———债券投资

5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500 000元。借：留本基金———教学

奖励基金 500 000元；贷：一般基金———投资基金 500 000元。

（3）用该笔捐款投资国债，持有期间每年取得利息 10 000

元。借：银行存款 10 000 元；贷：其他收入———投资收益

10 000元。

（4）按投资人要求将所获收益转为捐赠收入。借：其他收

入———投资收益 10 000元；贷：其他收入———捐赠收入 10 000

元。

经过以上账务处理，“留本基金———教学奖励基金”科目

余额为零，但是实际上该笔 500 000元的捐款始终作为教学

奖励基金存在。由此可见，根据现行会计核算方法进行账务处

理会造成账实不符。

2. 改进建议。参照事业基金的明细科目设置方法，在“留

本基金”总账科目下，分别设“一般基金”、“投资基金”两个明

细科目。“留本基金———投资基金”科目核算用于对外投资的

留本基金，“留本基金———一般基金”科目核算其他部分的留

本基金。

在这种方式下，上述案例的账务处理如下：

（1）接受捐赠。借：银行存款 500 000 元；贷：留本基

金———一般基金 500 000元。

（2）使用该笔捐款投资国债。借：对外投资———债券投资

5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500 000元。借：留本基金———一般

基金 500 000元；贷：留本基金———投资基金 500 000元。

第 3、4笔业务的账务处理与前面相同。

在这种处理方式下，“留本基金”总账科目的余额始终为

500 000元，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外投资”与“投资基金”科目

的余额仍然保持着“同增同减、方向相反”的对应关系。只不

过，“投资基金”科目余额是“事业基金———投资基金”和“留本

基金———投资基金”这两个科目贷方余额的合计。

二、提取专用基金的账务处理问题

1. 现行会计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的规定，事业单位专用基金的种类主要包括职工福利基

金、医疗基金、修购基金、住房基金等。这四类专用基金均可以

按照一定比例或金额提取。

以修购基金为例，现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方法为：提取修

购基金时，借记“事业支出———修缮费（设备购置费）”或“经营

支出———修缮费（设备购置费）”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修

购基金”科目。

但是这样的处理方法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本期提取的修

购基金款项并没有在当期实际发生，但是在进行账务处理时

却将其列为支出，从而产生虚假的会计信息。

2. 改进建议。要解决现行会计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可以

采取以下两种改进措施：

（1）在提取修购基金时，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在使用修购基金款

项时，借记“事业支出———修缮费（设备购置费）”或“经营支

出———修缮费（设备购置费）”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同

时，借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科目。

采用这种处理方式，可避免出现账实不符的问题，从而准

确地反映预算支出情况。

（2）在提取修购基金时，借记“结余分配”科目，贷记“专用

基金———修购基金”科目。

在使用修购基金款项时，借记“事业支出———修缮费（设

备购置费）”或“经营支出———修缮费（设备购置费）”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借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

目，贷记“结余分配”科目。

采用这种处理方式，同样可以避免账实不符的问题出现。

由于专业基金是日常提取、日常使用的，所以“结余分配”科目

也会在日常账务处理中用到，而在现行会计核算中“结余分

配”科目只在年末收支转账时才使用。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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