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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贷款购建固定资产会计处理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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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购建固定资产的资金来

源不再单一为政府财政拨款和事业收费收入，还有融资租赁

和银行贷款。从长期来看，事业单位银行贷款还有增长的势

头，尤其是在学校和医院，寻求金融支持是事业发展的一个新

趋势。但用贷款购建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在现行会计制度里

没有一套统一的办法，现行会计实务处理是五花八门。对此，

笔者作以下分析。

（一）

例：某高校因建造伊伊教学楼向银行贷款 1 000万元，贷

款期限为 5年。贷款协议中规定该高校每年年末归还贷款本

金 200万元。假设不考虑利息。该高校预计用事业费收入每年

安排 200万元归还借款本金。伊伊教学楼在贷款当年建成。

现行会计实务中有以下处理：

1. 收到银行贷款时，借：银行存款———基建户存款 1 000；

贷：借入款项———伊伊基建贷款 1 000。或：借：银行存款———基

本户存款 1 000；贷：借入款项———伊伊基建贷款 1 000。

2. 支付基建工程款时，有以下两种做法：淤单位不单独

设立基建账套，借：在建工程———伊伊教学楼工程 1 000；贷：银

行存款———基本户存款 1 000。或：借：其他应收款———伊伊教

学楼工程 1 000；贷：银行存款———基本户存款 1 000。或：借：

其他资产———伊伊教学楼工程 1 000；贷：银行存款———基本户

存款 1 000。于单位单独设立基建账套，借：在建工程———伊伊

教学楼工程 1 000；贷：银行存款———基建户存款 1 000。

3. 基建项目完工验收交付使用时，借：固定资产———伊伊

教学楼 1 000；贷：固定基金 1 000。同时结转基建工程支出。

假设当年收入中安排用于基建工程支出 200万元，如果

超过 200万元，则当年事业基金就会出现负数。对此也有两种

处理方法：淤单位不单独设立基建账套，借：事业支出 200；

贷：在建工程———伊伊教学楼工程 200，或：其他应收款———伊伊

教学楼工程 200，或：其他资产———伊伊教学楼工程 200。于单

位单独设立基建账套（两套账两套报表核算，即单位单独设立

基建账户，独立成套账，专门用于核算基建项目），借：结转自

筹基建———伊伊教学楼工程 200；贷：银行存款———基本户存

款 200。同时，借：银行存款———基建户存款 200；贷：在建工

程———伊伊教学楼工程200。

4. 归还本金时，借：借入款项———伊伊基建贷款 200；贷：

银行存款———基本户存款 200。或：借：借入款项———伊伊基建

贷款 200；贷：银行存款———基建户存款 200。

在这里，事业单位实际上没有购建这项资产的收入来源，

如果这 1 000万元支出全部进入当年支出，就会出现收不抵

支问题，事业基金就会出现“红字”。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人员

便根据自己的职业判断做出了各种各样的会计处理。

对于不单独设立基建账套的单位来说，无论怎么处理都

是挂在资产账上，待后续有了收入再将原来的基建支出列支。

事实上，在伊伊教学楼工程支出未核销完这段时间里，该资产

是虚增的。

对单独设立基建账套的单位来说，这时候未归还的借款

800万元在以后事业单位年度收入安排数中转入基建账户。

如前面例题中处理：基本账户上做：借：结转自筹基建———伊伊

教学楼工程 200；贷：银行存款———基本户存款 200。基建账户

上做：借：银行存款———基建存款 200；贷：在建工程 200。

从以上处理过程可以看出，无论如何处理，在没有收入安

排这项支出的这段时间里，会形成待核销基建支出，挂在了资

产账上，影响会计报表质量。

（二）

对以上会计处理，相关人士有以下看法：

1. 将待核销基建支出列入“经营支出”。理由是，经营结

余通常应当在年末转入结余分配，但如为亏损，则不予结转，

可以视为净资产减少，不虚增资产。

2. 基建专户单独核算，在无收入归还贷款前该账户不撤

销。理由是，两套账两套报表，不影响事业单位基本账户，从事

业单位基本账户角度来说，资产应该记也记了。

3. 参照事业单位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做

账。即：在确认“固定资产”的同时减少“在建工程”，不增加“固

定基金”，有收入来源能为支出埋单时确认“固定基金”，同时

增加“事业支出”。理由是，这样处理能真实地反映资产。

4. 在支付工程款时全额减少投资基金，借：事业基

金———投资基金（贷款基建）；贷：银行存款———基本户存款。

理由是，这样处理资产和事业基金都能得到真实反映。

5. 净资产类增设“待核销基建支出”一级科目，作为“固

定基金”的备抵。这样，会计核算关系清楚，会计报表中净资产

和资产总额都能得到真实反映。

（三）

对以上观点，笔者有以下看法：

观点 1，这项支出不属于经营支出，这样做显然是不对的。

观点 2，设两套账，与基本户分开，也是不对的。一个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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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现金持有量预测：新随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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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测模式

周转模式对现金收支比较均衡的企业适用。有的企业对

现金需求的变动较大，又有很强的随机性，则不便采用周转模

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个预测模式（也可以叫

做新随机模式），即根据对各个周期内现金需用量的预测值确

定各个周期最佳现金持有量的模式。由于各个周期的时间、

现金需用量都不确定，因此只能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预测、

计算。

日常零星开支对现钞的需求量比较稳定，可把它作为货

币资金的最低限额。

大宗开支需求量，包括购买原材料、支付电费、发放工资、

纳税等需要的现金，一般用银行转账支付，波动较大，可把它

作为周转性需用量，根据生产经营需用量确定。

某周期内最高现金持有量=日常零星开支需用量+大宗

开支需用量+保险储备需用量

某周期内最低现金持有量=保险储备需用量

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某小型企业日常零星开支平均每日需要现钞 1万元，

本月 7号纳税需要 2万元，10号发工资需要 10万元，15号支

付购料款需要 15万元，20号支付电费需要 4万元，25号偿还

银行贷款本息需要支付 3万元，其他开支预计需要 2万元，保

险储备量 4万元。30号才有销货现金流入，企业持有的现金

量要能维持到这一天。

那么，从 1号到 30号该企业要持有现金 70万元（1伊30+

2+10+15+4+3+2+4）。在这 30天内，第一天早上的现金持有

量最高，为 70万元，以后随着开支的发生逐渐减少，最后一天

的现金持有量最低，为 4万元（假设保险储备没有动用）。企业

最佳现金持有量区间是［70万元，4万元］，少于这个量就会

发生现金短缺风险。下次现金流入在第 50天，预计这 50 天

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管理需要现金 120万元，保险储备需要 5

万元，所以第二个周转期的最佳现金持有量区间为［125 万

元，5万元］。第三、第四个周转期的最佳现金持有量区间也都

如此确定。图像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以看出，各个周转期的时间、最高最低持有量都

不相同，具有随机性和不规则性，这正是它区别于周转模式的

地方。笔者走访了很多企业，它们都是这样确定现金持有量

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简便的方法。

主体，发生的经济业务都应如实反映，不得藏匿。

观点 3，如果参照融资租赁会计处理方法，会与融资租赁

业务的处理混淆。

观点 4，这项支出没有通过事业支出账户直接作为投资

基金减少，显然是不对的。这部分支出将来是要用单位收入来

弥补的，要收支相配比。

观点 5，以上面例题为例：淤支付工程款时，借：在建工

程———伊伊教学楼工程 1 000；贷：银行存款 1 000。于工程竣工

决算时，借：固定资产———伊伊教学楼 1 000；贷：固定基金 1 000。

同时，借：待核销基建支出———伊伊教学楼工程 1 000；贷：在建

工程———伊伊教学楼工程 1 000。盂第一年安排 200万元事业

收入归还本金，借：事业支出 200；贷：待核销基建支出———

伊伊教学楼工程 200。同时，借：借入款项———伊伊基建贷款

200；贷：银行存款 200。榆后续有收入安排这部分支出时，借：

事业支出 800；贷：待核销基建支出———伊伊教学楼工程 800。

同时，借：借入款项———伊伊基建贷款 800；贷：银行存款 800。

这样，第一年，因贷款增加资产 1 000 万元，增加负债

1 000万元，在年末又因用事业收入安排归还贷款 200万元，

使得负债减少 200万元，净资产增加 200万元。通过后续收入

安排归还剩余的 800万元后，最终净资产增加 1 000万元。会

计核算关系清楚，会计报表中净资产和资产总额都能得到真实

反映。这也是笔者观点。

综上所述，事业单位用负债资金购建固定资产的会计核

算因为没有明确规定，出现各种各样的处理方法，在会计报表

中反映为虚增资产、虚增净资产，影响会计报表的质量。事业

单位应有针对性地做出制度上的补充规定，使制度中规定不

明确的做法明确化、规范化。这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对进一

步加强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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