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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过程不仅是长期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提炼，也是对非营利组织以及医院财务与会计法规
与实践的再学习，主要特点在于：
　　(1)注重对医院相关法规的系统整理，以此作为理解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安排的法规基础。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通过官方网站及其他渠道，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医院的经济管理制度，特
别是自2009年以来的医疗体制改革的相关法规政策，为深入理解与诠释新的医院财务与会计法规制度
，提供了制度基础。

　　(2)注重对医院财务与会计实践的深入调查，以此作为理解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实施路径方法的实践
基础。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收集整理了国内部分医院的财务会计数据(包括经济活动分析数据)，实地调查
了个别医院经济管理、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特别是成本核算与管理)的现状，为深入理解与诠释新的
医院会计制度具体实施，提供了实践基础。

　　(3)注重对医院财务与会计基本理论的深入学习，以此作为理解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制定依据的理论
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21世纪以来，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会计准体系的构建取得了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实质
性成果。
2007年以来国家大力推进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医院财务、会计、审计法规制度的出台正是
其中的重要成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以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为基础，探究医院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
为深入理解与诠释新的医院会计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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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医疗机构与医院的设立
　第二节　医院财务会计的概述
　第三节　医院财务会计制度
　第四节　会计科目与财务报告
第二章　货币资金的核算
　第一节　库存现金
　第二节　银行存款
　第三节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第四节　其他货币资金
第三章　应收款项及预付款项
　第一节　财政应返还额度
　第二节　应收医疗款项
　第三节　预付账款
　第四节　其他应收款
　第五节　应收款项减值
第四章　存货
　第一节　存货概述
　第二节　库存物资的核算
　第三节　在加工物资的核算
第五章　　固定资产与基本建设工程
　第一节　固定资产概述
　第二节　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第三节　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第四节　固定资产的处置与清查
　第五节　基本建设工程
第六章　无形资产
　第一节　无形资产概述
　第二节　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第三节　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第四节　无形资产的处置
第七章　投资
　第一节　投资概述
　第二节　短期投资
　第三节　长期股权投资
　第四节　长期债权投资
第八章　负债
　第一节　负债概述
　第二节　流动负债
　第三节　长期负债
第九章　净资产
　第一节　净资产概述
　第二节　事业基金
　第三节　专用基金
　第四节　待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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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财政补助结余与科教项目结余
　第六节　本期结余与结余分配
第十章　收入、费用
　第一节　收入的核算
　第二节　费用的核算
第十一章　成本核算
　⋯⋯
第十二章　财务报告
附录
相关法规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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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科目作为医疗业务成本、医疗成本的初始汇集。
成本核算依据原始凭证及会计核算的“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账户信息，再作进一步的归集
整理。
　　（2）“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教项目支出”科目汇集所构建的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支出
。
并依此为线索，自“待冲基金”科目的记录中跟踪获取此范围下的固定资产折旧与无形资产摊销的发
生。
　　2.依据成本核算对象与范围，设置成本核算核心科目　　为满足成本核算的需要，医院应当以成
本核算对象、分别成本核算的层级，设置成本核算的核心科目。
　　（1）区别成本核算对象的核算科目。
包括科室成本、诊次成本、床日成本、服务项目成本、病种成本。
如：设置“科室成本”科目，其下按照科室的类别分设行政管理、医辅科室、医技科室、临床科室二
级科目，各类科室下在进一步按照具体科室设置三级科目等。
　　（2）区别成本核算范围的核算科目。
包括医疗业务成本、医疗成本、医疗全成本、医院全成本等。
如：设置“医疗业务成本”科目，其下按照各类科室、各个科室设置二级与三级科目等。
　　3.依据成本项目与成本构成设置多栏式成本明细账（或成本计算单）　　对成本核算的核心科目
的明细账，还需进一步设置多栏式成本明细账（或成本计算单），反映成本的构成情况。
　　（1）分别成本项目的多栏式成本明细账。
区别医疗业务成本、医疗成本、医疗全成本、医院全成本，各自的成本项目不同，应分别开设相应的
明细账，反映成本的构成。
　　（2）分别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全成本的多栏式成本明细账。
主要针对科室成本核算，应分别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全成本开设明细账，反映成本的构成。
　　核心科目设置中区别成本核算范围的核算科目的设置与使用，也可以采取通过设置多栏式成本明
细账（或成本计算单）的形式完成。
　　4.依据成本核算对原始数据采集的需要设置相应的备查簿　　为满足成本核算的需要，对各类成
本核基础数据的采集工作量大，数据种类繁多，路径各异（见以下的相关分析），为此可以采用备查
簿的形式完成。
因此，备查簿是成本核算账户体系的重要组成。
　　综上，我们认为，医院成本核算的账户体系由初始科目、核心科目、多栏式明细账、备查簿构成
。
四、成本核算基础数据采集的路径收集原始数据是成本核算的初始。
科学规范的数据收集的路径是保证数据完整、可靠的基础。
成本核算的数据主要包括耗费数据、收入数据与服务量数据。
　　（一）耗费数据　　1.人员经费　　应按支出明细项目、成本核算分期和权责发生制采集到担任
相应角色的人员。
其中，工资津贴、绩效工资按计提发放项目采集到个人；社会保障缴费按养老、医疗保险等项目采集
到个人；住房公积金按实际发生数采集到个人。
对在同一成本核算期间内服务于多个核算单元的多重角色人员，应根据其实际出勤情况将其人员经费
分摊到相应的核算单元。
　　2.卫生材料消耗　　应根据重要性原则，建立二级库房卫生材料管理制度，分别按计价收费与非
计价收费、可计量与不可计量、高值与低值、植人人体与非植人人体、门诊与住院、一次性使用与可
循环使用等因素对卫生材料进行分类核算，优先选择个别计价法，按单品种卫生材料采购成本和二级
库房实际用量归集各科室的卫生材料成本。
　　3.药品消耗　　以“临床开单、药房发药”信息为基础，分别按计价收费与非计价收费、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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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与中草药、门诊用药与住院用药，医保病人与非医保病人等因素对药品进行分类核算，优先选
择个别计价法采集各成本核算期间单品种药品的采购成本。
　　4.固定资产折旧　　医院应按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标准和折旧年限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按成
本核算期间、固定资产类别和品种将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到每一个成本核算单元，房屋折旧按科室占用
面积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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