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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究竟哪一种更适合社会保险基

金，并没有绝对固定的标准。 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传统养

老保险制度采用的是现收现付模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

迅速到来，这种模式给企业和在职职工带来极大支付困难。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如一直沿用现收现付制

，到2030年养老支出和工资总额的比例将达到41.8%，这显然

是企业难以承受的。因此，自1993年起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模

式开始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模式转变。 以收付实现制为

基础的财务核算体系是适应于传统现收现付模式的一种制度

安排。而在部分积累模式下，这种仅仅注重资金的当期平衡

而不顾长期运筹的核算方式是显然不适合的。基金财务核算

制度必须随着基金模式的转变而不断变化、适应，否则就必

然产生矛盾与问题。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成为一种

必然趋势。 社保审计推动基金核算制度改革 有利于真实性审

计的深化 真实的财务信息既是社保审计的基础，也是社保审

计的工作目标之一。收付实现制核算制度的财务信息失真问

题，阻碍了真实性审计的深入开展，限制了审计经济监督职

能的发挥。为更好地履行审计职能，社保审计应一方面加大

对错误信息纠正、披露力度，另一方面对收付实现制核算体

系加以修正。 按照“明确目标，建立平台，健全队伍，以审

促法，以审促制”的社保审计工作思路，在目前社会保障制

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将主要注意力仅仅放在检



查现行政策规定的执行情况，而是要用审计的手段来揭露现

行制度的不合理与空白点，检讨现行政策的效应，引导社会

保障制度向健康、健全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深化审计工作

，提升审计质量的内在要求。社保基金财务核算制度作为社

会保障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国家审计应予以充分关注，并

不断推动制度本身的改革、完善。 有利于效益审计的实施 效

益审计是国家审计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保审计的未来趋势。

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基金财务制度，无法为效益评估提供

真实、完整的信息，使效益审计缺乏“真实性”基础。同时

，财务信息的不可比性也阻碍了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

立，降低了经济主体绩效评价的质量，从而制约了国家审计

经济评价职能和经济鉴证职能的发挥。着眼于效益审计在社

保审计工作中的有效实施，必须首先推动社保基金财务核算

基础的改革与完善。 有利于审计目标的实现 我国社会保障审

计三到五年的目标是要研究如何促进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

。社会保障审计要着眼于促进社会保障预算的建立，通过理

论探索和大胆实践，在三五年内构筑一个完整的社保审计平

台。促进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社保审计工

作指明了发展方向。但也由此衍生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财务核算基础是什么？是否适应于社会

保障资金运营模式特点？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如果以现

行收付实现制作为核算基础，所形成的社会保障预算的科学

性和预算约束力将很难保证。社保审计的平台将成“危势”

，社保审计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

社保基金财务核算基础的改革与完善，为促进社会保障预算

的建立夯实基础。 改革模式与路径的选择 社保基金核算基础



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并不是

唯一解决方案。实际上，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只是会计

核算基础的两种极端形式，在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模糊区间

。按照不同的趋向性，我们把它分为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和修

正的权责发生制。在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度。基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以修正

的收付实现制度作为改革模式，显然更为现实可行。 在改革

路径选择上，应采取分别不同资金性质，先部分、后整体的

循序渐进改革方式。先以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核算改革为重点

（可考虑先以养老保险基金核算改革作试点），针对不同险

种基金运行特点，采取综合性的改革方案。随着制度环境的

改善和政府会计改革的推进，将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

金逐步纳入改革范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