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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基金执行<社会保险基

金会计制度>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了规范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机关事业单位职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职业年金基金）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国办发〔2015〕18 号）和《社会保

险基金会计制度》（财会〔2017〕28 号）,结合《职业年金

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6〕92 号）等规定，研

究起草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基金执行<社会保险

基金会计制度>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6 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 号）、国办发〔2015〕

18 号文件建立职业年金基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相关要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我部印发了《职业年金基金管理

暂行办法》，规范了职业年金基金运行的基本模式和相关主

体的职责，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职业年金基金财务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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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

对职业年金基金的会计核算需求，我们自 2016 年起研究解

决职业年金基金会计核算问题，因各方对委托投资等核算范

围方面的问题分歧较大，所以未专门针对职业年金基金出台

制度。与此同时，我部于 2017 年印发了《社会保险基金会

计制度》（财会〔2017〕28 号），统一规范了各类社会保险

基金的会计处理，并在实施范围中规定，经办机构经办的其

他各类社会保险基金的会计核算，参照本制度执行。按此规

定，各级经办机构自 2017 年以来主要参照《社会保险基金

会计制度》中有关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会计处理规定对职业年金基金进行

会计核算。

在职业年金基金建立初期，《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

基本能够满足职业年金基金的会计核算需要。但随着近年来

职业年金基金规模和投入投资运营阶段资金规模的大幅增

长，以及基金相关管理制度的调整和完善，职业年金基金与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业务上的差异日益凸显，《社会保险基金

会计制度》在很多方面无法满足职业年金基金的核算需要，

尤其是以下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关于职业年金基金全流程核算问题。与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不同的是，职业年金基金由代理人委托投资后，资金

不再回到代理人的归集账户，待遇发放环节由受托人具体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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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因此，各地经办机构无法参照《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

进行会计处理，很多地区在职业年金基金委托投资时直接列

支出，造成基金的账面结余远低于实际金额。目前各方对全

流程核算基本达成共识，亟需对职业年金基金全流程的会计

处理予以规范。

二是关于记账方式下的收入确认问题。按照国办发

〔2015〕18 号文件有关规定，全额财政供款单位的单位缴费

部分采用记账方式进行累积，只有在参保人员退休或离职时

才记实缴纳本金及利息。因《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未对

此进行规范，实务中也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亟需对记

账方式下的会计处理进行规范。

三是关于市县级经办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中市县级经办机构向上级基金归集资金后，后续还负

责收回投资本金及收益、向参保人员发放待遇等业务，相关

委托投资金额通过“暂付款”、“暂收款”等往来科目核算。

而在职业年金基金的运营过程中，市县级经办机构仅负责资

金的收缴和向上归集，不涉及委托投资和待遇发放等业务，

无法直接参照《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进行会计处理，因

此亟需对市县级经办机构的相关业务会计处理予以明确。

四是关于资金账户问题。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

度》，其他各类社保基金应当开设财政专户、收入户和支出

户等资金账户，并设置相应的资金类会计科目进行核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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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年金基金按规定应当开设归集账户进行资金管理，且

《职业年金基金归集账户管理暂行办法》（人社厅发〔2017〕

110 号）对账户设置、账户收支权限等作出规范。因此，各

级经办机构无法参照《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

算，亟需增设相关资金类会计科目，对资金业务的相关会计

处理予以明确。

鉴于此，我们自 2019 年启动了职业年金基金会计处理

规定的研究制定工作。

二、起草过程

截至目前，《规定》的起草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

（一）调查研究阶段。2019 年下半年，我们对职业年金

基金建立以来的法规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并召集有关方面进

行座谈，初步了解各方需求和意见。2020 年上半年，我们在

前期工作基础上对职业年金基金各环节的业务特点进行了

深入研究，并对部分地区经办机构核算现状进行了调研，对

现存问题进行全面摸底。

（二）形成讨论稿阶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针

对职业年金基金业务特点，总结提炼出需要进一步规范的关

键会计问题，并结合核算现状，于 2020 年底形成了讨论稿。

（三）形成征求意见稿阶段。2021 年以来，我们就讨论

稿小范围征求了专家意见，进一步就体例结构、重点问题等

向有关方面进行调研和咨询，并与社保基金主管部门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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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沟通后，对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于 2021 年 4 月形

成了征求意见稿，按会计标准制定相关程序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内容：

（一）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该部分主要明确了《规定》

适用于各级经办机构经办的职业年金基金，且以《社会保险

基金会计制度》为基准会计制度。

（二）会计科目设置及其使用说明。该部分主要明确了

《规定》增设的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

（三）主要业务和事项的会计处理规定。该部分主要对

职业年金基金无法参照《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执行的六

类业务和事项会计处理作出规范。

（四）财务报表及编制说明。该部分主要规范职业年金

基金的资产负债表和收支表的列报项目和编制说明，同时对

报表附注披露事项作出规范。

（五）附则。该部分主要规范经办机构首次执行《规定》

时的新旧衔接会计处理和生效日期。

（六）附录。该部分包括财务报表格式、主要业务和事

项账务处理示例。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规定》的体例结构。

《规定》在体例结构上，不是一套完全独立完整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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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基于《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针对职业年金基金会

计核算的特殊会计处理作出规定。

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精简文件内容的需要，《规定》

大幅精简了文件内容，避免了与社保基金会计制度的简单重

复。二是保证《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统一性的需要，《规

定》强调职业年金基金执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的基

本原则，保证了社保基金相关会计制度的统一性。

（二）关于全流程核算。

《规定》要求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应当对职业年金基金

进行全流程核算，即经办机构通过“委托投资”科目，对资

金划拨至受托户后的各环节进行会计核算。

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履行管理

职责的需要。人社部发〔2016〕92 号文件指出，代理人应当

监督职业年金计划管理情况，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全流程核

算能够为履行管理职责提供支撑。二是满足决算编报的相关

政策要求。按照社保基金决算编报相关规定，中央和省级经

办机构在委托投资时不得列支。

（三）关于采用记账方式累积单位缴费的会计处理。

《规定》采用按照收付实现制确认收入的思路，即在采

用记账方式进行单位缴费累积的，在资金尚未拨付记实前设

备查簿登记本金和利息，不做会计处理。在相关款项记实时，

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确认社会保险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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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与《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

的核算基础保持一致，制度总说明中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

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规定》以《社会保险基

金会计制度》为基准制度，在收入确认基础上保持一致。二

是避免对政府债务管理产生负面影响，若职业年金基金按照

按照权责发生制按期确认收入和应收款项，参保的机关事业

单位或同级财政相应应确认等额债务，对政府债务管理产生

负面影响。

（四）关于市县级经办机构的会计处理。

根据《规定》，市县级经办机构应当在向上级基金归集

资金时确认上解上级支出，不再确认后续环节的各类投资收

益或损失、待遇支出等。相应的，上级经办机构应当在收到

市县级经办机构的归集资金时确认下级上解收入。

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根据人社部发〔2016〕92 号文件相

关规定，市县级经办机构仅承担着职业年金基金的收缴、向

上级基金归集资金职责，后续委托投资、待遇发放等环节由

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完成。因此，相关资金归集业务由各级

经办机构直接确认收支，更加符合基金管理的政策安排和现

实需要。

（五）关于账户转移的核算主体和相关账户。

根据《规定》，参保对象进行账户转出时，由中央和省

级经办机构确认转移支出；账户转入时，由负责资金收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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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经办机构确认转移收入。

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人社厅发〔2017〕110 号文件对职

业年金基金的账户设置、账户收支权限等进行了规范，账户

转移时的资金转出只能由中央和省级经办机构下达支付指

令，经受托户划出。因此，有关账户转移的会计处理规定应

当与相关账户管理规定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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