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 所授予的权 益工 具的公 允价值时，

主体应 当 在最初取得有关商品 或对方

提供服 务时，即后 续在每一个报告 日

以 及最终结算日 ，以 内在价值计量权

益工具， 并将内在价值的任何 变化确

认 为损益。

第四 ，国际 财 务报告 准 则对所授

予权 益工具的条款和 条 件的 变更， 包

括取 消和结 算均做 出 了规 定 ， 而我国

没有相应的规 定。国际财 务报告 准 则

规 定：主体对于所授予的权 益工具的

条款和 条件可以作出 变更。例如，主体

可 能降低授予雇 员的期权的行权价格

（如 对期权重定价），这将使期权的公允

价值上升。主体应确认 导致以 股份为

基础的支付安排的公 允 价值总额提 高

或者是对雇 员有利的 变更的影响。而

对于主体在给 予期间取 消所授予的权

益工 具 或对所授 予的权 益工 具进行结

算（因 未满足给 予 条件而取 消的授予除

外）时， 国际财务报告 准 则规 定主体对

于取 消 或结 算应作为加 速给 予 处理 ，

对取 消或结 算授 予时支付给雇 员的任

何款项 作为权 益回 购处理 ， 支付金额

超过所授 予权 益工 具 在回 购 日 的公 允

价值的部分应确认为费 用 ， 等 等。

第五 ， 我国的 企业会计准 则和 国

际财 务报告 准 则都规 定 了对权 益工 具

的数量和行权价格等 信息的披 露 ， 而

国际 财务报告 准 则 对披露的要求更为

详细。对于权益工 具的公允价值 ，我国

的企业会计 准 则要求企业披 露其确定

方法。相比 之下 ，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的

要求 更 为详细 ，要求主体披露确 定期

权 公允价值所 采 用的期权 定价模型和

对该模型输入 变量、 预 计波动率等方

面 的信息 ， 而 且 对于主体直接 计量本

期取 得的商品 或服 务的公 允价 值 ， 主

体应披 露该公 允 价值是如 何确 定的信

息， 这一点在我国的 企业 会 计 准 则 中

没有要求。对于影响主体 当期 财 务状

况和 经营成果的信息，我国 企业会 计

准 则和国际 财 务报告 准 则都要求披 露

当期的费用 总额 ， 但是我国的 企业会

计 准 则 中还要 求披 露以 股份 为基础的

支付 交易所 产 生的 负债。

（作者单位 ： 首都经济贸 易 大 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张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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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会计核算基础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周建共

（一）高校会计核算基础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
1
、 债权资产核算问题。在收付实

现制核算基础下，高校的资产核算内

容并不 完整。实际工作中仅核算收付

已经 发生、 能够入账的债权资产部分，

而 对于收付尚 未发生、 但实质上已有

了入账依据的债权资产 则 未登记入账。

例如 ， 针对不 少 高校 学 费 欠交比 例较

高的问题，按照目前的会计制度，学生

欠 交的 学 费 、 住 宿 费只 在辅 助 账中登

记，没有在账 面 中反映其债权 资产 ，即

未记入应收款 科目 中，从而 不 能从账

面 中如 实反映。高校在购 买物 资过程

当 中， 也存在着债权核算不 实的问题。

2、 负债核算问题。与债权资产一

样，高校 目 前财务报告 中存在着负债

信息披 露不 全 面的缺陷。例如 ，对银行

借款 ， 企业应预提利息计入 当期费 用，

而 高校 对 整 个债 务的核算，都是按 照

当年的实际 支出 数来列 支的，并没有

考虑每年应承担 多少债 务。

3、 收 入与 费 用配比问题。高校所

有非现金 交易不作为收 入、 支出核算，

也不 区 分资本性 支出和费 用 支出 ，导

致收 入 与 费用 不 配比 ， 资产 负债表和

收 支结 余表不 完整， 从而 不 能 全 面揭

示 高校绩效的 全貌。

4、 固定资产折旧 问题。高校的固

定资 产 多为上 级拨款 购建的 ，而 现行

的教 育 事业会计制度 采 用的是收付实

现制，从而 规 定对其不 计提 固 定资产

折旧 ， 编制的资产 负债表是按 照 账 面

原 价来反映的。由 于存在着有形损耗

和 无形 损耗 ， 高校现存固 定资产 中有

一部 分实 际 价值 与 账 面 价值 不一致，

从而 造成部 分高校一味地追求固 定资

产的 购建规 模 ，却很 少计算固 定资产

利 用的效率。

（二）改进建议

1
、 在债权资产核算基础方 面，高

校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应收未收 等会计

核算业 务 ，应在账 面 中及时反映其债

权资产数额。例如 ，对于应收的学生欠

交学 费可以使 用“应收账款”科目进行

核算，并按一定比 例提取坏账准备。

2、 在负债核算基础方 面 ，对于高

校 在业 务往 来中产 生的 负债，比 如 对

于基建业 务中 欠付的工 程款 ， 可以 在

工 程 完工 、 建筑达到 了预 计可使 用状

态 时， 根据 有 关资料预 估 造价转入固

定资产和 固 定基金，同 时根据 入账的

固 定资 产 数 与已付工 程款的差 额记入

“应付账款——应付工 程款” 中。对于

银行借款 发生的利息支出 事项 ， 则应

按 照权责 发生制核算基础 分期预提利

息支出 ，计入 “预提 费 用”科目中，并

在报 表附注中予以披 露。

3 、 在收 入 与 费 用核算基础方 面 ，

可以按照 “成本-效益”理论 ，建立一

整套收 入 、支出 与 效益评估体 系，以 正

确反映各个会计期间所实现的收 入 和

应 负担 的费用 ， 使高校的 业绩 更 加 透

明 化 ，从而 有利 于信息使 用 者评价其

履行职 能的状况及工作效率。

4、 在固 定资产核算基础方 面 ， 笔

者建议 对高校固 定资产的 购 置成 本予

以 资 本化 ， 并按权 责 发 生制核 算基础

和持续经 营的假设通过 分期提取折旧

的方法予以 确认和 计量。可 考虑设置

“ 累计折旧 ”科目 ，作为“固定资产”的

备抵科目 ，并在资产 负债表中的“固定

资产”项 目 反映固 定资产 净值，以 此 了

解固 定资 产的损耗程度、 现 有的生产

能 力 及使用效率。

（作者单位 ：大连职 业技 术学院 财务处）

责任 编辑  刘 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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