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研究
实行有偿服务成
本核算之浅见

陆祖才

近年来，不少行政事业单位贯彻“开放搞活”方

针，利用自身人员、技术、信息、设备等优势，广泛

开展以有偿服务为主的 创收活动，对缓解资金紧张矛

盾，促进各项事业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

有偿服务成本核算及管理工作没有相应跟上，也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定价依据不足，收费标准混乱。由于没有完整

的有偿服务成本资料可参考，不少服务项目的收费标

准是凭估计制定的，致使有偿服务收费标 准混乱，漫

天要价严重。

2.盈亏核算不清，损失浪费严重。有些单 位在有

偿服务中不计成本，不 讲核 算，盲目 投资金、铺摊

子、上项目，有的甚至分文没收就已夭折，给国家造

成了很大损失。

3.成本范围不明，消费基金失 控。由于没对有偿

服务项目制定具体的成本开支范围，一些单位在创收

时，不仅没有将应由服务项目分摊的费用摊入成本，

而且还把服务中直接 发生的费用 挤入行 政事业费开

支，人为扩大服务净收入，把所得服务收入当成自己

随意支配的小家当，既增加了财政负担，扩大了消费

基金，又助长了不正 之风。

由此可见，实行有偿服务成本核算，对正确反映

服务价值耗费，减少损失，提高效益，合理制定服务价

格，加强有偿服务收入管理，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保

证有偿服务工作健康顺 利发 展，非常 必 要，势在必

行。

二

实行有偿服务成本核算，首先必须明确成本开支

范围。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有偿服务工作开展不久，目

前还没有成本开支范围的

具体规定。根据权责发生

制的原则，参考企业相近

项目的成本开支范围，行

政事业单位有偿服务成本

开支范围应有以下儿个方

面：

1.有偿服务过程中直

接发生的材料、低值易耗

品、燃料动力、书刊资料

（指技术培训等大量使用

的书刊资料）的原价和相

应的包装运输费等；

2.直接从事有偿服务人员的工 资、 福利费 和工会

经费等；

3.有偿服务过程中直接发生的办公费、 旅差费、

邮电费、广告费、劳保用品费、合同公证费、 财 产保

险费，技术转让费等；

4.有偿服务使用的固定资产折旧费 和修理费：

5.有偿服务借款利息支出和单位 垫付资金的资金

占用费支出；

6.应分摊的管理费及其它应 列入服 务成 本 的费

用。

上述成本开支范围的指导思想是，按完全成本法

和企业化管理的原则把该计入服务成本的全部资金耗

费都列入成本，以正确反映有偿服务中的价 值耗费，

加强有偿服务成本管理。

其次，应根据不同服务项目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成本

费用的分配和归集方法.对与本单位 主要业 务有紧密

联系，所发生的费用很难分开的服务项目，如技术培

训、技术咨询，计划外招生等宜采用人均费用分 摊法

分配和归集成本费用；对主要利用单位设备、仪器的

空闲时间与用户提供加工、 修理、 设计、 检验等服务

的项目，宜使用时间比例法分配和归集 成本费用；对

与本单位主要业务无直接联系，相对独立 开业，能分

清费用耗费的项目宜采用直接耗费计入 法归 集成本费

用。

三

实行有偿服务成本核算，是一项新的工作，且目

前有偿服务又具有种类多，项目杂等特点， 又无 现成

的有偿服务成本管 理和核算办 法可参 考，有一定难

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抓好这项工作。
1.领导机关要重视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上下

齐抓共管。除了开展这项工作的 单位要配备专职或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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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财会人员，单独设帐核算有偿服务成本 ，定 期向

有关部门报送成本报 表 外，财 政、银 行、工 商、物

价、单位主管部门等还要齐抓 共管，相互配合、协同

作战，才能抓出成效。

2.要制定管理办法， 尽快贯彻实施。为使有 偿服

务成本核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逐 步使有偿服务成

本核算走上制度化，正规化，避免出现各行其是，口

径各异，不便管理等偏差，财政和主管为部门要尽快

制定出有偿服务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办 法，并及时付

诸实施，以保证有偿服务成本核算的顺利 推行。

3.要配套过硬措施， 实行四 个挂钩。为促使各单

位尽快实行有偿服务成 本核 算，可 考虑 实行四个挂

钩：即把有偿服务成本核算与核发营业执照挂钩，把

成本核算作为核发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把有偿服务

成本核算与发放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挂钩，没实行

成本核算的不发收费许可证；把有偿服务成本核算与

会计达标升级挂钩， 成本 核算 不合 格的不 能达标升

级；把有偿服务成本核算与单位 奖金挂钩，不实行成

本核算就不准许从服务收入中提取和发放奖金.
4.要抓好会计培训，提高核算水平，以适应 全面

推行有偿服务成本核算，加强服务成本管理的需要。

财会动态
简讯  

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

（本刊记者）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国 务院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

办公室于 8 月20日至24日 在 哈 尔 滨市召开了全国税

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工作会议。

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主任迟海滨同

志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几年 来大检查所取得的成绩，

并提出今年的大检查要正 确处理四个关系：一、大检

查同治理整顿的 关 系；二、大检查中坚持原则和区别

对待的关系；三、检查与整改的关系；四、大检查同

各级职能部门日常监督检查的关系。对今 年大检查的

具体政策和方法问题，迟海滨同志提出了六点意见：

第一、 在大检查中对于涉 及人的处理问题，要抓住重

点，着重惩处那些严重违纪违法者，特别是大案要案，

一定要追究领导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第二、关于委

托地方检查中央单位的工作中，一是继 续执行按已交

违纪收入给地方财政分成20% 的 政策。但此项分成款

都要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发展农业。二是委

托地方检查中央单位的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

组织地进行。三是在大检查期间，地方税收、物价部

门按照税收、 物价管理权限对中央单位各项税收、物

价的日常征管工作，仍应照常进行。第三，在今年的

大检查中对 “小金库”的问题要认真清理和检查，在

处理上要严于去年的规定。第四，在今年的大检查中，

要采取多种形式，更广泛地吸收和邀 请人大、政协和

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大检查工作。第五，要加强对检查

人员的纪律教育，凡发现检查人员有违反纪律的，一

定要抓紧清查，严肃处理。第六，各级大检查办公室

必须有固定的机构、固定的人员。

国家税务局副局长陈景新、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王

家兴，审计署综合司司长蔡克儒在会上分别就税收、

物价检查及审计工作的具体政策和方法做了说明和部

署。

在会议结束时迟海滨同志 指出，要使广大检查人

员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充分认识到，缓解企业困难，要

把功夫下在提高自身素质和应变能力上，通过正当途

径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不能因为困难就违反财经纪

律，也不能因为困难就放松检查。应当补交的违纪款

项一定要如数上交，少数确有困难的停工待工企业需

要缓期交款的，要严格审查。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在会 上 做 了 书 面发

言，要求大家振奋精神， 再 接 再厉 ， 为搞好今年的大

检查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祖 国 万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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