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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高等学校会计科目的设计

廖 洪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高等

学校后勤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在后勤

改革中，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也是必须 注意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目前执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在个别方面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本文拟就会计科

目设计提出个人的看法，就 教 于 广 大高校财 务工作

者。

长期以来， 高等学校在会计核算方面 采 用的是现

金收付制，它是以收入和费用是否 在本会计期间实际

收到和付出货币资金为标准来处理会计事项，而不管

收入和费用是否应 该 计 入 本 期的 一种会 计 处 理 方

法，简而言之，就是不核算应收应付事项。反映在会

计科目设置上，也不设计应收应付 类科目。这种会计

处理方法基本上适合行政、 事业单位的会 计核算。但

是随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学 生结构的变化、

对外科技服务的增加，学校与社会联系大大加强了，

经济业务的种类比以前多了，尤其是 “应 收”款事项

不仅常有发生，而且将会日益增多。例如：学校招收

专修科学生按规定应收学杂费；与单位签订代培学生

合同，规定单位付款；按照中央 有 关规定，招收的函

授生、夜大生也应由学生所在工作单 位交付学费，等

等。这类经济业务如果还象目前这样，只在实际收到

收入时才在帐上反映，势必不能及时、完 整、正确地反

映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甚至帐目 不 清。例如今年应

收专修科学生学杂费 7 万元，实收 5 万元，分录为：

收：其他存款 5 万元

收：其他暂存款 5 万元

实际尚欠的 2 万元从帐上看不出来。为了弥补 这一缺

点，目前会计不得不另设辅助登记簿 来登记应收、已

收的款项，否则就不知道还有多少钱未收回。

笔者认为.对此类应收 款 经济业务，应增设会计

科目来处理，而不受现金收付制的限 制。在预算内科

目中，增设“应收款”科目（资金占用类）和“函授

学费收入”科目（资金来源类），在预算外科目中增

设 “其他应收款”科目（资金占用类）和 “干训代培

收入”科目（资金来源类），则可直接从这些科目中

反映出应收数、 实收数、余额数。会计分录如下：

①根据教务处提供的实际招收的专修科学生数及

接收代培生、旁听生的合同，记：

收：干训代培收入

付：其他应收款——干训费（代培费、旁听费）

②收到干训费、代培费、旁听费时，记：

收：其他存款

收：其他暂存款——干训费（代培费、旁听费）

同时作转帐分录：

收：其他应收款——干训费（代培费、旁听费）

付：干训代培收入

可见，“其他应收款”付方期末余额与“干训代

培收入”收方期末余额是相等的，都表示尚未收到的

干训、 代培及旁听费，应积极催收。为了反映这些费

用的详细资料， “其他应收款”科目还应按专业、班

级设立明细科目。当应收费用全部收到后，此二科目

即无余额，所收的款项也全部转入 “其他暂存款”科

目。

③根据函授干训处提供的各函授站实招学生人数

资料，记：

收：函授学费收入

付：应收款——函授学费

④收到函授站交来的学费，记：

收：经费存款

收：经费暂存——函授费

同时作转帐分录：

收：应收款——函授学费

付：函授学费收入

平时发生的函授费支出均在“经费暂存——函授

费”科目付方反映，这个科目的收方余额年末应转下

年度继续使 用。

目前，由于某些主管部门 对 下 属 高等院校采用

“综合定额加专项”的拨款办法，将预算内某些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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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款形式拨给所属院校，例如离退 休人员费用、 外

籍专家费用、 现代化设备购置费等等，这些费用应专

款专用，不得挤占或挪作其他各项教育事业费，但目

前拨入这些费用时在会计处理上并未单独设立帐户反

映，使用结果是超支还是节 约 也 不能 直 接从帐上看

出，因而也不便于这些专 项费用的管理和控制。为了

一目了然地反映专项拨款的收、 支、结余情 况，似应

增设一个 “拨入专项 费 用”总 帐 科 目，或者 在现行

“拨入经费” 科目 下 设 置 “综 合 定额” 和 “专项费

用” 两个明细科目，前者登记拨入的综合定 额数， 后

者登记拨入的专项费用。拨入专项费 用时记：

收：拨入专项费用（或 “拨入经费——专 项 费用”）

收：经费限额（或经费存款）

报销时记：

付：拨入专项费用（或 “拨入经费——专 项费 用”）

付：经费限额（经费存款）

如果是先暂付后报销的，可以通过 “经费暂付”

科目处理，报销时再冲平 “经费暂 付”，转入 “拨入

专项费用” 科目，这样核算，就使各项专 项费用的拨

入、使用不再通过 “经费支出”科目处理，保持“经

费支出”科目只核算拨入的 综 合 定额部 分的经费开

支，以便更好地反映和控制专款的拨 入、使用和结余

情况。各项专款年末 如有结 余，应允 许 转下年使用

（抵减下年度的专项拨款预算），如 发生超支，经查

明原因后，或由上级在本年度拨补，或由单位的预算

外生产发展基金中弥补（指设备部分）。对各项专款

也应另设明细科目加以控制。

学术研究

西 式 复 式 簿 记 溯 源

文 硕

会计史学上关于复式簿记起源于何时何地这一问

题，多少年来，-直为人们所瞩目。由于史迹罕见、

年代荒远，文献记载也语焉不详，簿记史学家们曾围

绕它展开过一次又一次鼎沸而严肃的争论。有的认为

复式簿记最早发轫于古代的美索不达 米亚①；也有的

认为导源于西班牙②；南朝鲜檀国大学教授尹根镐则

认为起源于高丽时代 的朝鲜半岛③；意大利的D 。穆

拉伊（D ·M urray）和P · 卡兹（P·K a ts）认为起

源于古代罗马④；此外还有人认为起源于中世纪的意

大利⑤。众说纷云、莫衷一是。那么，复式 簿记究竟

最早导源于哪一时代、 哪一国家呢？尽管该问题情况

复杂、 阐发不易，但并不是杳不可考的。下面拟从分

析与现代借贷记帐法有着直 接渊 源关系的古罗马起源

说和中世纪意大利起源说出发， 对复式 簿记的起源作

一些粗浅的探讨。

我们知道， 坚持意大利起源说的簿记史学 家们在

认为西式复式簿记起源于中世纪 意大利经济社会的发

展之中这一点上是趋于一 致的，但具体 到诞 生于何

时、何地，又发生了观点分歧。F ·贝斯塔（F · Besta）

及其学派主张热那亚起源说，他们认 为复式簿记萌芽

于1340年热那亚市政厅的财 务官（M assari）的帐簿

中，然后逐渐传播到米兰、 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

利商业中心城市，其论据是财务官的这套帐簿已可以

通过人名帐户、 物名帐户和损益帐户 在营业和决算中

左右对照地进行借贷复式记录。T·泽布（T · Zerb）
及其学派主张伦巴底起源说，认为复式帐法起源于卡

塔伦尼商 会 的 总帐（1395年～1398年）中， 其 论据

是：该套总帐可以通过人名、 物名、 损益、 资本诸帐

户在整个营业和决算中左右对照 地进行复式记录，并

认为，左右对照的帐户形式的存在，乃 是西式复式簿

记的本质条件，没有它，复式簿 记 是不会直接成长起

来的；F · 梅利斯（F ·M elis）  及其学 派 主张从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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