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0 0976 

政府会计制度下
高校会计核算模式再造的思考

对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的一种方式，

通过设置预算项与项目大类、会计科

目、经济科目关系，可以对项目进行

预算控制和统计查询。高校可根据不

同的控制内容构建不同的预算模板，

预算模板中收入预算项关联收入及净

资产科目，支出预算项关联应收、预

付、费用及经济科目。旨在反映预算

控制与执行，反映项目执行和余额。

4.资金来源标准化。是指对高校

各类经费的经费性质、资金性质和

功能分类进行划分并标准化。资金来

源的基本信息包括来源代码、来源名

称、拨款文号以及预算类型、经费性

质、资金性质和账户类型等，是资金

来源最基本的反映。一个财务项目可

关联多个资金来源，如一个项目可能

会使用财政基本经费的财政拨款收

入，也可能会使用财政专户资金的事

业收入。其主要目的是自动生成预算

会计各类资金的结转结余金额，满足

财政管理、预决算管理、决策信息提

供等需要。

5.对方单位信息标准化。指对供

应商、客户管理的相关信息进行标

准化，包括按不同类别设置债权债务

人、经济事项内容、金额、时间、核

销代码等。标准债权债务人信息主要

应用于应收/预付、预收/应付、收

入、费用，以满足坏账准备计提数据

的获取以及财务报表附注披露，合并

财务报表信息需求。

（二）成本核算再造

高校会计核算模式再造，是指对

传统会计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归

并、组合，并将重组后的会计业务流

程用先进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再造，以

加强财务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全面

实现学校总体发展目标，建立起科学

的财务组织结构和高效的会计业务

流程。

（一）流程标准化再造

1.科目体系标准化。是指构建由

财务会计、预算会计、支出经济分类

科目（以下简称经济科目）组成的科

目标准化体系。具体包括财务会计科

目、预算会计科目关联相应的项目

大类、经济科目；财务会计的收入、

费用、预收/预付、应收/应付账款

科目设置收支类型。旨在以“经济科

目”“收支类型”“项目核算”为桥梁，

构建财务会计、预算会计内在联结关

系，为财务会计触发自动生成预算会

计奠定基础。

2.项目体系标准化。指构建由项

目大类、具体项目组成的项目标准

化体系。具体包括按经费性质设置项

目大类，规范每一大类的会计科目使

用；项目大类关联会计科目、预算模

板；新增设固定资产、应交税费、应

付职工薪酬等归集项目。旨在建立项

目与科目、项目与预算管理内在关

系，系统自动生成项目的收支余情

况，以满足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不同

的信息需求。

3.预算模板标准化。预算模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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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成本核算再造，是指搭建以

学校内各部门为单位的成本中心，并

通过对这些中心的资金投入和各项

费用的收集、归集、整理、存储、加

工，建立起“成本要素是全面的，成

本分摊路径是清晰且可修正的，成本

测算和投入依据是客观且充分的”成

本核算系统，最终计算出高校各项教

学、科研活动的投入产出以及各部门

成本产出的成本中心核算模型。

要实现高校成本核算再造，关键

在于确定成本核算总原则、成本中心、

核算方法、科目设置、直接费用和间

接费用内容范围、分摊原则等。另外，

细化办学成本基础数据归集也至关重

要，如全校学生班级人数、各个专业

教师人数、每个专业课程门数等。

按照高校事前设定的总成本以及

绩效管理目标，通过成本核算可评估

总目标的实际执行情况、目标与实际

的差异；也可评估高校在教学、科研、

行政、后勤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

的管理现状及存在差异。成本核算再

造，将有效促进高校会计工作重心从

资金使用、控制为主的“支出管理”

向预算执行、绩效管理、风险防控为

主的“成本管理”转型，从而实现高

校财务核算精细化，财务管理个性

化、动态化，降低高校内部控制风险，

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的目的。

（三）业财一体化再造

1.会计核算一体化。一是通过智

能引擎系统分拣经济业务中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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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铁路项目资本金的
专项债本息偿还思考

为建设资本金，其本息的偿还主体是

地方政府，款项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

金、民航发展基金、垃圾处理收入等

政府性基金及其他专项收入，作为项

目实施主体市场化运作的项目公司，

无需承担专项债的本息。但本次政策

放开后，部分省本级专项债用于铁路

项目的资本金在发行过程中存在专

项债本息是否应由项目公司偿还的

争议。省本级财政认为既然资金发行

与项目一一对应，且要求项目收益与

融资要匹配，那偿还主体就应该是项

目公司。本文拟就用于铁路项目资本

金的专项债本息是否应由项目公司

承担谈一下看法。

一、政策层面不应由项目公司

承担

2019年 6月 10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

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主要可用于

国家重点支持的铁路、公路、供电、

供气项目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地方

政府发行专项债需一一对应项目，落

实到具体项目中去。这是继财政部发

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

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金 [2018]23号）提出“不得提

供债务性资金作为地方建设项目资

本金”后，对债务性资金可部分作为

资本金的政策解冻。在此前及最近发

行的市级专项债中，地方政府通过发

行专项债筹集资金投入项目公司作

陈淼■

《通知》规定：“省级政府对专项

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项

目单位依法对市场化融资承担全部偿

还责任，在银行开立监管账户，将市

场化融资资金以及项目对应可用于偿

还市场化融资的专项收入，及时足额

归集至监管账户，保障市场化融资到

期偿付。”项目单位仅对市场化融资负

责，且收入需纳入监管，保证市场化

融资的偿还。

另外，《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财库[2015]83号）规定：“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券）是指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

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

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

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

段，如“摘要”内容，建立业务与财务

会计关联，驱动财务会计凭证的自动

生成；二是通过上述科目、项目、预

算模板、资金来源和对方单位管理等

五个维度集成交叉体系，建立财务会

计与预算会计关联，以财务会计凭证

驱动自动生成预算会计凭证；三是

通过成本模算再造，建立成本中心核

算模型，并依据财务会计信息自动生

成成本核算信息，从而实现从业务到

财务会计、预算会计核算以及成本核

算的一体化。

2.财务内部系统一体化。通过完

善预算管理系统，完成预算申报、审

核、下达一体化工作，并统一内外预

算编制口径，改变对内对外预算“两

张皮”现象；打通预算管理系统与会

计核算系统，实现有效对接，即在核

算系统中自动生成预算指标下达凭

证，同时通过核算系统数据自动生成

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加强政府收支分

类科目的培训与宣传，把支出经济分

类和功能分类科目细化到日常会计核

算中，自动产生决算所需要的数据，

从而实现预算、核算、决算一体化。

3.财务外部系统一体化。外部一

体化再造，指以新型的融合信息化系

统为支撑，以业务事件为驱动，财务

全面渗入高校业务全过程，实现高校

业务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同步。财务

要渗入业务的各个部门和环节（如教

学、科研、人事、资产、采购、基建、

合同等）。具体来说，根据业务性质进

行事前资源分配，事中执行控制，事

后使用绩效评价，确保与业务的有效

衔接，消除信息孤岛，达到数据互通

共享，发挥信息化的巨大效益。优化

数据的展示界面，将会计的语言转化

为管理的语言，积极推进会计工作由

日常核算型向决策支持型转变。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计划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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