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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政府会计改革对财务管理的影响

算。学校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无法完

全区分出教学用与科研用各自的比

重，且后续核算均按照权责发生制的

要求进行折旧计提，取得固定资产的

支出直接从具体项目经费中列支。为

避免重复支出，摊销折旧不能再从该

项目中支出 , 又因固定资产的使用年

限一般长于购买此项资产项目的立项

期，项目结束后，固定资产折旧的摊

销暂不能准确核算，仅能到学校统一

的项目进行归集。

（三）对成本管理的影响

各高校需要增强成本效益和节支

意识，建立健全成本支出分担机制，

将成本和绩效理念贯穿于学校各项工

作的全过程。遵循“谁受益，谁分担”

的原则，正确界定学校与产业、附属

医院等独立核算单位的成本分担关

系，学校内部应逐步建立起成本核算

体系，建立校院共同建设、成本分担

机制，合理界定校院两级的支出内容。

（四）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一方面政府会计要求对学校教学

科研等经济活动的会计记录，实行权

责发生制下的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核

算，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

就需要学校各学院、部门重塑原有流

程，分析新风险点，这也是内控工作

的要求。另一方面，内部控制是对学

校经济活动和关键业务活动的制度、

流程、有效性等进行梳理，通过会计

控制、预算控制等方法，保证会计信

息质量。可见，政府会计与内部控制

都有利于促进财务精细化管理，为学

校决策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一）对财务管理体系的影响

一是促进各高校完善财务管理制

度体系。政府会计制度要求打造新的

财务“四梁八柱”制度体系，改革或出

台高校资产负债管理、收支管理、预

算绩效管理等系列内部财务制度管理

办法。同时对于学校药品存货、科技

成果转让形成的无形资产等，均应根

据政府会计准则和制度要求，出台或

修订相关管理制度。二是促进各高校

理顺校院两级财务管理体系。各高校

要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

扩大和下放院系财务自主权。同时，

要理清学校和学院的各项目标、财力

及创新点，找好学校与学院财力分配

的平衡点，把资金效力发挥到最大，

最终实现双赢的目标。

（二）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一是项目核算。政府会计改革的

核心内容是双目标、双功能、双核算，

财务会计核算涵盖学校全部经济业务

内容，预算会计核算仅对纳入预算管

理的现金收支业务进行核算。为了满

足对财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多维度、

多种类、精细化要求，高校的财务会

计也必须进行项目核算。二是受托代

理资产核算。学校核算受托代理资产

业务时，财务会计在“库存现金”“银

行存款”科目下设置二级明细科目“货

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 同时，按实

际财务管理的需要，以及为了满足财

务报告附注对受托代理资产披露明细

信息的要求，受托代理资产应按照委

托人明细、资产种类等进行辅助核算，

便于数据统计分析。三是固定资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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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基建财务的影响

基本建设项目纳入财务账进行统

一会计核算，并在保证原项目资料完

整的基础上，重新按大财务核算规则

和编码设置新项目账进行辅助核算。 

一是对基建财务核算模式产生重

大影响。改单独建账、月末或年末统

一并账的核算方法为在业务发生时统

一核算，并按照基建项目分别管理，

确保账务清晰、核算资料全面。原有

基建财务管理系统的核算内容和模式

将通过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其他应

付款、长期应付款等一级科目及其明

细科目反映，并作为重要的财务信息

对外披露。二是改革后，高校基建财

务需要构建由基建管理部门、预算管

理部门、资产管理部门等协同一体的

大基建管理体系，实现项目精细化管

理，显著提升基建财务在账务核算、

数据调取、额度执行分析等方面的水

平，从而防止超进度、超投资支付等

由于财务核算与预算控制脱节造成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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