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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化。三是没有合理估计固定资产和无

形资产的使用年限，没有正确区分出

应该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无法进行恰当的费用归集

和分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四是没有合理设置会计岗位和配备

专业会计人员，不能充分发挥复核及

监督职能。

（三）政府会计科目使用不合规，

账户记录出现差错

部分单位在“项目支出”的“一般

行政管理事务”功能性科目中列支“基

本支出”；部分单位将应当在“商品和

服务支出”中“其他交通费用”科目核

算的公务交通补贴记入“工资福利支

出—— 津贴补贴”科目，将应当在“商

品和服务支出—— 劳务费”科目核算

的“临时工工资”记入“工资福利支

出——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将应当记

入“工资福利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

缴费”科目核算的女工生育保险费用

记入“工资福利支出—— 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科目等。

（四）会计核算内容不全面，会计

信息不够完整

实务中，有的单位对财政部门当

年已拨付、年终未核销的财政直接支

付额度，财政部门收回当年的财政资

金或超过两年的财政结余资金，单位

使用的财政部门收回后又盘活的结转

结余资金，资产盘亏盘盈等业务或事

项未作账务处理。有的单位对未能按

月发放的奖金和补助事项，未能及时

一、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基础工作

不到位，会计期初数额结转不够准确

实务中，部分单位预算会计预算

结余类科目衔接时没有正确区分财

政资金、非财政专项资金和其他资

金 ；部分单位财务会计资产类会计

科目衔接时没有按照新的资产类别

标准进行资产重新分类和记录 ；部

分单位没有盘点本单位控制的所有

资产，并将原来没有账务记录的公共

基础设施、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

房、政府储备物资及受托代理资产计

入对应账户 ；部分单位对“其他应收

款”“预付账款”等往来科目余额没有

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处理，而是一

并进行结转等。

（二）会计核算基础工作不规范，

账务处理低效粗放

主要表现 ：一是会计科目设置

不够科学规范，影响会计信息生成效

率。如对“行政（事业）支出”科目下

的“基本支出”科目和“项目支出”科

目，没有先进行功能分类再进行经济

分类设置，甚至没有进行功能分类设

置，不利于决算数据的快速生成。二

是没有按照核算要求做好业务细分。

如有的事业单位没有合理界定和区

分管理活动、业务活动，无法正确核

算“单位管理费用”和“业务活动费

用”科目，不利于管理精细化和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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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付但已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或

无形资产，没有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

及时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还有的单位

存在部分或全部罚没物资、应急物资、

水利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

房等资产和隐形债务游离在账、表外，

少量支出金额未显示预算调整、突破

年初预算，部分收入和支出超出规定

标准，个别捐赠收入及其不合理支出

不在“大账”内反映的情况，导致会计

信息不够完整。

（五）会计核算软件缺乏业财融合

功能，与其他信息系统没有有效关联

目前，部分单位使用的会计核算

软件系统功能有限，除了不能直接生

成部门财务报告和部门决算报告，还

缺少反映单位运行成本及绩效管理等

非价值事项业务信息功能 ；而且会计

核算系统与财政支付系统以及预算执

行监控系统没有有效关联，数据生成、

传递效率低下，不能保证准确性，存

在信息孤岛和信息不一致情况。

二、加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

行的建议

（一）单位负责人对会计工作确实

负起责任

一是明确政策法律要求。单位负

责人要熟悉《预算法》《会计法》等财

经法律、法规，明确单位政府会计核

算、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建设和预算

绩效管理的要求。二是加强机制制度

建设。首先，建立科学、民主、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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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机制。既要明确“三重一大”事项

范围，建立“单位一把手”末位表态议

事制度，还要明示投票表决、举手表

决等具体表决方式，以及一半以上还

是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表决方法，将

决策信息记录在册并对档案资料及时

归档。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根据单位

职能及行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结合单

位部门设置和人员状况，针对具体业

务和资金运行特点，就预算管理、收

支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基建

管理及合同管理等制度进行建设。再

次，充分运用方法和手段。运用内部

控制思维，采取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

内部授权审批控制、归口管理、单据

控制、信息内部公开等内控方法，采

用定额包干、标准管理、程序化管理

以及信息化管理手段，切实提升管理

效果。三是大力支持会计工作。合理

设置各项会计工作岗位、配备具有专

业胜任能力的人员 ；对会计人员专业

能力提升事项给予资金支持和时间保

障 ；对会计核算软件购置、功能拓展、

维护费用予以预算安排，对工作效率、

效果予以关注。

（二）加强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

在加强预算管理方面，预算编制

要根据单位职责、资源配置及所在部

门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进行 ；预

算执行要严格无例外，充分发挥预算

的刚性约束作用 ；决算分析要深入，

绩效评价要到位，大力发掘预决算数

据的内涵，为单位、部门、财政、政府

决策提供必要信息。在加强财务管理

方面，单位要注重业财融合和业务合

规化，按照具体标准对罚没和收费项

目及费用化支出和资产配置进行管

理，通过程序化加强对外投资、规范

资产处置业务的管理，避免资产费用

化行为的发生。另外，还要加强资产

管理，做到价值管理与实物管理相结

合。一方面通过制度规范资产购置、

使用、折旧计提、处置行为，运用信息

系统对具体业务进行记录 ；另一方面

加强资产盘点，确保资产管理到位，

避免资产费用化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行

为发生。

（三）夯实政府会计核算基础

财务人员要加强系统学习，除了

政府会计会计准则制度以外，还要学

习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对财政资金

的管理制度及核算规定，如国库集中

收付制度、公务卡结算制度、存量资

金收回及盘活使用制度等。财务部们

要建立完善具体制度并及时更新，包

括合理区分和界定单位管理活动和

业务活动的制度、合理估计固定资产

使用年限和无形资产摊销年限以及

资产使用和盘点内容为主的资产管

理制度、对符合计提坏账准备条件的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

备的制度等。另外，针对新旧会计制

度衔接问题，财务部们要通过复核新

旧衔接工作底稿，确保旧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下的会计信息，按照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要求进行了追溯调整 ；

对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没有纳

入核算范围的具体经济业务进行补

充登记。

（四）会计核算要准确、 全面

一是合理设置会计科目。本着有

利于决算报表生成的原则，对于预算

收入类和预算支出类科目，按照先功

能分类、再经济分类级次设置会计科

目，搭建核算框架。二是针对具体业

务，建立正确的思维模式。首先考虑

到其是否需要平行记账 ；其次考虑国

库集中支付方式下是财政直接支付

还是财政授权支付 ；再次考虑使用的

财政资金性质是当年预算安排的资

金，还是上年结余资金，还是财政部

门盘活的存量资金等。不同情况具体

账务处理不同。三是运用职业判断细

分相似会计科目核算内容。如非同级

财政拨款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其他

收入和其他应付款的区别。四是细心

做好容易混淆的会计科目的使用。如

“临时工工资”应当作为“商品服务支

出—— 劳务费”的核算而不是记入“工

资和福利支出—— 其他工资福利支

出”；“女工生育保险支出”应当记入

“工资和福利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

支出”而不应当记入“工资和福利支

出—— 基本医疗保险支出”。五是全面

核算应当纳入而容易疏漏经济事项。

如财政部门已拨付的年终未使用完的

财政直接支付额度 ；财政部门收回超

过两年的财政结余资金事项 ；结转结

余资金盘活重新使用的事项 ；符合新

的资产和负债定义的经济事项等。

（五）不断拓展会计核算软件功能

会计核算软件要拓展业财融合功

能、数据分析功能、数据采集功能等，

通过规范业务流程和对业务数据的标

准化、表单化设计，在会计核算软件

系统中增加经济事项的非价值信息

（如部门、人员、项目、数量、质量等）

记载，更加全面反映经济业务的全貌；

通过数据分析，对会计核算的错误记

录能够进行精准识别并予以警示，确

保会计核算正确 ；通过定义公式方式

科学采集数据，自动生成决算报表、

财务报表、资产报表，节约报表编制

人力成本，提高报表生成效率。另外，

要增强软件系统间关联。会计核算系

统与财政支付系统以及预算执行监控

系统实现有效关联，消除信息孤岛，

充分实现与预算管理、资产管理、成

本与绩效管理间数据共享，高效挖掘

会计数据信息价值，提升单位治理能

力和管理水平。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2024004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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