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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发生制在高校财务核算中的
应用及建议

而财务会计应按受益期间平均确认收

入 B 元，收到财政专户返还款项 A 元

时 ：财务会计，借记“银行存款”等 A，

贷记“事业收入”B、“预收账款”A －

B ；预算会计，借记“资金结存—— 货

币资金”A，贷记“事业预算收入”A。

2. 采用预收款方式确认的事业收

入指高校因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

从非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拨

款，包括通过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

研协作、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

目前高校普遍采用发生成本法确认科

研收入，即按照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

成本（费用类科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借方发生额之和）占合同预计总成

本的比例来确认收入。建议对于横向

科研等经费使用时间没有限制的，使

用以支定收方法简化处理，而对于纵

向科研等明确经费使用期限的科研项

目，除非合同约定了收入确认方式，

或者单位合同管理完善，能准确测算

出项目工作量完成情况之外，建议在

使用期限内按月平均确认收入。

二、权责发生制在“预提费用”

中的应用

《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

准则》已取消“预提费用”和“摊销费

用”科目，原“待摊费用”业务通过“其

他应收款”科目核算，原“预提费用”

业务通过“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预

提费用”在企业主要用于预提租金，

而在现实中租金一般是提前支付，通

一、权责发生制在收入中的应用

高校的收入主要包括财政拨款收

入、事业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等。目前仅对“事业收入”中的科研相

关收入要求使用权责发生制，而“财

政拨款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及“事业收入”中的其他收入仍维持

收付实现制的确认方法，在收到银行

到账通知单时全额计入收入，这种做

法将导致拨款到账当月收入大幅度增

加，其他月份收入较之大幅度减少，

导致财务月报表数据没有可比性，数

据记录缺乏真实完整性。

（一）财政拨款收入

针对财政拨款收入核算，笔者建

议按资金使用期间平均计算每月收

入，并分月确认收入。以财政授权支

付拨款为例，账务处理如下 ： 

1. 零余额账户收到拨款 A 元时，

按资金使用期间平均计算每月收入 B

元。财务会计，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A，贷记“财政拨款收入”B、“预

收账款”A － B ；预算会计，借记“资

金结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A，

贷记“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A。

2. 以后月份。财务会计，借记“预

收账款”B，贷记“财政拨款收入”B ；

预算会计不进行账务处理。

（二）事业收入

1. 采用财政专户返还管理的事业

收入。建议在收到财政返还时，预算

会计收付实现制全额计入收入 A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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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预付账款”科目核算，如果确实有

后付租金的交易，在“其他应付款”下

面设明细科目进行核算。《政府会计制

度》中仍旧保留了“预提费用”，这与

高校等科研单位的特殊业务有关。

（一）纵向科研项目计提项目间接

费或管理费

计提项目间接费或管理费广泛应

用于高校科研管理中，高校科研经费

核算采用“科目 + 项目”模式，设置“预

提费用”科目主要用于科研主项目向

间接费子项目划转经费时进行账务处

理，解决项目间划转经费重复计收入

的问题。如果没有“预提费用”科目，

计提时只能通过一方减少收入（或增

加支出）、另一方增加收入来进行账务

处理，因此“预提费用”作为“负债类”

而非“费用类”科目在科研经费核算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繁荣计划项目计提项目间接

费或管理费

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

科技和教育资金预算执行管理有关事

宜的通知》（财库 [2018]96 号）要求，为

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允许部分科研项

目和教育资金（包括高等学校哲学社

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中的间接费用

等）从本单位零余额账户向本单位或

本部门其他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划

转。从账务处理可看出，从繁荣计划

专项资金提取间接费，从零余额账户

转入学校实有资金账户，同时预算会

计计提间接费，从“财政拨款结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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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转入“财政拨款结余”科目。按照规

定，财政拨款结余无批复文件不能由

高校自主分配和使用，这和间接费用

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的本质相冲突。

因此，建议间接经费转入单位实有资

金账户后，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放入“非财政拨款结余”使用，账务处

理如下 ：财务会计，借记“银行存款”，

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户额度”；借记

“业务活动费用”，贷记“预提费用—— 

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借记“资

金结存—— 货币资金”，贷记“资金结

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预算会

计借记“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间接

费用或管理费”，贷记“非财政拨款结

余—— 项目间接费用”。

三、权责发生制在“科研项目

转拨经费”中的应用

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

理办法》（财科教 [2016]113 号）要求，

重点研发科研任务目前拨款方式是

项目资金全部拨付给牵头单位，再由

牵头单位外拨课题承担单位，对于项

目牵头单位统一收到的科研项目经

费，属于本单位承担的课题经费计入

收入，属于课题承担单位的经费应计

入项目牵头单位的往来科目。课题承

担单位向课题参与单位拨付资金的账

务处理为 ：财务会计，借记“业务活

动费用—— 外拨经费”，贷记“银行存

款”；预算会计，借记“事业支出—— 

外拨经费”，贷记“资金结存—— 货币

资金”。

课题承担单位向项目参与单位拨

付资金时，有的单位可以开具正规发

票或财政票据，这类单位可以按上面

所示列支处理 ；有的单位没办法开具

发票，以内部收据来入账，建议这部

分拨款冲减预收账款，同时冲减事业

预算收入，具体处理如下 ：财务会计，

借记“预收账款”，贷记“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借记“事业预算收入—— 

科研事业预算收入”，贷记“资金结

存—— 货币资金金额”。

四、权责发生制在“内部交易”

中的应用

（一）内部测试化验加工

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

的意见》（国发 [2014]70 号）的要求，鼓

励科研及高校科研设备共享。如科研

A 项目划转本单位测试中心测试费，

账务处理为测试中心确认收入，实际

上多数高校的测试中心没有实施独立

核算，无法提供发票，校内测试转账，

从学校层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现金流

动，且 A 项目已纳入学校预算，测试

中心确认收入从单位层面看存在重复

计收入的问题。因此建议对于非独立

法人的测试中心在收到校内测试转账

时进行以下账务处理（可根据单位核

算需要设置明细科目）：财务会计，借

记“业务活动费用”A 项目，贷记“累

计盈余”测试中心 ；预算会计，借记

“事业支出—— 科研支出”A 项目，贷

记“非财政拨款结转”测试中心。

（二）内部“资产占用费”结转

《教育部关于印发 < 教育部直属

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 的

通知》（教财 [2012]6 号）规定 :“高校对

外投资收益以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

出借和科研成果形成的无形资产等取

得的收入应当纳入学校预算，统一核

算，统一管理。”高校经批准利用国有

资产出租、出借取得的租金收入通过

“其他收入”科目核算。高校内部交易

还有一部分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占用学

校资源缴纳的资产占用费，如水费、

电费、房租等，单位有独立的水电费

核算项目，水电费一般是单位统一对

外支付后，再进行内部结算，内部项

目结转时红字冲支出。如 A 项目内部

结转水电费金额 C 到学校水电费总项

目 B，账务处理如下 ：财务会计，借记

“业务活动费等”A 项目 C，借记“单位

管理费用”B 项目 C（红字）；预算会

计，借记“事业支出”A 项目 C，借记

“事业支出”B 项目 C（红字）。

很多高校在“其他收入”“其他预

算收入”“累计盈余”“非财政拨款结

转”下均设置了“资产占用费”明细科

目，用于核算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取得

的收入，不区分内部转账和外部缴纳，

收取缴纳的资产占用费均在“其他收

入—— 资产占用费”科目核算，年底

结转到“累计盈余—— 资产占用费”及

“非财政拨款结转—— 资产占 用费”。

同为资产占用费，按照税法规定，

外单位缴纳时开具了发票的，应确认

收入，而内部转账不开发票不应确

认收入，如 A 项目科研租用了学校房

屋，缴纳资产占用费，若计入“其他收

入—— 资产占用费”，存在重复计入收

入的问题，因为 A 项目已纳入学校部

门核算。资产占用费和水电费的不同

之处在于 ：一个是累计增加，一个是

累计减少，因此按水电费一样核减支

出也不合理，资产占用费最终会纳入

学校预算管理统筹安排。为避免重复

计入收入，建议内部结转时直接在“累

计盈余—— 资产占用费”“非财政拨款

结转—— 资产占用费”科目核算，收

到资产占用费时，在结转类科目核算，

学校统筹使用时通过校内预算下达，

这样就避免了重复计入收入的问题，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财务会计，借记

“业务活动费（单位管理费用）” A 项

目，贷记“累计盈余—— 资产占用费”；

预算会计，借记“业务活动费（单位管

理费用）”A 项目，贷记“非财政拨款

结转—— 资产占用费”。
（作者单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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