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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府会计制度》下
高等学校归集式税费账务处理

会计的主要任务是预算管理 ；财务会

计在账务处理时不需要开展项目管

理，而预算会计则需要，是否可考虑

用项目来实现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两

种核算体系的关联管理？三是《政府

会计制度》规定，提取税费时只有财

务会计进行账务处理，上缴税费时财

务会计与预算会计需同步进行处理，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上缴税费时，税费

可能来源于多个项目，应当如何识别

各项目缴交的金额？

（二）解决方案

政府会计改革依托信息化建设，

要推动经济业务智能化，应当首先确

保单位会计信息系统生成的信息能够

满足政府会计改革的需要。实务中进

行税费核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

是系统记忆法，可依据《政府会计制

度》将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相关业务

分录进行关联，当有些业务没有现金

流时，只发生财务会计处理、预算会

计处理不发生，系统会记忆已经发生

的财务会计处理，后续发生现金流业

务时再通过前期的记忆“触发”预算

会计处理。这种账务处理方法较为简

洁，但关联关系只在系统中留存，如

果出现不正确的对应关系，则只能依

赖于软件公司对软件的查漏补缺。另

外一种方法是有痕记录法，即通过财

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同时进行归集式账

务处理进行关联。这种方法账务处理

相对复杂，但是所有核算过程都会留

下痕迹。在《政府会计制度》执行的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政府会计制

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

表》（以下简称《政府会计制度》）开始

施行。《政府会计制度》下财务会计的

五要素、预算会计的三要求对高等学

校税费业务处理提出了挑战。因为大

部分税费都要通过负债类科目核算，

而预算会计没有此类科目。如何在税

费核算过程中既满足“双分录”核算

的要求，又兼顾管理的需要，是《政府

会计制度》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

题之一。

（一）《政府会计制度》对税费账务

处理的规定及其不足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的要求，进

行税费账务处理时，财务会计通过负

债类科目“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

税费”核算计提和上缴的税费 ；而预

算会计仅在税费上缴时通过“事业预

算支出”或“事业预算收入”等科目进

行确认。这种税费账务处理方式给高

校财务管理的实际操作带来了三方面

问题 ：一是高校涉税收入来源多，各

收入拨款部门都要求高校单独核算、

单独管理，因此高校需对各收入专设

项目进行管理。每个项目都要通过预

算会计单独核算收入、支出、结余，其

中便包括税费收入和税费支出，对于

这部分收入支出如何实现与财务会计

的同步核算值得进一步探索。二是财

务会计和预算会计核算的主体是一致

的，但两者的核算目的并不相同。财

务会计的主要任务是成本核算，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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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这种方法更加直观和可控。在

这种方法下，首先应对“双系统”下

的会计核算进行项目管理，让它们在

预算管理上保持一致。同时，在预算

会计体系中设置归集类的科目和项

目，其应用原则为在财务会计确认费

用并计提“应交增值税”或“其他应

交税费”时，预算会计同步确认支出

（此步骤只是将预算会计中应该支出

的项目归集到已设置好的“税费归集

项目”中，预算支出科目一借一贷，

不会发生现金流动），在财务会计上

缴相关税费时，预算会计通过“税费

归集项目”的预算支出科目确认税费

支出，由此便能有效解决税费提取和

缴纳时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处理不同

步的问题。

采取归集式账务处理的优势主要

有以下几点 ：首先，归集式账务处理

符合《政府会计制度》对税费核算的要

求，预算会计通过过程性科目和项目

与财务会计的应交税费科目对应，保

持了“双系统”的同步性 ；其次，归集

式账务处理能够通过软件系统成功实

现，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保证了会计人

员的主动性 ；最后，归集式账务处理

看似复杂，实则为“双系统”的关联管

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使管理人员

能够将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之间的差

异降至最低，充分体现了既适度分离，

又相互衔接。
（作者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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