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1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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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间接费或管理费（以下简称项

目间接费），是对项目预算中所列示的

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用的统称。就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而言，项目间

接费主要是指科研项目间接费。为正确

计算相关事业成本、方便相关专题报表

编制并简化项目间接费沉淀资金的使用

管理，本文结合高校会计实务，针对《政

府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及其配

套规定存在的问题，探讨项目间接费的

项目间接费会计处理方法探讨

摘  要：为正确计算事业成本、
方便相关专题报表编制并简化项目间

接费沉淀资金的使用管理，本文结合

高校会计实务，从分析项目间接费的

组成内容、支出特点及其核算任务入

手，在回顾项目间接费会计处理方法

变迁的基础上，针对《政府会计制度》

及其配套规定存在问题，基于双基并

行会计模式的运作机理和电算化条件

下的明细核算组织方式，提出在“业

务活动费用”下增设“间接费”、在“科

研支出”下增设“间接费支出”的会计

处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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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处理方法。

一、项目间接费的组成内容及

其核算任务

从《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调整国家科

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

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财教 [2011]434

号）及相关财政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来看，

项目间接费的组成内容主要包括 ：（1）

因使用项目承担单位已有仪器设备和房

屋设施而给予项目承担单位的资产耗费

补偿 ；（2）因增加承担单位水电气暖和

日常管理方面的消耗而给予项目承担单

位的日常运行费用补偿 ；（3）为补偿课

题组成员的体力和脑力消耗并激发其科

研热情而给予的补助和奖励。因项目间

接费多采用计提方式，并且就来自于企

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所谓横向科研项目

而言，项目间接费计提比率的确定还有

学校“品牌”价值等方面的考量，故而

项目间接费的组成内容中还可能在事实

上包含部分“科研毛利”。

从其组成内容来看，允许在专项经

费中以计提方式列支的项目间接费，均

是会计核算上或不能遵从现金收付制

确认基础，或不能按照“专款专用”原

则组织核算的间接性支出。如用于补偿

承担单位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设施损

耗方面的支出，就因相关资产购置支出

在项目实施前已经发生、相关维修维护

支出的发生时间和金额无法预知而不

能按照现金收付制进行会计确认 ；而

用于补偿承担单位水电气暖和日常管

理消耗方面的支出，则因不能或难以针

对受益对象单独计量而无法或没有必

要按照“专款专用”原则组织会计核算。

项目间接性支出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有

关项目间接费的会计处理，主要涉及下

述三项核算任务 ：一是满足专题报表

的编制需要，即在相关支出不能按照

现金收付制进行会计确认并按“专款专

用”原则组织核算的情况下，通过何种

方法解决现金收付制下的专题报表编

制问题 ；二是揭示项目间接费沉淀资

金使用限制的解除情况，即在计列支出

方式满足专题报表编制的情况下，通过

何种方式将由此产生的沉淀资金由限

定性用途改为非限定性用途 ；三是归

集和分配相关间接耗费，即在需要计算

相关事业成本的情况下，通过何种方法

解决相关间接费用的归集和分配问题。

从我国公共部门会计制度演化的视角

来看，唯有《制度》涉及前述第三项核

算任务。

二、项目间接费会计处理方法

回顾

《制度》实施前，有关项目间接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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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处理，在制度层面上仅限于项目间

接费的计提，并先后出现过两种不同形

式的会计处理 ：一是《高等学校会计制

度（试行）》（以下简称《98 高校制度》）

中的借记“科研事业支出”科目，贷记

“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科目 ；二是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以下简称《13 高

校制度》）中的借记“科研事业支出”科

目，贷记“事业基金—— 项目管理费及

间接费”科目。因《13 高校制度》中的“事

业基金”之下并存有“项目管理费及间

接费”和“一般基金”两个明细科目，并

且前者的发生额应于年末全部转入后

者，故而上述两种处理方法并无本质上

的不同。因“科研事业支出”借方发生

额减少净资产而“事业基金”贷方发生

额增加净资产，故而通过计列支出，即

将权责发生制下的计提程序引入到所

谓的预算会计，有关项目间接费会计处

理的前两项核算任务便可同时得以完

成。即通过借记的“科研事业支出”满

足专题报表的编制需要 ；通过贷记的

“事业基金”和随“科研事业支出”结转

而减少的“科研经费拨款”（《98 高校制

度》）或“财政补助结转”“非财政补助

结转”“事业结余”（《13 高校制度》），揭

示项目间接费沉淀资金使用限制上的

解除。

《13 高校制度》之所以要在“事业

基金”下专设一个“项目管理费及间接

费”而非直接计入其下的“一般基金”，

无非是为了更清晰地反映科研收入对

单位增量耗费的补偿情况 ；至于为何

要将“科研事业支出”的发生额分别转

入“财政补助结转”“非财政补助结转”

和“事业结余”，则是因为《事业单位财

务规则 2012》对收支相抵意义上的结

余，又有了“结转”和“结余”之分，即

要按照收入来源、性质和使用上的限

制，将收支相抵意义上的结余，具体分

为“财政补助结转”“非财政补助结转”

和“事业结余”。

三、《制度》及其配套规定中

的会计处理及其存在的问题

按《制度》规定 ,（1）计提项目间接

费时，应按平行记账要求借记“单位管

理费用”科目，贷记“预提费用—— 项

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科目 ；借记“非

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

费”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 项

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科目 ；（2）使用

项目间接费时，平行记账，借记“预提

费用—— 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或 “库存现金”科目 ；

借记“事业支出”等科目，贷记“资金结

存”科目。针对财政科研专项并考虑到

可能涉及的国库集中支付，《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解释第 2 号》（以下简称《解释

2》）又有如下规定 ：（1）从财政科研项

目中提取项目间接费时，应借记“业务

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等科目，贷

记“预提费用—— 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

费”科目，且不做预算会计处理。（2）将

计提的项目间接费从单位零余额账户划

转至实有资金账户时，应借记“银行存

款（财政拨款资金）”科目，贷记“零余

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同时在预算会

计中借记“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财

政拨款资金）”科目，贷记“资金结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科目。（3）使用项

目间接费用时，若不涉及固定资产或无

形资产购置，应借记“预提费用—— 项

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财政拨款资金）”“零余额账户

用款额度”“财政拨款收入”等科目 ；同

时在预算会计中借记“事业支出（财政

拨款支出）”科目，贷记“资金结存”“财

政拨款预算收入”科目 ；当使用项目间

接费购置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时，应将

前述的财务会计分录改为借记“固定资

产”或“无形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财政拨款资金）” 或“零余额账户用

款额度”“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借记“预

提费用—— 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科

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结合项目间接费的核算任务和双基

并行会计模式的运作机理来看，《制度》

及《解释 2》就项目间接费给出的会计处

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1. 背离计提项目间接费的经济实质

双基并行会计模式下，计提项目间

接费的经济实质，就其财务会计处理而

言，是从成本补偿角度将单位发生的不

能直接计入各个成本计算对象的科研间

接费用，通过计列方式计入各个科研项

目并借此“回笼”已垫付的资金 ；就其

预算会计处理而言，则是通过“虚拟”支

出以满足相关专题报表的编制需要并借

以解除相关沉淀资金的使用限制。因这

一过程既无资源耗费，又无付款义务发

生—— 无明确的债权人，故而计提项目

间接费的财务会计处理，既不应增加费

用，亦不涉及负债的确认。然而《制度》

却给出了同时增加费用和负债的会计处

理。姑且不论“预提费用”早已退出历

史舞台，仅就费用的增加而言，在将计

提项目间接费与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

产摊销的会计处理通盘考虑时，《制度》

给出的会计处理就会虚增费用并因此而

扭曲相关事业成本的计算。

2. 模糊“业务活动费用”与“单位管

理费用”的核算边界

有关行政事业单位运行费用的核

算，《制度》按其用途分别设有“业务活

动费用”和“单位管理费用”两个费用

类科目。因高校的科研活动属于业务活

动而非行政管理活动，故而计提项目间

接费的财务会计处理，在费用类会计科

目使用方面，就只能是“业务活动费用”

而非“单位管理费用”。然而《制度》给

出的会计处理，却是记入了“单位管理

费用”；《解释 2》给出的会计处理，虽允

许记入“业务活动费用”，但对记入“单

位管理费用”或“业务活动费用”的具体

情形，却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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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缺失专项经费层面上的支出确认

“项目化”预算管理以及与之配合

的“专款专用”核算原则，使会计核算

主体有了“组织主体”和“基金主体”之

分，进而也使现金收付有了组织层面上

的现金收付和基金层面上的现金收付

之别。计提项目间接费虽无“组织主体”

意义上的现金收付，但却有“基金主体”

意义上的现金收付，即有科研专项经费

层面上的资金流出和关联经费层面上的

资金流入，并且“基金主体”层面上的

支出确认，还将成为相关专题报表的编

制依据。故而计提项目间接费的预算会

计处理，就既不应有所缺失，亦不应绕

过支出类科目而直接在结余类科目间对

转。然而《制度》中的会计处理却是绕

过了相关支出科目，《解释 2》中的会计

处理却是缺失相关预算会计分录。

4. 引发实务操作冲突

为方便“事业支出”的明细核算并

简化项目间接费沉淀资金的支付流程，

《解释 2》为“银行存款”单设了“财政拨

款资金”，并将其核算内容限定为从单

位零余额账户划转而来的项目间接费资

金。当“银行存款”有了“财政拨款资金”

这一明细核算之后，逻辑上就应有一个

“非财政拨款资金”或其他名称的同级

科目与之匹配。如此一来，以实拨资金

方式取得的财政拨款，亦应在明细科目

或辅助核算项目层面上记入“银行存款”

之下的“财政拨款资金”，然而《制度》

给出的相关会计处理，却是在总账科目

层面上直接记入“银行存款”。

5. 增加会计核算和资金管理难度

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和资金性质的不

同，即既有来自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

同级政府非财政部门、非同级政府财政

部门和非同级政府非财政部门的财政性

拨款，亦有来自于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

的非财政性资金 ；科研经费支付方式的

不同，既有国库直接支付，又有国库授

权支付，还有单位自行支付 ；以及不同

科研项目跨越时间长短和经费拨付进

度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汇聚于“预提

费用”中的项目间接费，若要在使用时

按《解释 2》做成贷记“银行存款（财政

拨款资金）”“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

政拨款收入”科目的会计处理，“预提费

用”之下将出现较为复杂的明细核算，

这无疑将增加会计核算和相关预算资金

管理的难度。

四、项目间接费会计处理方法

改进

为正确计算相关事业成本、方便相

关专题报表编制并简化项目间接费沉淀

资金的使用管理，有关项目间接费的会

计处理，可按下述思路进行完善。

1．计提项目间接费的会计处理

事业单位按照固定比率计提项目

间接费，与企业按照年度计划分配率分

配制造费用，有着完全相同的目的，即

将“厂部 / 车间”发生的间接性费用，

按事先确定的分配（计提）率计入各个

“成本计算对象”。由此，计提项目间接

费的财务会计处理，就应比照企业制造

费用的分配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将间接

费用在“归集部门”和“成本计算对象”

之间进行结转。因归集和分配制造费用

的会计处理，除在总账科目层面上专设

“制造费用”（这种账务组织方法可减少

会计科目级次）之外，还可将其置于“生

产成本”之下，故而用以归集和分配项

目间接费的会计科目，在信息化条件下

便可在“业务活动费用”之下单设“间

接费”明细科目。又因计提项目间接费

有“基金主体”层面上的现金流入流出，

并且“基金主体”层面上的支出还将成

为相关专题报表的编制依据，故而计提

项目间接费的预算会计处理，便可通过

为“科研支出”单设“间接费支出”明细

科目而在“专项经费”和“项目间接费”

之间进行对转。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

（1）不涉及国库集中支付的会计处

理。在“会计科目 + 经费项目”这一基

于信息技术应用的明细核算组织方式

下，假定科研专项的项目码为 A，项目

间接费的项目码为 B（可在学校、院系、

科 研 处 和 课 题 组 层 面 上 分 为 B1、B2、

B3 和 B4），那么在不涉及国库集中支

付的情况下，计提项目间接费的会计处

理，可改做如下平行分录（相关明细核

算略）：

借 ：业务活动费用……间接费（A）

        贷 ：业务活动费用……间接费（B）

借 ：科研支出……间接费支出（A）

        贷 ：科研支出……间接费支出（B）

因负数可改变账户发生额的记录方

向，即将贷方发生额以“红字”转为借方

发生额，故而上述平行分录还可改为 ：

借 ：业务活动费用……间接费（A）  +

借 ：业务活动费用……间接费（B）  -

借 ：科研支出……间接费支出（A）  +

借 ：科研支出……间接费支出（B）  -

从上述会计处理中不难看出，与

“科研专项 A”相关联的“业务活动费

用……间接费”和“科研支出……间接

费支出”，可分别满足相关事业成本计

算和专题报表编制的需要 ；而与“项目

间接费 B”相关联的“业务活动费用……

间接费”和“科研支出……间接费支出”

（期末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则能消

除因采用计列方法而在“科研专项 A”

上虚增的费用并解除项目间接费沉淀资

金的使用限制。

（2）涉及国库集中支付的会计处理。

当科研专项经费采用国库集中支付时，

为简化相关财政资金管理以及与之相关

的会计核算，计提项目间接费时，还应

同步改变项目间接费沉淀资金的支付方

式，即将国库集中支付改为单位自行支

付。其中，国库授权支付方式下，将项

目间接费沉积资金由单位零余额账户划

转至单位实有资金账户时，还应同步做

如下平行分录 ：

借 ：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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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借 ：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贷 ：资金结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国库直接支付方式下，将项目间接

费沉淀资金由直接支付改为自行支付

时，应同步做如下财务会计分录 ：

借 ：银行存款

        贷 ：财政拨款收入

借 ：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贷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2．使用项目间接费的会计处理

从事业成本计算的角度来看，《制

度》中的“业务活动费用”及其所属明

细科目，大多兼有“直接费用”和“间接

费用”两种性质，故而使用项目间接费

的会计处理，应在“项目间接费”层面

上归集相关费用，并在有现金流出的情

况下，在“项目间接费”层面确认相关

支出。以实务中常见的分权管理模式为

例，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

（1）学校项目间接费的会计处理。

学校项目间接费，是指分权管理模式下

专门用于补偿校级增量间接耗费的项目

间接费份额。因学校层面上的间接耗费

很难在各个成本计算对象层面上进行区

分，并且其发生额在多大程度上能由科

研专项补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故而

该部分项目间接费应由学校统筹使用，

并在确认应由学校间接费负担的相关费

用时，通过冲抵关联经费层面上的费用

发生额进行经费置换 ；与此同时，在有

现金流出的情况下，通过“学校项目间

接费”层面上的支出确认，反映可由学

校支配的项目间接费沉淀资金的实际使

用情况。以分配电费（假定学校预算经

费的项目码为 X，实际发生时全部记入

财务会计中的“单位管理费用”和预算

会计中的“教学支出”）、购置固定资产

和计提科研用固定资产折旧为例，使用

学校项目间接费（假定项目码为 B1）的

相关会计处理见表 1。

（2）非校级项目间接费的会计处理。

非校级项目间接费，是指分权管理模式

下专门用于补偿院系、科研管理部门和

课题组增量间接耗费的项目间接费份

额。因院系、科研主管部门和课题组发

生的相关费用既不能在发生时按受益对

象进行区分，又不能在报账时切实做到

“专款专用”（出于报账方便，经费混用

不可避免），故而由院系、科研管理部门

和课题组统筹使用的项目间接费，应于

实际发生时在相关项目间接费层面上进

行费用归集和支出确认。假定“院系项

目间接费”“科研处项目间接费”和“课

题组项目间接费”的项目码分别为 B2、

B3、B4，“学校科研绩效归集经费”的项

目码为 M，使用非校级项目间接费的相

关会计处理见表 2。

3．年末清理校级项目间接费的会

计处理

按照前述会计处理方法，与“学校

项目间接费 B1”相关联的费用类科目，

其借方“蓝字”发生额，均为按费用性

质归集的当期实际发生的项目间接费 ；

而借方“红字”发生额（这里不考虑差错

更正）或贷方“蓝字”发生额，则为通过

计提方式已由各科研项目负担的项目间

接费。若年末有借方“蓝字”净额，表明

当年计提的项目间接费不足以弥补当年

实际发生的项目间接费 ；而年末有借方

“红字”或贷方“蓝字”净额，则表明当

年计提的项目间接费超过了当年实际发

生的项目间接费。因项目间接费的分配

不应超过其实际发生额，并且已由各成

本计算对象负担的超量计提额将随期末

结转而减少当期盈余，故而与“学校项

目间接费 B1”相关联的费用类科目的借

方“红字”或贷方“蓝字”净额，应视为

部分“科研毛利”并于年末进行清理。因

该“科研毛利”在“成本计算对象”层面

上减少当期盈余的同时，又在“学校项

目间接费 B1”层面上增加了当期盈余，

并且所增加的盈余既可看作是对以前年

度因项目间接费计提不足而对累计盈余

的修正，亦可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项目间

接费方面的资金亏空，故而年末清理该

“科研毛利”时，应将其直接转入“累计

盈余”，即 ：借记“业务活动费用……间

接费（B1）”科目，贷记“累计盈余（B1）”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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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使用非校级项目间接费的会计处理  

序号 业务事项/摘要 财务会计分录 预算会计分录

1
院系使用项目间接
费报销办公用品

借 ：业务活动费用……办公费（B2）
        贷 ：银行存款

借 ：科研支出……办公费（B2）
        贷 ：资金结存

2
科技处使用项目

间接费报销会议费
借 ：业务活动费用……会议费（B3）
        贷 ：银行存款

借 ：科研支出……会议费（B3）
        贷 ：资金结存

3
课题组划转

人事处科研绩效
借 ：业务活动费用……间接费（B4） +
借 ：业务活动费用……绩效奖励（M）-

借 ：科研支出……间接费（B4）+
借 ：科研支出……绩效奖励（M）-

4
人事处发放
科研绩效

借 ：业务活动费用……绩效奖励（M）      
        贷 ：银行存款

借 ：科研支出……绩效奖励（M）
        贷 ：资金结存

表1            使用学校项目间接费的会计处理  

序号 业务事项/摘要 财务会计分录 预算会计分录

1
分配应由科研业务

负担的电费
借 ：单位管理费用……电费（X） -
借 ：业务活动费用……电费（B1）+

借 ：教学支出……电费（X） -
借 ：科研支出……电费（B1）+

2
使用学校间接费

购置固定资产
借 ：固定资产
        贷 ：银行存款

借 ：科研支出……其他资本支出（B1）
        贷 ：资金结存

3
计提科研用

固定资产折旧
借 ：业务活动费用……折旧费（B1）
        贷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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