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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胜■

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的深化和政府会

计制度改革对高校经费绩效管理的要求

不断提高，成本核算已成为高校财务工

作的必需环节。2019 年 12 月财政部发

布《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以下

简称《基本指引》），要求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但由于具体指引还未制定，

《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下

高校成本核算实施路径

—— 以 A大学为例

摘  要：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角度，按照《事业单位成本核算

基本指引》要求，结合高校行业特征，

从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和范围、

成本归集与分配、成本报告四个关键

环节构建了高校成本核算实施路径的

总体框架，并以 A 大学为例对其具体

实施步骤及应用进行了系统性说明，

以期为高校开展成本核算提供指导，

并为后续高校成本核算具体指引的制

定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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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信息需求，确定高校具体成本核算

对象，同时确定成本核算方法 ；第二，

根据具体成本信息需求，按成本经济用

途、成本要素设置具体成本核算对象的

成本项目，并确定成本核算范围 ；第三，

按成本项目归集成本，直接费用直接转

入，间接费用分配转入具体成本核算对

象 ；第四，根据成本信息需求、成本核

算对象等确定成本核算周期，并按照成

本核算周期等编制成本报告。

二、《基本指引》下 A 大学成

本核算实施步骤

Ａ大学是一所省属高校，学校内设

目前高校成本核算的推行仍然障碍重

重。本文基于《基本指引》要求，以 A 大

学为例，对高校开展成本核算的实施路

径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基本指引》下高校成本

核算实施路径的整体构架

笔者基于《基本指引》的条款规定，

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高校成本核算实践

路径整体构架。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内

容 ：第一，根据高校职能、高等教育行

业特点，结合高校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

的基本成本信息需求，多维度、多层次

地确定基本成本核算对象，并根据具体

图 1 高校成本核算实施路径整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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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党政管理部门、7 个教辅部门、4 个

科研部门、16 个二级学院（共 68 个专业）

及后勤基建等 44 个二级机构。为了掌握

对学院各专业的投入情况，需要财务部

门对二级学院及专业进行成本核算，为

专业建设及预算绩效评价提供参考数

据。基于上述框架，笔者以Ａ大学为例

对高校成本核算的实施步骤及应用进行

解析。

（一）成本核算对象的确定

精准确定成本核算对象，既是高校

成本核算工作的起点，也是高校开展成

本核算的关键点。高校职能繁多、类型

较多，高校成本核算对象呈现多样化特

征，为精准确定成本核算对象，首先，

根据《基本指引》中成本控制、公共服

务和产品定价、绩效评价等成本信息需

求，确定基本成本核算对象 ；其次，根

据高校具体成本信息需求，确定具体成

本核算对象。

1. 基 本 成 本 核 算 对 象。高 校 为 满

足成本控制需求，可以业务活动类型、

项目、高校内设机构等作为成本核算

对象 ；为满足公共服务或产品定价需

求，可以学生或专业等作为成本核算

对象 ；为满足内部绩效评价需求，可

以项目、高校内设机构、业务团队等作

为成本核算对象 ；为满足外部绩效评

价需求，可以项目、高校本身等作为成

本核算对象。

2. 具体成本核算对象。根据高校的

职能目标、教育行业特点及具体成本信

息需求，在基本成本核算对象下设置具

体成本核算对象（如表１所示）。

根据具体成本核算对象的实物形态

不同，可将高校具体成本核算对象分为

产品和服务两大类。产品类包括加工物

品项目与在建工程项目，其余均属于服

务类。在高校成本核算中，服务类成本

核算对象是难点，主要是因为履职业务

费用如何对象化缺乏制度指引。

依上所述，将Ａ大学 16 个二级学

院、68 个专业设置为具体成本核算对

象。同时，为保持与会计核算系统的协

调，确保费用归集对象的完整性，还应

根据费用性质与用途，设置行政管理费

用中心、教学管理费用中心、科研管理

费用中心、资源管理费用中心等费用中

心，归集不能直接计入具体成本核算对

象的费用。“间接费用”用于归集不能

直接归属于学院某专业的学院发生的

费用。

（二）成本项目和范围

为将归集到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

费用进一步细分，需划分成本项目，并

明确其范围。高校可以根据具体成本信

表1        基本成本信息需求与基本成本核算对象对照表  

基本成本核算对象 具体成本核算对象

业务活动类型 教育成本、科研成本、社会服务成本

项目 加工物品项目、在建工程项目、科研项目、学科平台项目等

公共服务或产品
不同性质（全日制、进修生、培训生）学生、

不同层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学生、专业等

高校本身 高校本身

高校内设机构 高校内设二级机构

业务团队 经济学教学团队、ＸＸ科研攻关小组等

表2               政府会计科目设置参考表  
政府会计科目 辅助核算

序号
科目

编号

科目名称 成本核

算对象

成本

项目

经济

分类
……

总账科目 一级明细科目 二级明细科目 ……

70 5001 业务活动费用 √ √ 　 　

500101 教育费用 √ √

500102 科研费用 √ √

71 5101 单位管理费用 √ √ 　 　

510101 行政管理费用 √ √

510102 后勤保障费用 √ √

510103 离退休费用

政府会计专栏

表3            费用中心与具体成本核算对象表  

序号
具体成本

核算对象编码
一级成本核算对象 二级成本核算对象 金额（元）

1 101 行政管理费用中心 　   131 615 819.10 

2 102 教学管理费用中心 　    47 028 771.08 

3 103 科研管理费用中心 　       205 332.05 

4 10401 经济与贸易学院 　     1 499 106 

　 1040101 　 经济学        46 527 

　 104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53 288 

　 1040103 　 电子商务        41 459 

　 1040198 　 间接费用归集对象     1 357 832 

5 10402 工商管理学院 　     2 635 233 

　 1040201 　 工商管理        61 325 

…… …… 　 …… 　

20 105 资源管理费用中心 　    68 255 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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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需求，按照成本经济用途、成本要素

等设置成本项目，还可以根据需要，在

成本项目下设置进一步的明细项目或进

行辅助核算。以服务类成本核算对象为

例，成本项目设置如下 ：

1. 设置成本项目。为了反映费用的

耗用用途，成本项目必须对费用按其经

济用途来分类，以便反映学校履职业

务费用的构成情况。如Ａ大学的履职业

务费用按经济用途可分为工资福利费

用、商品和服务费用、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

摊销费、计提专用基金等。成本要素即

成本的经济内容，是按费用的经济性质

所作的一种分类，用以分析在各个时期

各种费用支出的多少。Ａ大学在设置成

本项目时，可按具体成本核算对象类别

设置成本项目总账项目，然后根据具体

成本信息需求，按照成本经济用途设置

一级成本项目明细项目（例如工资福利

费用），按照成本要素设置二级成本项

目明细项目（例如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

奖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此外，设置

“适用经济事项”栏，描述成本归集内

容 ；设置“计入方式”栏，描述费用计

入成本核算对象是直接转入还是分配计

入，以及如果是分配计入的话，其分配

参数是什么。

2. 充分考虑成本项目与相关会计科

目明细科目的协调性。从财务核算软件

着手，通过灵活设置会计明细科目和辅

助核算科目，最大限度确保成本项目和

会计明细科目的协调性。

以履职业务费用为例，将具体成本

核算对象设为总账科目“业务活动费用”

和“单位管理费用”的一级明细科目“教

育费用”“科研费用”“行政管理费用”“后

勤保障费用”的“成本核算对象”辅助核

算科目，将一级成本项目明细账项目（如

工资福利费用等）和二级成本项目明细

账项目（如基本工资等）设为 “成本项

目”辅助核算科目。这是实际工作中最

常用的一种方法，既能最大限度减少会

计科目数量，也能最大限度发挥财务信

息化中辅助核算功能（如表 2 所示）。

3. 成本范围。根据相关性原则，业

务活动费用中的教育费用，单位管理费

用中的行政管理费用、后勤保障费用与

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密切相关，均应

计入成本核算范围 ；而业务活动费用中

的科研费用则需要根据科研项目类型分

别处理，教改课题项目发生额计入成本

核算范围，其余科研课题费用按 30% 计

入，横向科研项目不计入成本核算范围 ;

单位管理费用中的离退休费用、经营费

用、资产处置费用、上缴上级费用、对

附属单位补助费用、所得税费用、其他

费用等与学校培养学生并无直接关系，

不应计入成本核算范围。

（三）成本归集与分配

通过会计科目及辅助明细账的灵

活设置，实现了按照成本核算对象和成

本项目归集实际发生的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的目的。即根据财务会计

核算结果，可按教育费用、科研费用、

行政管理费用、后勤保障费用分科目或

汇总得出费用中心与具体成本对象表、

履职业务费用成本项目表（如表 3、表 4

所示）。

《基本指引》规定，单位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计入成本核算对象的方式不同，

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根据事业单

位的业务特点，《基本指引》将单位的间

接费用归纳为业务部门的间接费用、辅

助部门的费用、单位管理费用三类。业

务部门的间接费用是指业务部门的业务

活动费用中，不能直接计入，而应归集、

分配计入各类业务活动等成本核算对象

的费用。如表 3 中“经济贸易学院”的“间

接费用归集对象”归集的费用 1 357 832

元。辅助部门的费用是指为业务部门提

供服务或产品的辅助部门所发生的业务

活动费用，如表3中“教学管理费用中心”

归集的费用 47 028 771.08 元 和“资源管

理费用中心”归集的费用 68 255 136.06

元。单位管理费用是指本级行政及后勤

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发生的管理费

用，如表 3 中“行政管理费用中心”归集

的费用 131 615 819.10 元。

间接费用的分配一般遵循因果关

系和受益原则，按照资源耗费方式确

定合理的分配标准或方法，将费用根

据资源耗费动因分项目追溯或分配至

相关的成本核算对象（同一成本核算

对象的间接费用分配标准或方法一旦

确定，各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

变动）。以“资源管理费用中心”为例，

政府会计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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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费用中心的间接费用进行分配时，

需对成本项目进行分析，逐项确定成

本项目分配办法，将费用中心的间接

费用逐项分配转入到具体成本核算对

象中（如表 4 所示）。

实务工作中，要注意如下几点 ：第

一，要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手段和信息技

术，加强直接费用的归集，尽可能减少

间接费用的归集 ；第二，要尽可能合理

选择简单实用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且

在工作中不断优化 ；第三，不要过多拘

泥纠结于分配结果的精确性，分配结果

处于合理范围便可，因为不管分配方法

多么合理，分配标准多么精确，间接费

用的分配只可能做到接近实际，不可能

与实际完全一致。

（四）成本核算周期和成本报告

《基本指引》规定，单位可以根据

成本信息需求、成本核算对象等确定成

本核算周期，并按照成本核算周期等编

制成本报告，全面反映单位成本核算情

况。根据成本核算周期应与产品生产周

期一致的原则，以单位主体、内部组织

部门或业务活动类型为核算对象的，其

成本核算周期应与会计年度保持一致，

即 应 以 公 历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作

为成本核算期间。以政策、项目、公共

服务或产品、业务团队为成本核算对象

的，其成本核算周期是实施周期、服务

周期或产品的生产周期，即其成本核算

周期可以与会计年度不一致。

Ａ大学以二级学院为成本核算对象

时，其成本核算周期与会计年度应保持

一致。并按期编制成本报表。若Ａ大学

以专业或学生为成本核算对象时，应将

每年的 9 月 1 日至次年的 8 月 31 日作为

成本核算期间。并按期编制成本报表。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结合《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探

索了高校成本核算的实施路径，为已开

展或拟开展成本核算工作的高校提供

参考，为制定高校成本核算具体指引提

供借鉴。随着国家对高校投入的不断增

加，成本核算在高校财务管理中越来越

重要。高校可以根据单位自身的财务管

理情况，建立本校的成本核算实施路

径，将成本核算工作做到实处。

责任编辑 姜雪

表4                                履职业务费用成本项目表  

项目编号
政府会计成本核算成本项目名称

金额 分配标准或参数
成本项目总账项目 一级成本项目明细账项目 二级成本项目明细账项目

101 服务类成本核算对象 　 　 　 　

10101 　 工资福利费用 　 　 　

…… 　 　 　…… 　…… 　……

10102 　 商品和服务费用 　 　 　

…… 　 　 　…… 　…… 　……

1010203 　 　   水电费  8 254 164.18 教师与学生人数之和

…… 　 　 　…… 　…… 　……

1010214 　 　   物业管理费  5 478 385.46 房屋面积、教师与学生人数之和

…… 　 　 　…… 　…… 　……

101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费用 　 　 　

…… 　 　 　…… 　…… 　……

10105 　 固定资产折旧费 　 49 013 418.73 　

1010501 　 　 房屋建筑物折旧 28 753 235.64 教师与学生人数之和

1010502 　 　 专用设备折旧  4 404 594.85 教师与学生人数之和

1010503 　 　 通用设备折旧 13 351 109.37 教师与学生人数之和

1010504 　 　 家具用具装具折旧 2 504 478.87 教师与学生人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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