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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成本核算的探讨

科研及社会服务活动的融合性和差异

性突出，后续成本费用归集分摊边界

模糊，导致成本核算数据准确性差。

4. 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不对接。

高校各部门之间管理信息系统相对独

立，财务部门无法及时、准确获取人

事、资产、教学、科研等相关部门的业

务数据信息，成本核算所需的信息数

据无法直接共享，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也缺乏专门的成本核算软件或模块，

在获取成本数据时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高校加强成本核算的建议

1. 树立全员成本管理管控意识。

高校应着力在管理体系中加入成本管

理的内容，自上而下培养全员开展成

本控制的环境。如严格控制学校公用

经费开支，实行大型仪器充分共享和

水电全计量控制。

2. 建立规范化成本核算流程。以

《基本指引》为主线，从财务维度建立

一套规范的成本核算流程。一是按照

内外部不同的成本信息需求（定额拨

款、学费定价、预算下拨、绩效评价

等）确定多维度及多层次的成本核算

对象 ；二是根据不同成本核算对象确

定成本核算周期（会计年度、学年、项

目周期等）；三是以权责发生制下的

财务会计数据为基础，融入各项业务

部门掌握的数据（人员信息、工资标

准、学费标准、能源耗用量、资产使

用分布与变动情况等）；四是按规定

口径设置成本项目范畴并进行数据归

集 ；五是对间接费用按一定方法（完

全成本法、制造成本法、标准成本法

等）确定分配标准和比重，根据资源

《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

（以下简称《基本指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基本指引》明确指出了

成本核算的原则、对象、范围和方法，

为高校成本核算提供了顶层设计，但

部分高校的政策落实并不理想。

（一）高校成本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成本核算意识薄弱与经验不足。

高校基于预算、决算安排经费，缺乏

成本核算的内在动力，各级管理人员

只重视财政收支和预算执行情况的考

核，对成本核算和经济效益缺乏足够

的重视。

2. 成本核算对象与成本信息单一。

《基本指引》提出，高校等事业单位依

据职能目标、行业特点及不同成本信

息需求等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实务中，

高校成本核算对象与成本信息单一，

为争取财政预算资金、满足绩效考核

要求，多以学校整体、专项资金项目

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很少以学院或系、

职能部门、教职工、学生或科研团队

作为核算对象。因此，缺乏多维度及

多层次的成本核算，无法满足内外部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成本信息需求。

3. 成本核算复杂与数据准确性差。

《基本指引》规定高校发生的直接费用

能直接计入成本核算对象，间接费用

需按照一定的分配标准和方法进行分

配后计入成本核算对象。高校成本核

算的复杂性在于间接费用的分配上，

大量的间接费用在核算时直接计入校

级项目，分摊标准和比重不易确定，

同时长期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基础

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另外，高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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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动因（工作量占比、耗用资源占

比、收入占比等）分项目追溯或分配。

六是计算确定各成本核算对象的总成

本、单位成本等，加强成本管控与分

析，向相关使用者提供成本信息。

3. 推进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

一是在费用报销、学生收费、工资发

放、科研入账、资产管理、后勤保障等

方面与校内财务、教务、人事、科研、

资产和后勤等业务部门的信息系统进

行衔接，将分散在多部门的业务数据

信息进行整合共享，消除成本信息孤

岛的局面 ；二是更新财务管理系统，

增加成本核算分析软件或模块。

4. 完善成本管理配套制度体系。

2021 年 1 月 国 家 卫 健 委 财 务 司 等 组

织制定了《公立医院成本核算规范》，

为公立医院成本核算工作制定了统

一的标准和规范。相关主管部门可结

合高校特点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

《基本指引》的基础上研究出台高校

成本核算的具体指引和指导手册，并

选择核算基础工作较好的高校进行

试点。同时，高校应健全制度并精细

核算，划清各二级单位成本考核责

任，建立成本核算与预算绩效评价机

制，同时通过规范账务处理、编制各

类费用标准、细化成本控制流程、编

制成本核算手册等完善成本管理配

套制度体系。
（本文受 2020 年度江苏省 社科应用研

究精品工程财经发展专项课题 <20SCB-59>     

支持）

（作者单位 ：南京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 陈利花

分享空间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