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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2019年 11月财政部发

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解释第 1号（征求意见稿）》。

对非营利组织会计与财务理论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民间

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的实践进程。

（一）非营利组织会计发展趋势及教学研究。有学者对

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该学者分

析了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概念和特点，指出政府及非

营利组织会计与企业会计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核算基础、

会计要素分类、会计等式、会计报表等方面。但是，两者未

来的发展趋势是从独立走向统一，包括两者的会计基础趋

同于权责发生制，会计目标趋向于决策有用性。有学者以民

办高校为例，研究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在民办学

校的实践，并对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即行政事业单位的活动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从事的

活动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两者在资金运作方面的特征

也很相似，因此，可以借鉴《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推

动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

有学者根据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趋势，对会计

教学方向展开了研究，认为国内高校增设政府及非营利组

织会计这一课程使我国会计教学体系更加具有完备性和应

用性，也使高校教育和会计学人才更好地适应我国预算管

理和财政体制改革。目前，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教学仍存

在一些问题与困难。对于学生来说，对财政管理体制了解较

少，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课程缺乏兴趣 ；对于教师来

说，教学方法较为单一，缺少实践教学。此外，我国的政府

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教学仍缺乏高水平的系统性教材，实践

性案例和数据资料还比较匮乏。为此，应该强化师资建设，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我国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从而加强政府

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水平，培养更多相关人才。

（二）非营利组织会计监督研究。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

非营利组织会计监督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首

先，当前的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对相关会计

信息披露没有强制规定，很多组织财务管理处于监管空白

的位置。其次，很多非营利组织的会计监督职能不完善、体

制不合理，没有明确体现出内部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

的职责、目标和实施方式，监督效果不佳。最后，非营利组

织的经营管理者存在责任缺位、监管失控的问题。为此，该

学者提出要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管体系，完善内部会计控

制机制，加强外部审计，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使非营利

组织会计体系更加完善，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三）非营利组织会计及财务管理问题研究。有学者对非

营利组织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目前，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中还未设置“所得税”科

目，无法反应所得税实际金额，其纳税情况也不能在财务核

算上直观反映出来。同时，“财务费用”科目也尚未设置，只

设置了“筹资费用”科目，而该科目在社会服务机构中适用性

较差，也无法明确区分利息收入的来源和具体项目，在实质

上不符合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核算要求。此外，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中净资产项下缺少“运营基金”科目，难以归集和核算

发生的运营费用，无法准确反映非营利组织的运营状况。为

此，应该增设“所得税费用”一级科目、“财务费用”一级科目

和“运营基金”一级科目，使会计科目的核算更加清晰明确。

我国非营利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带动了大量的资金流动

和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有学者对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

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存在

标准不统一，内容不完整，信息量较少，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据此，该学者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我国非营利

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 ；加强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

实行全面监督机制 ；拓宽公众获取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的

渠道 ；扩大披露的信息量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非营

利组织的独立性，完善非营利组织内部结构 ；加强内部治

理，从意识、思想方面治理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还有学者

认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相关

的会计制度不完善、管理模式不完备和监管不到位等方面，

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主要表现在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透明

度低以及缺乏相应的外部审计体系等方面。为此，该学者提

出非营利组织方面应该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体系，完善财

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外部信息监督体制，最大程度

强化监督效果，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

养，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会计信息及其披露质量。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供稿 

常丽 武小楠 胡景涛执笔）

财会理论与实务研究论文遴选

为更好地记录和反映 2019年度财会理论与实务研究

成果，中国财政杂志社与中国会计学会、中国财税博物馆

联合组织开展了财会理论与实务研究论文遴选。本次遴选

从财税、审计等部门主办的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经

济类核心期刊（共 21种）中选取财会理论与实务研究论文

100余篇，经初审、10位专家复审，共遴选出 20篇论文予

以推荐。

1. 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分类操纵——来自业绩型股

权激励“踩线”达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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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中国七十年财务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 
 作者 ：郭复初 
 发表于 2019年《财务研究》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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