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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空间

可。非购买取得的文物文化资产，若

其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可根据调出方

的账面价值、捐赠方的有关凭据或评

估金额，以及相关税费等确认初始成

本；若其成本无法可靠计量，现行政

策要求设置备查簿进行登记，待成本

能够可靠确定后及时入账。但此类资

产未来成本能够可靠确定的概率极

小，若持续在账外备查，有较大的安

全隐患，不利于文物文化资产的管理，

因此建议允许此类资产以名义价值入

账，将其纳入账内管理，以更好保障

资产安全。

（三）后续计量

文物文化资产的后续计量涉及多

个部门，如征集部门负责收回本单位

控制的文物文化资产；藏品保管部门

与征集部门交接已收回的资产，确保

其入账入库；藏品修复部门提出修复

申请，对状况不佳的藏品进行修复；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通过国有资产报表

向上级部门报送相关情况等。在此过

程中，征集部门面临因前所有人原因

或不可抗力导致无法收回资产的风

险，如已签署协议并支付对价，但资

产在进入本单位前遗失、损毁或存在

争议而无法实际收回等，导致征集账

目与财务账目产生差异；藏品保管部

门无法及时交接或整批交接藏品，导

致藏品账目与征集账目在数量上产生

差异；藏品修复部门修复藏品后，如

将修复支出资本化，则导致财务账目

与征集账目金额产生差异；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不实际参与藏品实物管理，

（一）适用科目

与具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

（以下简称文物文化资产）相关的会计

科目有两类：一是“文物文化资产”，

指单位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控制的

文物文化资产；二是“固定资产——

文物和陈列品”，指单位为满足自身开

展业务活动或其他活动需要而控制的

文物和陈列品。从字面上看，二者的

区别主要在于单位控制文物文化资产

的目的。然而由于文博事业单位一项

重要的业务活动即开办展览、教育等

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求的活动，因此

其控制目的难以明确区分，仅从定义

上无法明确适用科目。

为单独披露文物文化资产状况，

明确其不同于为满足办公需求配备的

普通固定资产的特殊性质，同时细化

资产分类，提高政府主体会计信息质

量，文博事业单位应将其控制的达到

专业认可、将作为藏品进行管理的文

物文化资产通过“文物文化资产”科

目核算，例如征集部门拟征集的作品，

在专家评审、登记造册、签署协议并

支付对价后，即可确认为文物文化资

产；而研究、展览、藏品保管等部门

代为管理的复制品等未达到专业认

可、不作为藏品管理但符合固定资产

特征的陈列品等，通过“固定资产——

文物和陈列品”科目核算。

（二）初始确认

对于有明确购买记录的文物文化

资产，文博事业单位在取得其控制权

时将购入价款作为其初始计量成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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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账目更新可能不及时，从而与征集、

藏品和财务账目产生差异。

文博事业单位应以财务部门为中

心，定期同步文物文化资产会计记录

至相关部门。财务部门以征集部门提

供的明细为依据付款，并根据资产是

否收回，在“文物文化资产”科目下设

“文物文化资产—— 待收回”“文物文

化资产—— 已收回”二级科目进行核

算。若文物文化资产无法收回，征集

部门应及时报批，根据资金退回情况

借记“银行存款”“财政拨款收入”“其

他应收款”等科目，贷记“文物文化资

产—— 待收回”科目。财务部门以征

集部门与藏品保管部门的交接情况为

依据，借记“文物文化资产—— 取得

成本”科目，贷记“文物文化资产——  

已收回”科目。财务部门根据藏品修

复部门的修复支出资本化情况，借记

“文物文化资产—— 修复成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财政拨款收入”等

科目。同时将“文物文化资产”科目明

细同步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

账，保证征集账目金额与“文物文化

资产—— 待收回”“文物文化资产—— 

已收回”“文物文化资产—— 取得成

本”科目借方金额一致；藏品账目数

量与“文物文化资产—— 取得成本”明

细一致；国有资产账目金额和数量与

财务账目一致、数量与征集账目一致，

从而实现文物文化资产的财务安全和

实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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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事业单位中文物文化资产
会计处理的难点及建议


	前折页
	本期导读
	向上生长　逐梦当“夏”

	专家视点
	可持续披露准则中的报告主体及相关概念

	应知应会
	收入准则解释——列报及其他问题

	调查报告
	关于促进企业会计准则高质量执行的思考

	理财案例
	G集团预算管理数字化建设实践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基于财务公司的国际司库体系建设实践

	财会监督
	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以AH会计师事务所为例
	关于政府会计教学设计中融入财会监督内容的思考——以“上级补助预算收入”科目教学为例

	研究与探索
	研发预算的四级管控机制设计

	业务与技术
	大股东让渡方式股权激励的会税处理分析

	纳税与筹划
	税收风险分析预警系统的构建
	内外销企业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效益分析及风险规避

	财会信息化
	会计智能体构建的基本框架与应用
	数字化审计平台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以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为例

	分享空间
	H公司电子会计档案建设路径
	准能集团数智化财务建设的探索
	高校成本核算难点及对策建议
	电力企业碳排放权资产价值管理浅析
	关于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思考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军工科研单位A研究所货币资金管理的探索
	北京邮电大学内部审计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建设
	研发支出处理差异对公司估值的影响与建议
	文博事业单位中文物文化资产会计处理的难点及建议

	世界之窗
	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公共部门财务报告主体范围国际比较研究
	海外油气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准则比较与建议

	财会审论坛
	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中的五大难点问题探析

	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向价值型财务人进发
	做好“三坚三守”　展现财务风采
	做一束光　在平凡中闪亮
	恪守职业道德　践行“三坚三守”
	让青春在守责敬业中绽放绚丽之花

	后折页
	封底页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180706112727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72
     332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CCW
     Separate
            
                
         3
         AllDoc
         233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9
     92
     91
     92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