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目前高校会计核算的几点看法 

文/刘晓赟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深化，高校将逐步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
实体，研究高校办学成本，确立合理的成本核算机制，对社会优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和政府制定合
理拨款、收费政策，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稳步、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了配合
高校改革与发展，笔者认为现行高校会计制度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改革。 
   一、目前的收付实现制不合理，应推行权责发生制 
   1．收付实现制不能真实反映高校的“或有债务”。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临时
性借款和其它许多潜在的债务时有发生，现行高校会计只确认当期实际发生的债务，对尚未到期的
利息及债务均未予以确认;特别是当前，很多高校都在大规模、超常规建设，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
财政拔款和学杂费收入，一般来说，这两项收入基本能维持学校正常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基建
项目支出，其经费来源主要靠借款，所以借款利息在办学成本中占有很大比例。由于银行按季计
息，与目前高校执行的收付实现制有较大出入。而现行高校会计制度又未明确规定借款利息的列支
科目，而且报表中也未单独列项目反映，既不便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债务情况，也不利于领导摸
清家底，因此建议单设“应付未付借款利息”账户核算。 
   2．收付实现制不能真实反映高校权益，直接影响领导层决策。现行高校会计制度对许多权力
均未予以确认、记录和报告，比如财政应拨未拨款，上级应拨未拨款，下级单位应缴未缴款、学生
应交未交学杂费等。 
   3．收付实现制不能满足高校后勤改革的要求。目前部分高校都已后勤社会化，这就意味着学
校与后勤实体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应收应付事项，要准确核算高校与后勤实体各自的成本、全面真
实反映高校资产、权益和债务情况，以便做到经济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使用，应按照收付实现制核
算显然不够合理。 
  鉴于以上几点，本人认为高校会计应逐步推行权责发生制，并设置相应的科目对债权债务进行
准确核算。 
   二、资产负债表平衡公式不合理 
   目前，我国高校会计资产负债表是按照“资产＋支出＝收入＋负债＋净资产”的平衡公式来
设置的，这种设置方法有三点不合理之处： 
   1．它与资产负债表的含义不尽相符。因为收入和支出反映的是一定时期的变动情况，属于动
态要素，将收入和支出编入资产负债表与资产负债表的静态属性不相符。 
   2．资产负债表中各要素期末数的经济含义不一致。资产、负债项目反映的是每个会计期间
（每月底）的期末实有数，净资产项目中各项结余是年未数，这就造成资产减负债的差额与资产的
金额不相等。 
   3．收入与支出要素编入资产负债表已与收入支出明细表要素重复。收入与支出明细表则显得
多余。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可用“资产－负债＝净资产”的等式来设计资产负债表的格式。平
时月份净资产项目的期末数按资产与负债的差额以总数填列。这样就可以将目前资产负债表中的收
入和支出项目去掉，从而避免了收入和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中重复反映，也更符合预算会计的净资产
的含义。 
   三、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不合理,建议增设“累计折旧”项目 
   随着我国高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办学条件的不断改善，固定资产购建业务越来越频繁，购建
范围也随之扩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购置、教学仪器、设备购置、一般设备购置、交通运输设
备购置和图书购置等。由于目前高校会计制度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而是按照事业收入、经营收入
的一定比例提取修购基金。这种核算方式存在一定弊端。 
   1．固定资产只反映购置时的账面价值，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其实际净值与账面价值的差距
将越来越大，导致资产总量虚增。 
   2．不利于事业单位增强成本、费用意识，不利于单位固定资产管理。 
   3．不能随时较准确地掌握固定资产净值，很难为决策提供有力依据，直接影响固定资产的合
理调配和使用，甚至造成资源流失和浪费。 
   因此，笔者认为，高校可参照企业会计制度，采取分类折旧率，按平均年限法，年数总和
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等方法中的一种对固定资产进行计提折旧，增设“累计折旧”项

 



目，作为“固定资产”的抵减项目。 
   四、土地应计提折旧 
   因为目前高校的土地大部分是国家无偿划拨使用的，只有少量的土地使用权是有偿取得的。
所以，大多数土地成本未计入高校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总额中。少量现在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虽支
付了相应的费用，但现行的会计制度并未要求土地进行摊销，只要求入无形资产。结果有的高校已
将这部分费用包含在固定资产总额内，有的已入无形资产，有的只作一次性费用计入“教育事业支
出”。但是无论是否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均属办学必备条件，且土地投入占总成本的比例很高，
应计入办学成本。为了较准确地核算办学成本，土地应计提折旧，其折旧年限可参照房屋使用年限
定为50年，折旧率为2%。 
   五、应增设“其他支出”账户 
   目前，高校会计制度设有“其他收入”账户，以核算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和其他
收入等，未设“其他支出”账户，使得一些支出项目不能对号入座，如捐赠公益性支出、赞助公益
性支出，汇兑损失和未社会化的校办托儿所、中小学、医院支出等，如果列入“教育事业支出”或
“经营支出”都不合适。为此，建议今后应增设“其他支出”账户。 
   六、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费、医疗费等不应列入“教育事业支出” 
   因为离退休人员已不在从事教学活动，不直接为教育事业提供服务，而其工资性支出，生活
补助、福利费、医疗费目前在“教育事业支出”中占很大比例，从财务指标看会加大人员支出，虚
增办学成本，显然不合理。因此，建议列入“其他支出”账户核算(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华文学
院财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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