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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尧 引 言

高等学校作为非盈利组织，其固定资产大多通过国家划

拨、捐赠等方式获得，并将土地、房屋、设备等无偿提供给师生

使用。如果管理不善，凭借管理人员主观的判断将设备分配给

下属的二级学院和单位，就会造成资产配置不合理、使用率较

低。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对有偿使用固定资产进行定价和制定

合理的补偿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固定资产的有偿使用已经在国外的

高校中取得了探索性的成果，其不仅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

置，而且能够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罗伯特·卡普兰将作

业成本法引入成本核算后，其在企业的运用得到了很大的成

功，那么能否将作业成本法运用于高校资产管理呢？但是面对

众多高校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公房、专用设备、后勤设施、

低值易耗品等，如何确定成本动因，成为制约高校作业成本法

运用的障碍。

二 尧 高 校 运 用 作 业 成 本 法 的 可 行 性 分 析

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卡普兰提出了作业成本的应用，

其后被广泛的运用到企业的成本核算中。作业成本法的基本

思路是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其适用条件一般为：成

本信息扭曲，其准确性受到置疑；间接费用所占的比例较大，

产品的种类较多；拥有高效的信息技术平台。根据上述作业成

本的要求，也可将其运用到高校固定资产的成本管理中，其主

要原因有：

1. 产品或服务的多样化。高等学校的产品指的是各个下

属单位，包括二级学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后勤部门。高校的

固定资产较为多样化，共分为六大类：房屋和建筑物、专用设

备、一般设备、文物和成列品、图书和其他固定资产。其中房屋

和建筑物以及设备将纳入有偿使用的范围，由于文物和成列

品提供给师生和其他人参观，资产不需要价值补偿或者能够

直接分配，所以不纳入该范围。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种类较多，

差异较大。

若将作业成本法运用到高校中，这时的成本中心就是高

校的各个二级学院及其他单位，一般高校的二级学院都较多，

有的甚至达到几十个，而产生的折旧费、管理费以及维修费都

由学校统一承担，各个下属单位没有成本的差别。

2. 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成本信息扭曲。我国高校资源的

建造、分配和管理缺乏有效的控制。高校的资产都是通过政府

拨款而来，有些高校往往大肆争取经费，盲目购买。对于学校

分配到下属单位的资产都是按需分配的，有些单位将争取到

的资源搁置，而有些单位却资源紧张，这就造成资源的共享性

差，没有合理进行分配。

会计核算没有具体的控制指标，主要注重的是各单位的

超支情况和票据的合法性等方面，各个单位的真实成本没有

体现出来。特别对于成人教育和网络教育其投入和产出、资源

的配置是否合理方面，高校的后勤部门基本和学校脱离；在自

负盈亏方面，成本的计算都归集到一起，因此各单位对占用的

资源没有成本意识。

3. 间接成本的比例较高。高等学校的大多数资产都是提

供给下属的各个单位使用，而产生的费用都不能直接归属到

下属的二级学院。如果将高校房产、设备等资源有偿使用化

后，房产、设备折旧费、燃料动力费、维修以及管理等加起来将

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占到整个费用的70%左右。如果还按照以

前那种平均分摊或者由学校承担的方式，将不能准确地计算

各个下属单位真实的成本，忽略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将致使

资源浪费，得不到妥善管理。

三 尧 高 校 资 产 管 理 的 作 业 成 本 法 应 用 研 究

（一）作业成本法的基本原理

作业成本法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间接费用的分配，对那些

能够直接分配到产品的成本，让其直接归属到指定的产品。传

统的分配方式是通过机器工时或者人工小时进行分配，但是

不同产品的工艺存在差别，因此其对资源的耗费是存在差别

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间接费用的分配存在扭曲，不能真实

地反映产品所耗费的成本，可能造成管理者决策的失误。而作

业成本法的主要思路是：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根据

产品实际耗费作业的情况，将间接费用真实地反映到产品的

成本中。

高校固定资产管理运用作业成本法的探讨

帅 毅

渊广东工业大学财务处 广州 510006冤

【摘要】目前高等学校固定资产传统管理的方式效率低下，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本文将作业成本法引入到高等学

校的房屋、建筑物及其设备的管理中，探讨了该方法在高校资产管理中应用的可行性，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高校作业成

本计算的方法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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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和传统的企业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作业中心就

是对各种设备的使用，各个下属的二级学院和单位可以被类

似地看成是产品，归纳起来就是设备的使用过程耗费资源（工

时），各个学院和下属单位消耗作业（设备的使用），该过程如

下图所示：

（二）作业成本法在高校的应用研究

1. 确定房屋设备的成本动因。根据准确性和可计量性的

原则收集高等学校的房屋、专用设备和一般设备的成本动因。

高等学校的资产一般包含三个大类，分别为房屋、专用设备和

一般设备，其中一般设备的价值应该在500元以上，而专用设

备的价值应该达到800元。

房屋的属性比较特殊，在使用过程中涉及时间和面积，所

以将“面积伊时间”作为其成本动因。专用设备一般由专人管

理，所以使用的记录较为具体，因此将机器工时作为其成本动

因。一般设备由于价值较小，且是专人专管的方式，将占用的

时间作为成本动因。

2. 有偿使用费用的计算。高校固定资产有偿使用价格计

算的范围是那些不能直接归属到某个单位的间接成本，应通

过成本动因将其分摊到各个下属单位。

首先建立年成本池，然后根据成本动因计算使用价格。建

立成本池，需要对房屋、设备年成本的构成分析。房屋的历史

成本组成包括建筑物的外壳、室内的设施及辅助设施，折旧基

础包括历史成本、使用期间费用和资本化利息，其中运行与维

护成本包括维修费、能耗费和管理费。

教学、科研及行政部门的资产来源于国家拨付的经费，其

折旧基础根据历史成本确定，后勤部门自负盈亏，需要以重估

成本进行折旧及价值补偿。折旧方法根据资产的性质适当的

选择，高技术类资产选用加速折旧法，其他的资产可采用直线

法。

成本池的确定按照一年的基础确定，其公式如下：

固定资产年成本总额=年折旧额+运行与维护成本+资本

化利息

运行与维护成本=维修费+能耗费+管理费

房屋建筑物使用价格=（年折旧费+运行与维护成本+资

本化利息）/面积总量伊365

一般设备类使用价格=（年折旧费+运行与维护成本+资

本化利息）/使用时间

专用设备使用价格=（年折旧费+运行与维护成本+资本

化利息）/机器工时

在得到上述各种资产的使用价格后，根据各二级学院及

其他下属单位的使用量记录，扣除定额分配的部分，就能计算

出各单位应承担的成本。

3. 某高校资产的间接成本的分配过程。下面以某高校的

设备为例，其中电子仪器-A、电教设备-B、分析测试仪-C、体

育器械-D属于专用设备，其成本的动因为机器工时，而办公

室家具-E、器具类-F、炊事设备-G、清洁设备-H为一般设

备，成本动因为使用时间。教学设备为国家拨款，能够得到补

偿，折旧基础采用历史成本，假设各设备都采用加速折旧法，

电子仪器和电教设备购买时采用全额贷款，其银行的利率为

1.5%。

根据各设备的成本构成，包含年折旧费、期间的运行维护

费用和银行贷款应该资本化的部分，计算其年成本总额，也就

是每种设备的成本池，如表1所示：

然后从各个设备的管理人员处搜集各个设备的使用情况

记录，进行归集，按照作业消耗资源的方式根据成本动因计算

各部门耗费的资源，如表2所示：

最后根据统计出的每一种设备的年成本额和资源量，计

算出各设备使用单价，得到各单位成本总额，如表3所示。为使

计算简便，假设各个单位的每种设备的定额量都为零。高校房

屋和建筑物成本分配过程这里不再赘述，处理方法和分配设

备成本是相同的，只是房屋、建筑物的成本动因和设备的成本

动因有差别，为面积伊时间。

电子仪器-A

电教设备-B

分析测试仪-C

体育器械-D

办公室家具-E

器具类-F

炊事设备-G

清洁设备-H

机器工时

机器工时

机器工时

机器工时

使用时间

使用时间

使用时间

使用时间

1 200

1 800

600

1 500

300

250

200

360

A学院

400

600

300

700

100

120

80

130

B学院

600

700

200

800

80

60

50

130

玉科研组

120

200

40

0

20

30

10

40

表2 作业动因量化

域科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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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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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40

0

150

0

0

70

20

20

20

C行政
部门

设备类型 成本动因 数量 科研组教学部门

各 单 位 消 耗

设备类型

电子仪器-A

电教设备-B

分析测试仪-C

体育器械-D

办公室家具-E

器具类-F

炊事设备-G

清洁设备-H

历史
成本

4 000 000

80 000

800 000

600 000

100 000

5 000

1 200

1 000

年折
旧费

800 000

16 000

160 000

120 000

20 000

1 000

240

200

运行与
维护成本

20 000

2 400

2 700

800

100

120

110

50

资本化
利息

60 000

1 200

0

0

0

0

0

0

年成本
总额

880 000

19 600

162 700

120 800

20 100

1 120

350

250

表1 各种设备的成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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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有偿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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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

有偿使用价格

有偿使用价格

成本
动因

年折旧成本

运行与维护

年折旧成本

利 息 费

后勤

行政

科研

教学

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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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截至2009年末，我国以省级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

达到7.2万亿左右，增加趋势明显。由财务学角度看，其直接

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财务杠杆过高，潜在的财务风险很

大。在我国，省级财政直接影响着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

福利水平，省级财政良好运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几年，不少学者及专家通过研究指出，我国政府债务水

平已经成为未来地方甚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隐患，其引发巨大

的风险的可能性日趋增加。笔者认为省级或地方政府的自身

财政自给能力是其财务杠杆水平的直接影响因素，因此由政

府财政自给能力的角度研究其财务杠杆变化具有很强的实践

指导价值。

二、模型的经济学原理、研究变量设定及选择

本文所分析的是省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对其债务动态影

响，同时由于CES效用函数模型突破传统C-D效用函数模型

替代弹性为1的限制，而且又包含了Leontief模型及线性效用

函数模型，因此模型具有很强的微观经济解释能力。基于此本

文选取CES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

CES直接效用函数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U=（ ai鄢qi酌）1/酌 （酌臆1）

S.t. pi鄢qi=Y

其中：a、酌为待定常数，q为需求量，p为单位化价格，Y为

总禀素。

则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其最优化一阶条件为：

其中：i屹j，且i，j=1，2，…，n。

移n
i=1

四 尧 小 结

通过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作业成本法下间接费用的分配更加

切合实际：耗费越多，承担的成本也就越多。因此能够让那些占有资

源而不使用的单位主动地让出资源。而传统作业成本

法下，只是将这些成本主观的进行分配，缺乏科学性。

要使作业成本法在高校中成功实施，首先，必须转

变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意识，建立他们对于资产管

理的成本意识。其次，应清理、整顿高校资产，对其成本

的信息进行梳理。另外还要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的信息

管理体系，确保成本数据的真实、有效，并要建立相关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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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仪器-A

电教设备-B

分析测试仪-C

体育器械-D

办公室家具-E

器具类-F

炊事设备-G

清洁设备-H

合 计

733.33

10.89

271.17

80.53

67.00

4.48

1.75

0.69

-

A学院

293 332.00

6 534.00

81 351.00

56 371.00

6 700.00

537.60

140.00

89.70

445 055.30

B学院

439 998.00

7 623.00

54 234.00

64 424.00

5 360.00

268.80

87.50

89.70

572 085.00

玉科研组

87 999.60

2 178.00

10 846.80

0.00

1 340.00

134.40

17.50

27.60

102 543.90

表3 各单位的成本构成

域科研组

58 666.40

1 633.50

16 270.20

0.00

2 010.00

89.60

70.00

27.60

78 767.30

0.00

1 633.50

0.00

0.00

4 690.00

89.60

35.00

13.80

6 4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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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对其债务杠杆的影响

—基于CES效用函数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

邵晓辉

渊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成都 611130冤

【摘要】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比例与购买净支出占政府财政净收入的比例对其财务杠杆具有正向冲击影响，但是转移

支付比例对于其财务杠杆影响幅度要大于购买净支出比例的影响幅度。直接影响政府资金使用成本的因素对于其财务杠

杆影响比较显著。

【关键词】债务杠杆 财政 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