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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非财政补助结余”：概念辨析及报表列示

李 珣 谷书平

（聊城大学财务处 山东聊城 252000）

【摘要】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非财政补助结余”与“非财政补助结转”并列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容易让

报表使用者误认为“非财政补助结余”反映的是“非财政补助结转”涉及的项目完工后的剩余资金。而新制度中“非

财政补助结余”真正核算的是事业结余和经营结余，因此建议对资产负债表中净资产类科目的列示进行必要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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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简称“新制度”）规定，高校

资产负债表中净资产类科目包括事业基金、非流动资产

基金、专用基金、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

助结转和非财政补助结余。一般来说，结转是指预算未完

成需要下一年度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而结余是指

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终止后剩余的资金，“财政补助结

转”和“财政补助结余”就是分别反映高校财政补助资金

未完工项目结转金额和这些项目完工后的结余金额。

笔者认为，“非财政补助结转”与“非财政补助结余”

两个概念并列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容易让报表使用者

产生误导，以为“非财政补助结余”核算的内容是“非财政

补助结转”核算的项目完工后的剩余资金，这种理解与新

制度中“非财政补助结余”的定义完全不同，建议对资产

负债表中净资产类科目的列示进行必要的修订。

（一）

为了动态地反映高校多渠道资金的运动过程及最终

的结转结余情况，进一步实现资金的精细化管理，提高会

计信息质量，新制度对收入支出结转结余的科目设置及

结转方法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本文按照资金性质的不同

将收支结转方式梳理成四种类型，如图所示：

机；给其余每位员工每人发放1部成本3 000元、市价5 000
元的手机。另外购1 000袋大米，每袋不含税价200元作为
春节福利发放给每位职工。

分析：企业以自己生产的产品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

应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金额以公允价值计量，计入

主营业务收入，产品按照成本结转，同时按视同销售计算

增值税销项税额。以外购商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

职工的，应当按照该商品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计量应

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但不确认为收入。本例相关的

业务处理如下：

（1）手机的售价总额=10 000×100+5 000×700+
5 000×200=1 000 000+3 500 000+1 000 000=5 500 000
（元）。

手机的增值税销项税额=10 000×100×17%+5 000×
700×17%+5 000×200×17%=170 000+595 000+170 000=
935 000（元）。

公司决定发放手机作为非货币性福利时，应做如下

账务处理：借：管理费用1 170 000（1 000 000＋170 000），
生产成本 4 095 000（3 500 000＋595 000），销售费用

1 170 000（1 000 000＋170 000）；贷：应付职工薪酬——
非货币性福利6 435 000。

实际发放手机时，应作如下账务处理：借：应付职工薪

酬——非货币性福利6 435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5 5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935 000。借：主营
业务成本 3 500 000；贷：库存商品 3 500 000。
（2）1 000袋大米的购价金额=100×200+700×200+

200×200=20 000+140 000+40 000=200 000（元）
1 000袋大米的进项税额=100×200×13%+700×200×

13%+200×200×13%=2 600+18 200+5 200=26 000（元）
公司决定发放大米作为非货币性福利时，应作如

下账务处理：借：管理费用22 600（20 000+2 600），生产成
本 158 200（140 000+18 200），销售费用 45 200（40 000+
5 200）；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226 000。
购买大米时，公司应作如下账务处理：借：应付职工

薪酬——非货币性福利226 000；贷：银行存款22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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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将财政补助资金的收入和教育、科研、行政

管理、后勤保障、离退休支出中的财政补助支出结转入

“财政补助结转”，项目完工后的剩余资金符合结余性质

的转入“财政补助结余”。

第二类，将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上级补助

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中的专项资金收入及

教育、科研、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离退休支出、其他支出

中的非财政专项支出结转入“非财政补助结转”，项目完

工后的剩余资金留归本单位所有的转入“事业基金”。

第三类，将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上级补助

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中非专项资金收入及

教育、科研、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离退休支出、其他支出

中的其他资金支出结转入“事业结余”，年末结转至“非财

政补助结余分配”，提取有关专用基金后最终转入“事业

基金”。

第四类是经营性质的资金收支结转入“经营结余”，

年末为贷方余额时结转至“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计算

出有关税金和提取专用基金后最终转入“事业基金”。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非财政补助结转”的概念非常

明确，它反映的是除财政补助收支以外的各专项资金收

入与相关支出相抵后剩余留存的，须按规定使用用途

来结转资金。这个概念强调两点：一是资金来源应为非财

政补助资金，二是资金性质应为专项资金，即为了完成特

定工作任务和发展目标而发生的非日常

运转资金。两点必须同时符合才能纳入

“非财政补助结转”。

（二）

在资产负债表中，“非财政补助结

余”与“非财政补助结转”两个概念并列

出现，报表使用者会误认为“非财政补助

结余”反映的是纳入“非财政补助结转”

的项目完工后的剩余资金，即误认为“非

财政补助结余”是由图中分析的第二类

资金形成的剩余资金，就像第一类中“财

政补助结余”反映“财政补助结转”中的

项目完工后的剩余资金一样。

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不符合新制

度的规定。新制度规定：非财政的专项收

支完成结转后，对纳入非财政补助专项

结转的各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将已

完成项目的剩余资金区分以下情况进行

处理：缴回原专项资金拨入单位的，借记

“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留归本单位使用的，借记“非

财政补助结转”科目，贷记“事业基金”科

目。可见真正属于第二类资金的项目完工后剩余资金要

么缴回原拨入单位了，要么计入了事业基金，新制度中没

有对完工后剩余资金命名，也没有单独在资产负债表中

反映。

新制度对“非财政补助结余”的定义是，高校自年初

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的非财政补助结余弥补以前年度经

营亏损后的余额，在图中是第三类和第四类资金的结余

合计，即“事业结余”和“经营结余”科目的合计。纳入“事

业结余”的资金强调两点：一是资金来源为非同级财政补

助的资金，二是资金性质为非专项资金。纳入“经营结余”

的资金强调的是事业活动以外的经营性资金结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制度中“非财政补助结余”

是反映非财政非专项的资金结余和经营结余的合计，而

资产负债表中“非财政补助结余”和“非财政补助结转”并

列出现，会让报表使用者误认为“非财政补助结余”反映

的是非财政专项的资金结余。因此，笔者建议在资产负债

表中删除“非财政补助结余”这个概念，直接用“事业结

余”和“经营结余”替代，这样资产负债表里列示的净资产

类科目概念明确，而且做到了与新制度中规定的会计科

目统一，便于报表使用者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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