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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事业单位对《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执行效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的事业

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评价模型，并以包头市事业单位为例，利用所建立的评价模型对包头市事业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的情况进行评价，针对评价结果及关键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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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分析
——以包头市事业单位为例

一、研究背景

财政部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发布了《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并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旨在健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事业单位财务会

计行为，提升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加强事业单位财务管

理监督。为评价事业单位对《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执行效

果，本文建立了一个客观的评价体系，为主管部门更好地推

进制度执行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事业单位发现自身问题，以

便及时调整，从而提高本单位会计信息质量。

二、分析方法

为了客观评价《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执行效果，本文采

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执行效果评价指标权重，并结合模糊综合

评价法对执行效果进行评价。

20世纪70年代，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Thomas L. Satty提

出了一种通过模拟人的思维决策过程，将定性描述的多因素

复杂系统，转化成定量描述的分析方法，即层次分析法（ana⁃

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随着 Satty和多位学者的研究

推动，AHP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管理与决策、能源资源分

配、行为科学、经济计划分析等多个领域。

自层次分析法被提出之后，各国学者对层次分析法的原

理及其在各个产业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天津学者许树柏

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层次分析法在解决运筹决策中，设置多

个层次和目标的问题，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系统性与逻

辑性。Fan Z.和Ma J.（2002）将AHP和数学规划相结合，以此

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与可靠性。Masood（2001）利用AHP确定

了五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再将其与单目标规划相结合，从而

选择最佳质量控制系统。Korpela（2002）和 Jung（1999）通过建

立优化模型，在预算确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佳质量目标。

层次分析法在对目标企业制度或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

中也应用广泛。如：冯丽丽、宋绍清（2014）从企业内部控制制

度评价的主体与客体以及执行效果出发，构建了基于层次分

析法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效果评价体系。桑叶、杨坚争等

（2013）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电子商务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体系，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实证评估，并对存在的问题给出

建议。刘晶、曲绍卫（2012）结合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

法对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分析，指出高校

在执行贫困生资助制度过程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

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评

价方法

依据AHP基本原理，对《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有效性

进行评价的主要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这一目标分为不同

的组成因素，依据各因素之间的互相影响和隶属关系，将其

按不同层次进行组合，形成一个有序的多层次分析模型。

第二步，对模型中每一层的因素采用专家判断给分法，

将其下一层每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程度予以定量表示。

第三步，将得到的判断矩阵求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特征向

量，判断其是否通过一致性检验并确定权重，即每个因素的

相对重要性次序。

第四步，通过综合计算确定最低层相对于目标层的相对

重要性次序。

第五步，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根据各层级指标的权重，请

专家分别对各个二级指标两两比较的标准作评价，最终得出

的评价结果构成指标的评语集；整理计算专家们的相同评价

结果的次数占全部评价结果次数的百分比，得出隶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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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根据所求出的每一层各个要素的隶属度，组合

确定隶属度矩阵，结合各层的权重向量，求出综合评价指标值。

下文以包头市事业单位为例，对其在《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执行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研究。

四、案例研究

（一）案例背景

根据案例小组自2014年9月11日至12月2日对74个事

业单位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情况检查的结果，依据

《会计法》、《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新

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行政事业

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从新旧制度衔

接、新制度的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及执行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及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事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检查，

并将检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汇总。有 4个单位因特殊原因

未能履行检查义务，实际检查 70个单位。包头市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执行效果究竟如何，受哪些因素影响，怎样才能提高

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只有建立一套客观的评价体系

才能解答这些问题。

（二）建立指标体系层次结构

笔者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评价体系分为三

层：以《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第

一层——目标层，标注为X；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会计核算

指标、会计报表编制指标和会计控制指标，分别标注为X1、

X2、X3；第三层为方案层，其中会计核算指标X1的方案层包

括会计制度衔接指标X11、会计科目设置指标X12、账务处理

指标X13，会计报表编制指标X2的方案层包括科目余额表指

标X21、账表账账核对指标X22、资产负债表指标X23、收入支

出表指标X24，会计控制指标X3的方案层包括凭证控制指标

X31、岗位控制指标X32、流程控制指标X33。具体层次结构如

下图所示：

（三）通过判断矩阵确定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成立六位专家评分小组，每位专家分别对各层指标进行

比较评分，按照1 ~ 9标度类型进行打分。首先，请各位专家对

照目标层对准则层各要素进行评分，得到各位专家评分的判

断矩阵X=（Xij）m×n；其次，利用matlab软件求得各判断矩阵

的最大特征值λmax及其CR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若CR<

0.1则检验通过；最后求得各位专家对各个指标评分的加权

平均值，得出各准则层指标的综合判断矩阵和各指标权重

W，具体如表1所示。

利用matlab软件，根据一级判断矩阵得出一致性检验结

果：λmax =3.179，CR=0.0930（小于 0.1），通过一致性检验，并

得出一级指标权重Wi。

同理，按上述方法确定各一级指标的CR值及其下二级

指标的权重Wji（j=1，2，3；i=1，2，3，4）。可得，会计核算X1各

指标值：CR=0.0739（小于 0.1），W11=0.1007，W12=1.2255，

W13=0.6738；会计报表编制X2各指标值：CR=0.0121（小于

0.1），W21=0.0751，W22=0.0751，W23=0.5168，W24=0.3329；会

计控制 X3 各指标值：CR=0.0079（小于 0.1），W31=0.5396，

W32=0.1634，W33=0.2970。

（四）建立评语集并确定隶属度矩阵

计算出各层级指标权重后，再请六位专家分别对各个二

级指标做出评价，组成指标的评语集，设置如下的评语集：

B=（优 良 中 差），统计几个人的评语集合。用Rn（n=1，2，

3）表示二级指标对于评语集Bj的隶属度。分别计算、评价每

一个二级指标的隶属矩阵，结果如表2 ~表4所示。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评价体系层次结构图

包头市《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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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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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会计核算评语集及隶属度矩阵

表 3 会计报表编制评语集及隶属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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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评价系数

根据上文所得的各准则层的权重Wji、隶属度矩阵Rn，

按照各要素综合评价系数的计算公式：P=W×R，求得各准则

层及目标层综合评价系数。

会计核算X1的综合评价系数为：

P1=W1i×R1=（0.1007 0.2255 0.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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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9 0.4832 0.4288 0.1123）

同理可得，会计报表编制X2的综合评价系数为：

P2=（0.1792 0.5554 0.2653 0）

会计控制X3的综合评价系数为：

P3=（0.2484 0.3828 0.3688 0）

记目标层X的综合评价系数矩阵为R，则：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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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X下一级指标权重为：

W=（W1 W2 W3）=（0.5171 0.3586 0.1243）

因此，《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有效性评价的结果为：

P=W×R=（0.1406 0.4966 0.3627 0.0581）

综合评价系数结果如表5所示：

（六）《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有效性最终得分

本文用Q=（q1 q2 q3 q4）
T表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

行效果的最终评价结果，设满分为10分，按照等差值打分，则

q1=10（分），q2=7.5（分），q3=5（分），q4=2.5（分）。0 ~ 2.5分表

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较差，2.5 ~ 5分表示《事业

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一般，5 ~ 7.5分表示《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执行效果良好，7.5 ~ 10分表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

行效果非常好。结合上文所得出的综合评价系数，可以计算

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有效性的三个要素，会计核算

X1、会计报表编制X2和会计控制X3的单独评分值，以及《事

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效果总分值。

1. 计算会计核算X1的评价总分值。

Q1=P1×（10 75 5 2.5）T=6.9277（分）

从评价结果来看，会计核算要素指标的得分为 6.9277

分，处于5 ~ 7.5之间，说明其执行效果良好。通过指标显示的

影响因素可知，会计核算水平受制度衔接、科目设置及具体

账务处理的影响，影响得分的具体表现为：

（1）会计人员未能准确理解新旧制度衔接下各会计科目

核算内容的变化，不能做好各项衔接的会计处理。由于一些

事业单位会计人员不理解“应付职工薪酬”科目的含义及其

具体核算要求，所以未能正确认识本科目核算的重要性，导

致该科目不能正确归集和反映本单位应付给职工和为职工

支付的各种薪酬的发生额，未能充分发挥本科目的作用。有

23个单位存在未使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的情况，还有 20

个单位存在“应付职工薪酬”明细科目核算不完整的情况。建

议事业单位在新账中设置“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及其下属明

细科目。衔接处理时将旧账中“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

地方（部门）津贴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科目的余额分

别转入新账的“应付职工薪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对旧账

中“其他应付款”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关于失业保

险、个人所得税、个人保险等的金额转入“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对应的明细科目。

有些单位没有将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资产转入存货，

或者未摊销已领用存货成本，导致固定资产、存货、非流动资

产基金、事业基金金额不准确。建议按照《新旧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的规定，对于达不到《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中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资产，将其相应余额转

入新账的存货类科目，将相应的“固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

账的“事业基金”科目；对于已领用出库的存货，一次性摊销

其成本，同时做好相关实物资产的登记管理工作，在新账中

借记“事业基金”科目，贷记存货类科目。

（2）出现有待商榷的事项无法解决。如关于事业单位固

定资产计提折旧，70个被检查单位只有包头市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处置中心于2013年12月对2010年以前购入的固定

资产计提了折旧，折旧金额为9846400元，但其对2010 ~ 2014

年购入的固定资产未计提折旧。其余69个单位均没有对固定

资产计提折旧，财务人员对于是否计提折旧以及怎样计提折

旧的说法不一，相关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希

望在有关法规中明确此类问题，即：哪些单位需要计提折旧；

如果计提折旧，折旧年限如何确定。

基建拨款不是财政全额拨款，其中有部分款项来源于自

筹资金。当工程发生欠款时，若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

《事 业 单 位 会 计 制
度》执行效果X

会计核算X1

会计报表编制X2

会计控制X3

评语集

优

0.1406

0.0879

0.1792

0.2484

良

0.4966

0.4832

0.5554

0.3828

中

0.3627

0.4288

0.2653

0.3688

差

0.0581

0.1123

0

0

表 5 综合评价系数

会计控制X3

凭证控制X31

岗位控制X32

流程控制X33

评语集

优

1

4

1

良

2

2

3

中

3

0

2

差

0

0

0

隶属度矩阵R3

1/6

2/3

1/6

1/3

1/3

1/2

1/2

0

1/3

0

0

0

表 4 会计控制评语集及隶属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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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科目，就会出现“在建工程”金额大于“非流动资

产基金——在建工程”金额的现象，这与《事业单位会计准

则》中规定的“在建工程”金额等于“非流动资产基金——在

建工程”金额相矛盾。

对有待商榷的事项，建议各事业单位关注政策解读，同

时财政部门也应跟踪培训解决问题。

（3）科目设置、核算不规范。例如“专用基金”与“上级补

助收入”科目使用不规范，具体表现在：

第一，“专用基金”科目使用不合规，使资产和净资产的

列报均不能真实反映单位的实际状况。包头市某事业单位

2012年年末有长期投资 2000万元，2013年年初新旧会计制

度衔接时，未将长期投资对应的“事业基金——投资基金”转

入“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进行核算，而是在2013年

12月调整市政公用公司投资款时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5676851.09

专用基金——修购基金 8837629.95

其他应收款——暂存投资基金 5485518.96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 20000000.00

经查实，该单位因以前年度核算时未将“长期投资”和

“事业基金——投资基金”对应核算，所以执行新制度调账

时，“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无余额。为了保证“长期投

资”和“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的金额相符，该单位

调减了“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 5676851.09元、“专用

基金——修购基金”科目8837629.95元，调增了“其他应收款

——暂存投资基金”科目5485518.96元。导致“专用基金——

修购基金”余额核算不准确、不完整，虚增“其他应收款——

暂存投资基金”金额。

第二，在“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科目直接列支费

用，少计“事业支出”，使“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余额

减少，单位的净资产减少；同时，未在“事业支出——公务接

待费”科目反映招待费，影响“三公经费——公务接待费”的

正确归集。

包头市某事业单位 2013年 1 ~ 12月在“专用基金——职

工福利基金”科目直接列支招待费205902.04元；2014年1 ~ 8

月在“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科目直接列支招待费

75243.00元。建议事业单位依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

定，正确区分和使用“专用基金”与“事业支出”两个科目。“专

用基金”科目用于核算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或者设置的具有

专门用途的净资产，主要包括修购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等。

“事业支出”科目用于核算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

辅助活动发生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同时，应该追溯以前

年度有关账务处理情况，查明产生差异的原因，及时更正，保

证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第三，“上级补助收入”科目的使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将

收到的上级拨款通过往来款或其他科目进行核算。有16家单

位 2013 年少计收入共 13673617.00 元，2014 年少计收入共

6573908.95元，而且未将对应的支出从“事业支出”中列支，

而是通过往来款或其他科目进行核算，导致这 16 家单位

2013 年少计支出共 15662331.33 元，2014 年少计支出共

1914846.32元。建议严格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

将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记入“上级

补助收入”科目进行核算。收到上级补助收入时，按照实际收

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上级补助收入”科

目，不能在往来款中核算收支。

2. 计算会计报表编制X2的评价总分值。

Q2=P2×（10 7.5 5 2.5）T=7.2840（分）

Q2接近 7.5分，说明会计报表编制执行效果较好，影响

得分的主要表现为：

（1）未使用或未更新财务软件。部分事业单位 2013年未

编制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及会计报表附注；2014年各月未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收入支出表。

（2）一些单位未将日常的会计处理和报表编制（包括会

计控制）嵌入信息系统中，导致报表金额与明细账、总账金额

不符，报表未真实反映单位财务状况。包头市某事业单位的

决算报表中，“其他应收款”项目列示21109.31元，“财政应返

还额度”项目列示 162935.29 元，“其他”项目列示 27453.29

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列示项目43683.00元；而总账、明细账

中，“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 27453.29元，“财政应返还额度”

科目余额184044.60元，“固定基金”科目余额43683.00元。经

查21109.31元为2013年12月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单位年

终用款计划结余款项，应纳入财政应返还额度核算管理。

建议严格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使用会计科

目，将日常的会计处理和报表编制包括会计控制嵌入信息系

统中，防止报表金额与明细账、总账金额不符。

3. 计算会计控制X3的评价总分值。

Q3=P3×（10 7.5 5 2.5）T=7.19903（分）

Q3介于 5 ~ 7.5之间，说明会计控制执行效果良好，影响

得分的主要表现为：

（1）尚未建立内部控制制度。部分事业单位未按照内部

控制规范要求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或内控工作仅表现为会计

控制。例如：对财政项目资金的账户设立、资金分配使用以及

项目周期（包括立项、实施、反馈、检查、验收等）中的资金运

行进行计划、控制、监督和绩效考核，不同于一般的基本支出

审批。检查中发现有些事业单位项目资金较多，但尚未建立

有关大额项目资金的审核机制，大额项目支出与基本支出的

审批流程相同。

（2）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方面存在问题。部分事业单位未

做到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特别是财务人员岗位职责未有效

分离，容易产生管理漏洞，影响事业单位资产的安全性与完

整性；未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或未对盘盈盘亏情况及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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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导致账实不符。检查发现共有27个单位2013年年末未

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而按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年度终了

时应当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盘点，以保证资产账实相符。没有

按照内部控制制度中关于审批制度的规定支付报销单据。个

别单位费用存在报销单上无财务人员签字，或未经任何复核

和审批签字而报销的现象。

建议制定有效的、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内部管理的各

项规章制度，以有效保证单位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

和使用有效、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

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建议财政局及上级主管

部门加强对各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有关内部控制方面知识的

培训，提高他们对内部控制重要性的认识，针对本单位的实

际业务情况，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监督本单位人员严

格按制度执行，从而降低管理风险。

4. 计算《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有效性评价总分值。

Q=P×（10 7.5 5 2.5）T=7.0892（分）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有效性评价总分为7.0892分，

介于5 ~ 7.5之间，说明其执行效果较好。

五、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根据对包头市有关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执行效果的调研情况，建立了指标体系层次结构，将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的执行效果作为目标层，将会计核算、会计报表

编制及会计控制作为指标层，并确定了每个指标层的构成内

容，通过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确定一级、二级指标的

权重及隶属度矩阵，最后计算《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有效

性的得分并确定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结果及调研中发现的主

要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对于财政部门的建议。

（1）建立辅导培训动态化机制。财政主管部门在每次新

制度颁布实施前都进行培训，但这种培训更多的效果是使各

事业单位了解新制度。由于各单位的实际情况、财务人员素

质等因素的差异，在制度执行中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因此，应

建立一种分阶段的动态培训机制，在上一阶段的执行效果的

评价基础上，分析具体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

（2）建立常态化的监督评价机制，并定期或根据相关制

度、政策的修订及时完善机制。监督评价的主要作用是发现

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如果未能建立一种常态化的监督评价

机制，则很容易使问题积累过多，最终造成严重后果。

2. 对于事业单位的建议。

（1）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会计人员的素质直接

影响着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质量，因此，必须要求事业单位

按会计法和内部控制的要求聘用和任用会计人员，并加强会

计人员业务学习。

（2）提高事业单位信息化水平，借助信息化系统实现单

位日常会计工作的规范化。事业单位应利用现代化信息电子

技术，以相关财务软件为载体，将日常的会计处理和报表编

制（包括会计控制）嵌入信息系统中，一方面可以降低人为操

纵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财务信息的准

确性和及时性。

（3）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就是有效

保证单位财务信息真实完整，会计控制又是内部控制的方法

之一。因此，事业单位应建立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建立良好

的内部控制环境，从单位和业务层面加强控制，提高财务管

理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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