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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编制政府部门会计报表的探讨

【摘要】2015年12月11日财政部印发了《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为各相关单位

将会计报表转换为政府部门会计报表提供了具体编制指导。以高校为例，分析将高校会计报表转换为政

府部门会计报表时存在的问题，实例演示通过改进财务软件的模块设置等编制政府部门会计报表的过

程，以期与广大高校财务同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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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修改〈预算法〉的决定》，决定从2015年1月1
日起施行新《预算法》。新《预算法》第九十七条规定：

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

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报告政府整体财务状况、

运行情况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为配合新《预算

法》的实施，2014年 12月 12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要

求 2016 ~ 2017年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工作。

目前，财政部于2015年11月发布的《关于印发〈政府

财务报告编制办法（试行）〉的通知》（财库［2015］212
号）和2015年12月发布的《关于印发〈政府部门财务

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库［2015］223
号），对各相关单位编制 2016年政府部门会计报表

提供了具体编制指导。但是高校在将会计报表转换

为政府部门会计报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两表的

设置差异、科目设置口径不一致，存在一些转换问

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对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个人见解。

一、政府部门会计报表与高校会计报表的比较

1. 会计报表内容的比较。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包

括会计报表、报表附注、财务分析等。其中会计报表

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当期盈余与预算

结余差异表等。资产负债表重点反映政府部门年末

财务状况，按照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分项列示。收入

费用表重点反映政府部门年度运行情况，按照收入、

费用和盈余分类分项列示。当期盈余与预算结余差

异表重点反映政府部门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当期

盈余与现行会计制度下当期预算结余之间的差异。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2013）规定，高校会计报

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月度、年度）、收入支出表（月度、

年度）、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年度）以及附注。其中，

资产负债表反映了高校在某一特定日期全部资产、

负债和净资产的情况。收入支出表反映了高校某一

月度或会计年度各项收入、支出和结转结余情况，以

及年末非财政补助结余的分配情况。财政补助收入

支出表反映了高校某一会计年度财政补助收入、支

出、结转及结余情况。

2. 编制基础的比较。政府部门财务报告以权责

发生制为基础，主要反映政府部门（单位）的财务状

况、运行情况等信息，具体包括财务报表、报表附注

及财务分析。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

制，但部分经济业务或者事项的核算应当按照相关

制度的规定采用权责发生制。

3. 会计报表项目设置的比较。财库［2015］223
号文件中的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样表中的项目

与《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

中的项目不尽相同，资产负债表中项目的差异不是

很大，但收入费用表中项目的差异较大。

财库［2015］223号文件中的资产负债表样表中

资产类的项目为20个、负债类的项目为14个，与《高

等学校会计制度》中资产负债表相比，资产类项目增

加6个，分别为“应收利息”“应收股利”“政府储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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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公共基础设施净值”“公共基础设施在建工程”

和“受托代理资产”，负债类项目增加 1个，即“应付

政府补贴款”，但净资产类项目由现行《高等学校会

计制度》中的9个变为1个项目。

财库［2015］223 号文件中的收入费用表样表

中，收入类项目与《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相比，只增加

了“投资收益”项目。但费用类项目变化特别大，财库

［2015］223号文件样表中的费用类项目包括“工资

福利费用”“商品和服务费用”“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折旧费用”“摊销费

用”“财务费用”“经营费用”“上缴上级支出”“对附

属单位补助支出”和“其他费用”。其中“工资福利费

用”“商品和服务费用”“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对

企事业单位的补贴”“其他费用”项目是按照《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科目设置

对应分类的；“折旧费用”“摊销费用”“财务费用”“经

营费用”项目是按照权责发生制中各类期间费用分

类的；“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项目

是按照资金去向分类的。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

的收入支出表包括收入支出表和财政补助收入支出

表两张。其中收入支出表的支出类项目包括“财政补

助支出——事业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事业支

出”“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经营支

出”“其他支出”5大项目。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中的

支出类项目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个项

目，其中“基本支出”又分为“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

经费”等。与财库［2015］223号文件中的收入费用表

相比，《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的收入支出表的支出

类项目是按照经费来源或去向以及支出功能进行分

类的。

二、两表转换存在的问题

1. 两表存在无法对接的项目。由上述分析可

知，财库［2015］223号文件中的收入费用表的费用

类项目是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的“类”级、权责发生制和资金去向标准进行

分类。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收入支出表支出类

项目是按照经费来源、去向以及支出功能科目分类

的标准进行分类，其中“财政补助支出——事业支

出”和“非财政补助支出——事业支出”项目的数据

来源是高校会计制度下“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

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和“离退休支

出”5个一级科目的反映，其数据与财库［2015］223
号文件中的收入费用表费用类项目“工资福利费

用”“商品和服务费用”“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其他

资本性支出”等无法直接对接。

2. 高校会计科目级次较多，导致数据对接不清

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支出类科目通常使用“教

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

保障支出”和“离退休支出”5个一级科目平行反映，

各个一级科目按照“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分类，

下设“财政补助支出”“非财政专项资金支出”和“其

他资金支出”等明细科目，并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相关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基

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明细科目还应当按照《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的“款”级科目进行

明细核算。可见，《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会计科目级

次较多，少的也有 5级，多的达到 6级。以“教育事业

支出”科目（资金性质为财政补助支出中的基本支

出）为例，设置到“款”级科目级次为“教育事业支出

——财政补助支出——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

——其他资本性支出——专用设备购置”，其科目级

次就为6级。

如要汇总填制《政府部门会计报表》中的“其他

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当期发生额，就无法一次性从高

校会计账簿中准确查出，只有通过查询账簿中每个

1级科目下的“类”级科目后，进行手工加总汇总，依

次通过各个级次科目反复查询 30多次才能统计出

来，耗时长、工作效率低，汇总困难，数据结果可能还

不准确。所以，《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的科目设置导

致在编制政府部门会计报表时，不能快速提供真实

有效的数据，无法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准确。

三、改进方法

为了保证政府部门会计报表编制工作顺利进

行，快速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建议通过财务软件

功能，对《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支出经济分类”

的“类”级和“款”级科目进行模块化设置，编制支出

经济分类明细表，具体如图1和图2所示。

通过财务软件功能对《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

“支出经济分类”的“类”和“款”级科目进行模块化设

置后，政府部门会计报表中的收入费用表和当期盈

余与预算结余差异表的有关数据就可以直接从支出

经济分类明细表中取得。

四、高校编制政府部门会计报表实务示例

例 1：某高校 2016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年

度）、收入支出表（年度）、支出经济分类明细表（年

度）分别如表 1、表 2、表 3所示。其他有关资料如下：

2015年度该校工资福利支出为7159万元、商品和服

务支出为 472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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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为 2536
万元、折旧费用为3990万元、摊销费

用为5万元。

受篇幅所限，本文对表 1、表 2、
表3中有些项目进行了简化列示。如

资产负债表只列示了期末有余额的

项目，省去了期末余额为零的项目。

收入支出表中的“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

“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

支出”“经营支出”“其他支出以及经

营结余”“弥补以前年度经营亏损后

的经营结余”和“应缴企业所得税”

等项目，由于当期没有发生额，且高

校的此类业务较少，所以表2中对这

些项目未予列示。支出经济分类明

细表中只列示了“支出经济分类”的

“类”级科目和部分“款”级科目对应

项目的数据。“类”级科目对应的项

目如“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

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和“其他资本性支出”项目，“款”级

科目对应的项目如“基本工资”“办

公费”“离休费”和“办公设备购置”

项目。

本例中，表 1、表 2、表 3转换成政府部门会计报

表，有关项目的填列过程如下：

第一步：分析表1的项目中需要调整的事项。表

1中“货币资金”项目金额为 15430万元，根据财库

［2015］223号文件的规定，“货币资金”项目不包括

图 1 支出经济分类明细表 图 2 支出经济分类明细表续表

项 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原价

减：累计摊销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期初数

15097
400
3

445
172

16117

300
41300
58100
16800
24400
505
520
15

66505

82622

期末数

15430
950
6

650
191

17227

600
41250
63000
21750
21700
570
590
20

74120

81347

项 目

流动负债：

应缴税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代管款项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净资产：

事业基金

非流动资产基金

专用基金

财政补助结转

非财政补助结转

净资产合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期初数

55
11
56

6000
6122

20000
900

20900
27022

-21600
66000
2400
3900
4900
55600
82622

期未数

210
15
60

7300
7585

23000
992

23992
31577

-16700
57800
3200
2270
3200
59770
81347

注：“事业基金”科目期末数为-16700万元，主要是因为基建账并账
导致的，“事业基金”科目的累计基建并入数为-21700万元，“一般基金”
科目的累计基建并入数为5000万元。

表 1 资产负债表（年度） 单位：万元



□·54·财会月刊2017.13

代管款项金额，代管款项金额应反映在“受托代理资

产”项目中，所以“货币资金”项目调整后的金额为

14438万元（15430-992）。代管款项金额为992万元，

根据财库［2015］223号文件规定，代管款项金额应

反映在“受托代理负债”项目中，所以“受托代理负

债”项目调整后的金额为992万元。

第二步：分析表 1的项目中需要编制调整分录

的事项。表1中，“累计折旧”项目当期发生额为4950
万元（21750-16800），“累计摊销”项目当期发生额

为5万元（20-15）。根据财库［2015］223号文件规定，

当期发生的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属于当期费用，应

调增费用总额，调整分录为：借：折旧费用 4950，摊
销费用5；贷：净资产4955。表3中当年发生总支出为

19112万元，其中其他资本性支出为3023万元，根据

财库［2015］223号文件规定，当年发生的资本性支

出不属于费用，应予以调减，并相应调整净资产，调

整分录为：借：净资产 3023；贷：其他资本性支出

3023。
第三步：根据财库［2015］223号文件规定编制

政府部门会计报表。通过第一、二步对有关事项和分

录的调整，编制该校 2016年 12月 31日政府部门会

计报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和收入费用表分别如表4、
表5所示。

第四步：根据财库［2015］223号文件规定计算

当期盈余。

当期盈余=表2中的本期收入-表2中的本期支

出+当期发生的其他资本性支出-当期折旧费用-
当期摊销费用=22676-19112+3023-4950-5=1632
（万元）

五、编制政府部门会计报表的注意事项

1. 关注重点科目的核算。政府部门会计报表的

编制是在年度终了后进行的，编制时间紧、任务重，

其数据的来源主要是高校的各类会计报表，而高校

科目编码

5001

5002

5003

5004

5005

合 计

科目名称

教育事业支出

科研事业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后勤保障支出

离退休支出

合计

13690

769

1308

3110

235

19112

工资福利支出

小计

7500

23

200

190

0

7913

基本工资

30101

710

6

130

16

0

862

商品和服务支出

小计

2800

730

625

1500

0

5655

办公费

30201

170

60

15

3.5

0

248.5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小计

1800

1

430

55

235

2521

离休费

30301

0

0

0

0

12

12

其他资本性支出

小计

1590

15

53

1365

0

3023

办公设备购置

31001

110

1

3

5

0

119

项 目

一、本期收入

（一）财政补助收入

1、教育补助收入

2、科研补助收入

3、其他补助收入

（二）事业收入

1、教育事业收入

2、科研事业收入

其中：非同级财政拨款

（六）其他收入

其中：非同级财政拨款

二、本期支出

（一）财政补助支出——事业支出

1、教育事业支出

2、科研事业支出

3、行政管理支出

4、后勤保障支出

5、离退休支出

（二）非财政补助支出

1、事业支出

（1）教育事业支出

（2）科研事业支出

（3）行政管理支出

（4）后勤保障支出

（5）离退休支出

三、本期结转结余

1、财政补助结转结余

2、事业结转结余

五、本年非财政补助结转结余

减：非财政补助结转

六、本年非财政补助结余

减：提取专用基金

七、转入事业基金

上年数

20285
10644
9508

9
1127
7088
6970
118
44.7
2553
89

16726
10174
7727
373
646
1208
220
6552
6552
3691
252
2260
349
0

3559
470
3089
3089
-29
3118
520
2598

本年数

22676
13756
12550

19
1187
7870
7580
290
92

1050
108

19112
13420
1050
600
705
1290
235
5692
5692
3100
169
603
1820

0
3564
336
3228
3228
14

3214
803
2411

表 2 收入支出表（年度） 单位：万元

表 3 支出经济分类明细表（年度）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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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会计报表的数据来源基础是日常会计核算凭证

和账簿等资料。对于支出经济分类明细表中的“工资

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项目和会计报表中的“固定

资产”“累计折旧”“摊销费用”等项目应重点关注其

核算是否准确、合理、合规。如会计凭证的填制科目

是否正确，有无应记入“其他资本性支出”科目的支

出记入了“商品和服务支出”科目，或是将应记入“商

品和服务支出”科目的支出记入了“其他资本性支

出”科目，“累计折旧”和“摊销费用”科目计提是否准

确，有无多提或少提现象等。

2. 加强“其他资本性支出”项目相关数据的核

对工作。“其他资本性支出”项目是当期盈余与当期

预算结余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数据的列报与“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相关。因此，在平时的工

作中，每月结账前应加强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发生额与“其他资本性支出”项目支出金额的核

对工作。如每月核对“其他资本性支出”项目当期发

生额是否和“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科目当月发生

额相一致。在核对“其他资本性支出”科目当月发生

额时，应考虑当月末形成资产的其他资本性支出用

于房屋建筑物购建的发生额。在核对“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科目当月发生额时，应考虑当月捐赠形

成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剔除上述业务，当月“其

他资本性支出”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本期发生

额应当一致。如有不一致应及时查明原因进行核对，

同时做好数据核对备查簿，以保证数据的真实、准

确，也可以避免在编制政府部门会计报表时一次性

核对工作量过于巨大。

编制政府部门会计报告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

面广，并且技术性高的工作，其对专业化知识要求较

高。为保证编制工作顺利进行，应定期让财务人员进

行多方面、多渠道、多方位的培训。特别是对于财库

［2015］223号文件，在学习文件内容的同时找出其

与《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的不同之处，确保政府

部门会计报告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试

行）》的通知．．财库［2015］212号，2015-11-16．．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

指南（试行）》的通知．．财库［2015］223号，2015-12-
11．．

财政部．．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绍兴

312000

项 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非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净值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应缴税费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应付职工薪酬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受托代理负债

负债合计

净资产

负债及净资产合计

期初数

15097
400

3
445
172

300
41300
24400

505
900

82622

55
56

6000
11

20000
900

20900
55600
82622

期末数

14438
950

6
650
191

600
41250
21700

570
992

81347

210
60

7300
15

23000
992

31577
49770
81347

表 4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收入类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二、费用类

工资福利费用

商品和服务费用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折旧费用

摊销费用

费用合计

当期盈余

上年数

10644
7088
2553

20285

7159
4729
2302
3990

5
18220
2100

本期数

13756
7870
1050

22676

7913
5655
2521
4950

5
21104
1632

表 5 收入费用表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