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3)2020,11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引言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随着政府职能所产生的转变，企业

对政府的会计核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传统的收付实现

制，不仅无法对政府部门内部的资产展开准确核算，还很难保

证财务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以及稳定性，很难适应新时期社会发

展所提出的基本需求，这也使得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成为了一

种必然选择。而在高校财务会计工作的开展过程当中，原本的

收付实现制也逐渐无法高效完成任务，这也对高校的可持续发

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这就需要在高校财务会计实务过程

当中科学合理的引入政府会计制度，以此来为高校的财务管理

提供必要的参考建议。

1  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对高校财务会计实务产生的影响

1.1资产管理方面

由于高校财务会计实务所采用的主要为收付实现制，其中并

没有对固定资产进行计提折旧处理，也没有对无形资产进行摊

销，这就使得高校内部原本所具备的一部分固定资产虽然已经报

废，但在账面价值上仍旧为原值，而一些应收往来款项也会由于

责任人离世等多种原因无法顺利回收，这也使得高校内部的资产

出现了一种虚增状态，对报表数据信息的准确性以及稳定性产生

了不良影响。而在政府会计制度产生的影响下，其在内部采用了

权责发生制，使得资产的管理工作逐渐向着企业内部的会计制度

方面靠拢，其对于坏账准备以及资产计提折旧等方面都提出了明

确需求，而通过这次会计制度改革，也能够对高校内部的资产展

开全方位的梳理，主要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工作。首先，要做

好对往来款项的专项清理工作以及账龄分析工作，提前完善坏账

准备计提等相关工作内容；其次，要对固定资产的具体使用年限

以及对外投资情况加以核实，为后续费用摊销以及权益确定等工

作的开展提供出必要的基础信息。

1.2信息披露方面

在新政府会计制度当中，高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编制出双

报告内容，主要就是财务报告以及预算报告，通过两者之间的互

补来进一步反映出高校内部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财务情况，

同时，这种双报表的使用也能够促进高校经济情况的透明发展，

使得社会以及政府部门对高校内部开展的各类经济活动加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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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其中所披露出的会计数据信息也十分详细，有利于国家层面

对高校经营展开科学合理的管理控制。同时，预算报表的披露也

能够对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展开规范处理，避免其中产生为了追

赶预算执行进度来采用非专项事由票据专项资金的现象，使得专

项资金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流失情况。而通过财务报表的披露，则

能够实现对于高校内部资金流向的监督管理，有利于财务报告的

使用人员来做出对应的决策内容或是监督管理[1]。

2  政府会计制度在高校财务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2.1内部资产核算不够规范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随着高校整体办学体制所产生的转

变，一些行业内部已经展开了高校整合以及办学转型等工作，这

也导致一些高校在实际发展阶段中，由于历史原因等多方面因

素，会使得内部资产管理工作不够完善，引发存在已损坏资产

有账无物以及捐赠资产有物无账等不良问题，对高校内部资产

核算工作的开展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除此之外，一些高校当

中也没有根据基本的制度需求来对内部固定资产内容展开必要

的清查盘点，导致实际数据信息与核算数值之间产生了较为明

显的差异。

2.2会计核算工作的难度不断提升

高校财务会计实务中政府会计制度的执行，其首先要求新制

度与旧制度之间的余额衔接，尤其是一些预算结余科目余额方面

的衔接，比如对债券、债务以及净资产的全面分析，其中占用了

财政资金的部分应当将其划入到预算会计内部的财政拨款结转科

目方面，那些占用了非财政资金的则要转入到预算会计当中的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之中，而其他等类型则并不需要转入到预算会

计结转科目或是结余科目当中，而期初余额的衔接，其首先加大

了高校内部会计核算工作的开展难度；其次，政府会计制度还要

求会计核算内部必须要具备预算会计以及财务会计这两种功能，

简单来说，就是在记录一笔业务的过程中，应当编制出双分录，

这就需要会计工作人员来展开专业判断，为日常核算工作的开展

提升了难度；最后，由于在原有制度的限制下，高校内部所采用

的主要为收付实现制来进行核算，这就使得一些常规的会计科目

设置就已经能够满足高校会计管理以及会计核算的需求，导致整

体会计科目的设置过于简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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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会计制度在高校财务会计实务中问题的解决措施

3.1建立起完善的会计明细科目体系

在高校财务会计实务中，会计明细科目的设置通常都会对

后续的账务处理以及对账等工作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这就需要

在遵循政府会计制度的前提下，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的会计明

细科目体系。首先，应当设置出部分往来类的明细科目，在

高校财务会计实务中设置往来类明细科目，其具体包括了应付

账款以及预付账款等多方面科目，可以通过占用资金款源的方

式进行开设，比如应付账款中设置的应付其他类型资金以及应

付财政补助资金款等；其次，要设置出收入与预算收入明细科

目，在这一科目的设立过程中，应当根据项目费用类型以及基

本费用这两种内容进行开设，并且还要综合考虑到高校目前的

基本管理需求；最后为部分净资产类明细科目的设置，高校财

务会计实务中的累计盈余，可以根据新制度与旧制度衔接过程

中初余额转入的非流动资产基金以及事业基金等项目来开设出对

应的明细科目，便于后续预算结余以及对账工作的开展。

3.2区分暂时性差异以及永久性差异

在政府会计制度产生的影响下，高校内部的财务会计人员

必须要科学合理的区分暂时性差异以及永久性差异。首先，高

校会由于收支类型方面存在的不同而出现时间性差异，这一点

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构建等资本性支出方面，高校在购入一些

固定资产的过程当中，财务会计会将其确认为资产类的提升，预

算会计则会将其确定为支出方面的提升，这就出现了差异。同

时，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财务会计会将其确认为费用增加，

但预算会计则并不会对其进行处理，这也同样产生了差异，而

单纯的站在某一种固定资产的角度上来看，在其折旧计提完毕

过后，其所存在的差异就会消失，但高校办学的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实现永续发展，这就使得会计期间很有可能出现新购入的

固定资产，这就使得差异不会消失，可以将其划分至永久性差

异的范畴中；其次，由于收支确认时点不同，就会引发暂时性

差异出现，高校内部在收支确认时点方面出现的不同之处，主

要就体现在预付款项以及应收款项等方面，但这部分差异会随

着应收款项等内容的消失而消除，这就属于暂时性差异。

3.3强化会计队伍的建设力度

高校内部的主管部门，其必须要明确高校在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的实际过程当中所遭遇的各类困难，并通过开展专题培

训、专家讲座以及业务学习等方式，强化其对于高校内部财务

会计实务工作开展的指导力度，进一步明确其中的基本原则以

及事情的处理方式，使得不同高校之间的财务数据信息能够具

备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同时，高校内部的领导人员也要加大

对于会计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有计划的选择一些优秀的会计

人员进入到先进地区当中展开系统化的培训学习，使得财务会

计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接触到全新的业务知识，提升自

身的综合素质以及专业技能水平[3]。

4  结论

总而言之，在政府会计制度全面实行过后，尽管其在短期

时间内对高校内部财务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

至还降低了财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但是，高

校仍然要意识到这是一次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此为

基础来全面提升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确保高校内部存在的资

源可以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分配，在降低各类财务问题发生几

率的同时，为高校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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