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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制度下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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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新政府会计制度全面实行，对我国高职院校的会计核算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标准要求。教育成本核算内

容、核算方式将出现改变，需积极作出调整，应对新制度对其带来的影响。综合实践，个别高职在教育成本会计核算上存

在不足，无法适应新政府会计制度标准，对财务管理工作带来负面影响。需对其加以探讨，制定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以

确保高职院校基于新政府会计制度下，教育成本核算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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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9,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was fully implemented, which put forward a new standard requirements 

for the accounting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The content and accounting method of education cost accounting 

will change, and it needs to be actively adjusted to deal with the impact of the new system.Comprehensive practice, som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deficiencies in education cost accounting, which fail to adapt to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standards, which brings a negative impact on financial management.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it and formulate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ost account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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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伴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进步，

人们对投入产出效益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日渐加深，更加

关注是否可对经济行为、成本效益展开有效分析。由于

我国高职教育隶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内，高职院校在其办

学成本的投入上，大多是通过财政资金、社会企业、受

教育者共同分担。伴随着我国高职院校改革发展工作的

日渐推进，尤其是新政府会计制度正式颁布之后，高职

院校的教育成本投入及获得的效益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对高职院校的教育成本研究也在越来越深化。

新政府会计制度的颁布和落实，可为高职院校的教育成

本核算工作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更为完善的参照

依据，但是无法避免的，也会对传统的教育成本核算带

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需加以探索和分析，以推动高职院

校教育成本核算工作更加完善。

一、现行制度下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优化意义

一是可以进一步推动新制度改革工作在我国高职教

育中的落地和落实。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我国全面实

施绩效管理的标准及要求，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工作近

些年来越来越深化，也开始加强了对成本核算管理的关

注和重视。为进一步优化行政事业单位在会计核算上的

综合水平，作为我国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点，

新制度在2019年1月起正式实施，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

全部行政事业单位。在现行制度中明确指出，需要依照

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展开双基础核算，并通过财务

会计和预算会计双分录的记账会计核算办法，以预决算

和财务报告双报告的报告模式，展开实体折旧和摊销 [1]。

由于财政资金是我国高职院校办学活动的经费来源之一，

会计改革工作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工作密不可分，更是

政府会计制度改革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展开高职院校的

教育成本核算，是进一步适应新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标

准及要求，也可以推动新政府会计制度在高职院校中的

全面落地。

二是可以确保高职院校在教育工作上的经费来源。

伴随着我国当代高职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和深化，院校

的办学规模扩大，相应的资金需求也在逐年地提升过程

中。基于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教育经费筹资模式，高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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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办学活动上经费筹集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变得越来越

大。尤其是基于财税体制改革和高职院校教育体制改革

这一背景，展现出财政资金运用的综合效益，展开有效

的绩效评价，已经逐步演化为财政部门对高职院校进行

教育资金拨款的重要参考依据。展开高职院校教育成本

的有效核算，确保核算结果的科学合理性，是对高校展

开成本管理绩效评价的参照依据，将直接影响高职院校

可获得的财政拨款金额。

三是可以进一步优化高职院校的预算管理水平。全

面预算管理为高职院校在财务管理工作上的必然发展趋

势，展开教育成本核算工作，可以进一步改善预算管理

水平，预算结果越是精准，预算编制则越是合理，执行

过程更为可观，预算和结算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就越小，

最终获得的预算管理成果就越为有效 [2]。

四是可以进一步优化成本管理水平，改善办学质量，

获得更高的办学效益。展开教育的成本核算，是展开高

职院校成本管理的重要途径，需按照成本效益原则，加

强对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和单位教育成本之间的研究和探

索，可以确保高校在财务管理工作上真正的走向精细化

发展之路，改善教育资金的配置水平，合理运用教育资

源，在降低成本投入的基础条件下，改善教学质量，发

挥出在职业教育中的竞争优势，走上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二、现行制度下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问题

（一）成本控制意识淡薄

高职院校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其主要目标是为青

少年提供教育服务，资金也大多来源于我国财政部门的

拨款，这就导致高职院校在过去的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

未建立出针对性的最佳考核体系。很多高职院校未关注

教育成本投入和产出效率之间的关系，只重视专项资金

的项目建设成果。在专项资金项目的考核过程中，未建

立出针对性的监管机制，导致个别项目资金投入总量过

高。除此之外，个别高职院校财务管理部门人员较少，

但是相关资金项目却较多，导致工作难度较大，工作较

为复杂。再加上未进行严格的教育成本管理工作，相关

工作落实有效性明显不足，未建立出专项资金使用规划，

针对资金的运用和会计核算都未建立出标准化的规范体

系。而这一切问题出现的原因，都是由于成本控制意识

较为淡薄，缺乏外在监督，导致资金使用渠道不够规范，

教育成本核算工作未获得创新性突破。

（二）缺少规范化成本核算体系

虽然我国对事业单位成本制定出了针对性的核算制

度，但是在高职院校的实际教育成本核算过程中，可进行

参考和运用的条文却有着不足，尤其是对于特殊教育成本

核算项目来说，无法实现和成本支出以及预算管理对象之

间的高度匹配。加之尚未建立出标准化以及规范化的预算

报告，未展开教育成本的分类管理，对成本核算工作带来

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3]。高职院校成本进行核算时，除

了需要确定使用对象，更加需要确定资金的使用渠道，并

及时给出反馈结果，明确教育成本的支出和收入情况。但

是高职院校在教育成本的核算工作上，只关注资金预算，

针对资金未制定出标准化核算体系，科目分类不够清晰，

未建立严格标准体系，核算办法单一。

（三）信息化水平不高

目前高职院校在会计核算工作上，仍处于初始发展

阶段，个别高职院校在多方因素限制之下，仍在用传统

的教育成本核算办法，在信息化建设上，仍处于初始发

展阶段，未建立信息化的会计核算体系。在现行制度中，

明确了在成本核算上的信息化要求，但由于高职院校财

务软件更新不及时，无法达到最新标准，核算针对性有

所不足，与实际出现脱节，整体核算效率较低。

三、现行制度下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优化策略

（一）完善教育成本核算的制度建设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与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相关

的制度建设，以确保成本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标准性，

基于制度这一层次，为教育成本核算工作奠定坚实的基

础。首先可以基于上级管理部门，制定出与高职院校教

育成本相关的核算制度，并出台相关的核算操作指引，

确保高职院校在会计信息核算行为上的规范性，严格管

控成本费用使用范围，以推动高职院校在教育成本核算

管理工作上的顺利开展。其次，高职院校需要建立内部

成本核算制度，依照高职院校的实际发展现状，将战略

发展规划作为着力点，实现成本核算各个部门之间的协

同配合、分工合作。一方面，在制度的建设上，需要基

于事前管控这一视角，优化财务核算流程，完善教育成

本的核算步骤，以对其形成强力约束；另外一方面，需

要构建出内部控制机制，财务部门负责人除了需要和教

务、科研部门互联互通，还需形成内控监督机制，定期

展开教育成本核算的内部自查，将发现的核算问题进行

记录，并展开汇总，最终形成针对性的优化方案，落实

在实际工作中，已形成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制度保险，确

保教育成本核算工作的精准落实。最后是需要改善成本

核算意识，首先需要优化管理工作人员的教育成本核算

意识，在高校内部通过定期召开会议、讲座及动员大会，

明确教育成本核算范围，加强对资源利用的关注和重视，

并与相关教育工作者绩效直接挂钩，实现对教育成本的

合理管控，确保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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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教育成本核算方法

高职院校需对人才培养成本进行精准核算，保障核

算数据的完整性，并依照高职院校的实际发展现状，制

定出符合院校发展目标的教育成本核算机制，明确成本

动因，展开成本管控，以保障教育成本的支出始终维持

在预算范围之内。

首先需要依照权责发生制，综合高职院校的实际教

育成本核算需求和管理标准，对高职院校的教育成本项

目进行合理设置，同时和现行会计制度中的商品和服务

费、工资福利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对个人和家庭补

助费科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科目划分的有效性 [4]。

其次是需要依照分类合作原则，基于不同角度明确

成本核算对象。可以依照高职院校的专业类型、学科体

系以及年级，确保成本核算对象的有效性。

再次是依照相关性原则，对计入到高职院校教育成

本的费用和不计入的成本费用进行明确，只有与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相关的费用支出，才可将其划定为高职院校

的教育成本核算范围，其他支出以及离退休支出这些与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无法形成直接性联系的，不应该将

其划入到教育成本核算范围之内。

最后就是对于计入教育成本的费用需要划分为两类，

分别为直接教育成本和间接教育成本。间接教育成本需

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办法展开分摊和归集。高职院校在展

开教学活动时，差旅费、办公费、工资福利费以及学生

活动所产生的费用，都需要将其划入到教育成本核算范

围中去。而研究生院、教务处以及团委等归口所支配的

教育经费，以及图书馆、行政部门所出现的费用支出，

应该通过科学合理的成本动因展开归集和分摊，将其纳

入到成本核算对象中去。科研费用需要依照横向纵向科

研费用特征，将其科学合理地计入到成本核算对象中去。

（三）健全教育成本的绩效评价机制

想要确保高职院校在教育成本核算工作上得以顺利

推进、有序开展，与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密不可分。通过绩

效评价机制的建设，可以激发相关工作人员的热情和积极

性。首先需要建立一体化的教育成本管控体系，对考核机

制进行完善，牢牢守住教育经费执行这一重大关口，确保

绩效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其次是需要加强对教育经费监督

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确保教育经费的专款专用，并通过

深入贯彻落实经济责任制，依照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

上的阶段性特征，分时分段拨款，前期展开预拨款，在对

教育成果进行考核评估之后，再依照实际情况进行款项

的拨划，确保资费运用更为有效，发挥资金的价值 [5]。每

年度结束之后，需要依照全年高校在教育经费上的使用情

况，作为下一年度展开经费拨款的参照依据。最后就是需

要构建更为立体化的绩效评价考核指标，可以将凸显育人

质量的指标进行着手，改善高职院校的指标结构科学合理

性，并将指标贯穿在成本管理、执行、监督全过程中，在

指标设置上，可以将其设置为学生就业率、学生成绩、教

学活动获得效益等重要指标上。

（四）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构建出真正互联互通、更为高效率、高质量且统一

化的教育成本信息化核算系统，成为高职院校优化教育

成本管理水平的核心所在。因此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信

息化建设，通过将教务系统、学生管理系统、收费管理

系统和教育成本核算系统之间的连接，实现高职院校教

育活动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同时在信息系统的

建设上，需要预留出空白接口，为后续高中院校教育改

革工作预留充足的信息系统发展空间。并加强对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的有效运用，完善教育成本数据信息的收集、

整理全面性，展开高效率的数据加工、数据传输和数据

共享，为高职院校的教育成本核算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着新政府会计制度的颁布和落实，

高职院校在会计核算工作上也将出现巨大转变，尤其是

以教育成本会计核算为主，需加强对成本投入和产出效

益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明确现行制度对高职院校会计核

算带来了哪些成本核算问题，制定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围绕制度建设、完善成本核算办法、建立绩效评价机制、

加强信息化建设，以确保教育成本核算工作的顺利开展，

推动高职院校实现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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