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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9_AB_98_E6_c74_540035.htm 一、高校会计与财务

报告制度的局限性 1.年度财务报告不公开披露。我国高校财

务报告披露主要遵循的是1998年财政部颁布的《高等学校会

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根据该《制度》的规定，

高校会计报表只向财政部门和上级单位报送，不对外公开。

当时立法者的思路是高校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因此

高校会计报表只需要满足政府的信息需求。但是，这一规定

已不能适应现今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校资金来源由过去的单一依赖

财政全额拨款变为财政差额拨款以及学杂费、接受捐赠、投

资收入等多种资金来源。高校招生规模日益扩大，高等教育

开始由免费制到收费制过渡，学费构成高校资金的一个重要

来源。为了适应招生规模扩大的要求，高校多向银行举债，

大量投资于固定资产。银行需要通过财务报表来评价高校的

偿债能力，高校资财非债务来源的提供者虽不要求获取投资

收益，但是他们都有各自的信息需求：捐赠人需要了解其捐

赠财物的用途和产生的效益；学生希望获得学校培养每一个

学生的教育成本信息；政府需要评价高校管理者履行经管责

任的成绩，决定资源在各个高校之间的分配；而广大的社会

公众则要求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由此可见，高校财务

信息的需求者已趋于多元化，但是他们却不能从公开的渠道

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2.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外部审计。我国还

没有形成大学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部审计的制度。政府审计



部门对高校的审计主要是对财务收支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

和一些专项资金的审计。此类审计间隔时间长，具有偶发性

的特点。因此，这种不定期审计或专项审计的监督效果有限

，它不能有力地促使高校管理层遵守财经法纪，努力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如果高校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未经外

部审计，那它将很难取信于报表的使用者。虽然高校都设有

内部审计机构，但其独立性要远低于外部审计机构，它不具

备向第三方提供客观、公允的鉴证服务的能力。在西方国家

，高校对外公开的财务报表需要经过政府的独立审计师或注

册会计师的审计，并且独立审计报告随同财务报告一起对外

公开披露。 3.同时采用两种会计核算基础。高校对教学科研

和教辅活动业务的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经营性收支业务的

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两种会计核算基础对收入、支出或费

用加以确认或记录的时间标准不同，一张报表上使用两种截

然不同的会计核算基础导致报表信息的有用性和可比性都大

打折扣。高校的目标是在其财务和其他资源允许的条件下为

社会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服务或产品，因此，虽然不以追求利

润为目的，但是它还是要讲求业务活动的效率。无论对高校

的内部管理者还是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来说，收入、成本

及费用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收付实现制虽然易于建立和使

用，但是它不能对教育和科研成本进行正确的核算，不能使

收入与费用恰当的配比，而且容易被管理当局用来操纵业绩

。 4.财务会计与基建会计分开核算。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

：“事业单位有关基本建设投资的会计核算，按有关规定执

行，不执行本制度”。这项规定使得高校内部形成两个会计

主体，一个核算教学科研经费，一个核算基本建设投资。这



使得任何一个会计主体都只是反映了高校经济活动的一个方

面，违背了会计制度要求会计核算反映会计主体的整体经济

活动的这一基本前提。财务会计与基建会计分开核算不仅增

加核算成本、加大了工作量，而且也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要

求了解高校全面的财务信息的需求。 5.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现行《制度》只要求高校提取修购基金，而不要求提取折

旧。修购基金按照事业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与

固定资产的价值损耗情况没有联系，不能反映其实际的价值

。提取修购基金不会减少固定资产科目的账面价值，这使得

高校固定资产虚高，财务状况不真实。 6.负债分类不科学。

在资产负债表中，“借入款项”排列在其他流动负债之前，

位于负债类的第一项，似乎隐含着“借入款项”属于流动负

债之意，实则不然。近些年来，高校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

资金大多来源于银行的长期借款。将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混

合列入“借入款项”中，不利于有效揭示高校的财务风险和

分析其偿债能力。 7.基金核算不合理。按照《制度》的规定

，高校净资产分为事业基金、固定基金、专用基金等。固定

基金是高校所有的各项固定资产占用的基金，专用基金中包

含修购基金，而提取修购基金又不在“固定资产”和“固定

基金”中进行登记，这无疑夸大了高校的净资产。此外，基

金信息也较粗略。例如报表没有提供各限定用途的专项基金

的详细分类。 8.财务报告信息不足。现行《制度》要求高校

编制的基本报表有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和支出明细表，

这三张报表主要反映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随着高等教育改

革的深入，高校的业务活动日趋多样和复杂，投资、举债、

经营创收等活动被广泛涉足，因此，高校业务活动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不断增加，关于高校投资、筹资和经营活动的现金

流量情况也是报表使用者所希望获得的信息，而现行制度却

不要求编制现金流量表。此外，提供的表外信息与非财务信

息也严重不足。百考试题 二、几点改革思路 1.年度财务报告

公开披露。财务报告公开披露不仅是为了满足信息使用者的

需求，而且也可以解除高校资源管理者的受托责任。我国应

尽快修改有关的法规规章，对高校公开披露财务报告的义务

做出明确的规定。由于我国各高校都普遍设立了自己的网站

，因而可以在其网站上发布财务报告，这不仅可以方便报告

使用者查询，也可以节约发布成本。对于没有网站的高校可

以由主管部门指定一个或几个公共网站发布，或者选择在报

纸上发布。 2.公开发布的年度财务报表需经外部审计。由站

在客观公正立场上的外部独立审计师对财务报表进行验证是

其取信于信息使用者的一个必要保证，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对

公共资金的监督公开化、透明化的必然要求。在我国，政府

审计部门人手有限，要承担所有高校的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

工作不现实。对于政府审计无力承担的部分，可以考虑由政

府聘请社会审计单位来完成常规的年度审计，而政府审计部

门负责监督抽查社会审计的工作质量。审计报告的目标是对

财务报表是否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对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的变

动予以公允发表意见。审计报告应与年度财务报表一道同时

对外发布。 3.统一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基础。高校

所有经济业务的核算统一采用权责发生制，可以对收入、费

用、成本进行准确的确认和计量，可以对外提供更加真实可

靠的财务信息，同时也有利于对高校管理当局的经管责任做

出客观的评价。除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外，与之相联系的划分



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原则以及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应一

并应用。财务报表上“支出”一词将被“费用”所取代，收

入支出表也将改为收入、费用和基金变动表。虽然统一采用

权责发生制将使高校的会计科目设置、会计核算方法、报表

的编制等产生重大的改变，可能会给实际应用带来一定的难

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权责发生制较之现金收付制更为

科学合理，采用权责发生制也是发达国家高校会计的主流和

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 4.财务会计与基建会计合并。高校会

计核算的对象应是包括教学科研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在内一

切经济活动，而且应把高校所有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加

以全面的反映。可以设想在资产类科目中开设“在建工程”

科目，核算高校进行基建工程、安装工程、技术改造工程、

大修理工程等发生的实际成本，也包括需要安装设备的价值

。年末尚未完工的工程成本金额列示在资产负债表的“在建

工程”项目下。同时，与在建工程有关的经费拨款、经费开

支、借款利息等业务也需要并入财务会计核算。 5.固定资产

计提折旧。为了准确地进行成本计算，固定资产应该计提折

旧。比照企业会计，开设“累计折旧”账户，核算固定资产

折旧额，当期计提的折旧计入期间费用。提取出来的折旧形

成专用基金，主要用于固定资产的购置和修理，因此，还要

借记“固定基金”账户，贷记“专用基金一修购基金”账户

。在资产负债表上，分别反映固定资产的原始成本、已提折

旧额和账面净值。采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清楚地反映固定

资产的折余价值，而且也不会造成净资产的高估。 6.负债划

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负债划分成流

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两大类，按照到期日长短排列。“借入款



项”分解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分列于流动负债

项和长期负债项下。 7.提供专用基金的明细信息。专用基金

是用途受到限制的净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各专用基金

的子项，提供其具体的限定用途是必要的。近些年来，我国

高校接受的来自社会各界以及海外的捐赠日益增多，其中多

数捐赠都是有指定用途的，在报表中揭示此类信息也有助于

满足捐赠者的信息需求。 8.充实财务报告的内容。高校现行

报送的三张财务报表远远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笔者

认为，高校未来对外公开的财务报告除资产负债表、收入、

费用和基金变动表外，还应增加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附注

、管理当局对高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情况的陈

述性说明以及其他必要的补充信息。 近年来，政府审计部门

对高校的审计力度日渐加大，随之揭露出来的问题也令人担

忧。例如乱收费、财务管理混乱、高额举债、盲目投资、基

建项目黑洞等现象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种种问题与我国现

行的高校会计与财务报告制度的不完善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高校会计与财务报告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应以信息使

用者的需求为导向，立足公开透明的原则，为财务报告使用

的相关决策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全面、详细和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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