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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has become a key measur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ector financial management. Since 2019, China 
has begun to implement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As a special subject with both public attributes and 
complex economic activit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practice the accounting system of “double func-
tion, double foundation and double report” required to be constructed in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en implemen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due to their own particularity, 
they will inevitably face problems such as complicated accounting model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financ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govern-
ment accounting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colleg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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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成为提高公共部门财务管理效能的关键举措。自2019年起，我国
开始实施新《政府会计制度》，高校作为兼具公共属性和复杂经济活动的特殊主体，理应积极践行政府会计制度中所要求
构建的“双功能、双基础、双报告”核算体系。对于高校而言，在具体落实政府会计制度要求时，由于自身的特殊性难免
会面临核算模式复杂、业财协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基于高校实施政府会计制度中所面临的困境分析入
手，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进而提升高校财务管理的科学水平，推动高校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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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政府会计制度的变革对于高校提出了建立涵盖

“双功能、双基础、双报告”会计核算新体系的要求，这对

于高校来说既是顺应国家现代化治理的要求，也是通过成本

核算、绩效评价等手段优化高校资源配置和利用的重要契

机。本文对高校实施政府会计制度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解决

对策进行分析，一方面可深入探讨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对高校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能从实践角度为高校

落地新政府会计制度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2 政府会计制度的核心要求

在新政府会计制度的框架要求下，预算会计与财务会

计的核算基础并不相同，呈现差异化定位。预算会计遵循收

付实现制，其核心功能在于精准反映财政资金的收支流量，

从而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确保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严肃

性。财务会计则基于权责发生制，以求全面、准确地披露单

位的资产负债状况以及运行成本，为单位的财务管理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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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为全面的财务信息支持。以高校采购教学设备这一场

景为例，从预算会计角度出发，其基于收付实现制的原则，

只有在实际支付设备款项时才会确认相关支出，体现了预算

资金流出这一动作。[1] 而在财务会计核算角度中，设备验收

合格后，便需要及时计提资产并确认相关费用，更注重经济

业务的实质发生，确保资产与费用的确认与计量符合会计准

则与制度的规定。

3 高校业务特殊性分析

3.1 资金来源多元化引发核算复杂度
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是导致其财务核算复杂性的重要

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学科建设能

力的提升，高校资金收入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财政拨款，而是

涵盖了课题经费、捐赠收入、学费收入、科研成果转化等多

种渠道。不同资金来源对于管理要求不同，这种多元化的资

金结构对于高校会计核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多元化

的资金来源对于学校财务管理和内控管理也提出了更大的

挑战，不仅要以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有效监管各类资金的合

理使用，还要在不同资金来源之间进行合理的成本分摊和资

源配置。同时，高校需要在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双基础”

核算模式下，对不同资金来源进行精细化管理。

3.2 成本归集与分摊的多元化
高校的业务活动包括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社会服

务等，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这些活动之间相互关联、

共享资源，进而导致成本的归集和分摊难度较大。一般来

说，高校的间接成本包括行政管理费用、教学辅助费用、科

研设备折旧费用、后勤保障费用等，这些成本投入并不是直

接归属于某一具体教学或者科研项目，而是服务于整个院校

的运行。[2] 基于高校业务活动的特殊性，这些间接成本的归

集和分摊界限较为模糊，进而容易导致成本核算不准确。另

外，分摊标准也并未统一，容易导致成本核算结果存在主观

偏差。

3.3 在建工程核算的准确性
政府会计制度实施以后，要求将基建会计并入会计大

账来统一核算。在实际工作中，基建项目成本归集主要通过

“在建工程”会计科目来进行具体核算，但是如果存在投资

项目比较多，就会增加更多的会计明细科目，明细科目级次

较多，导致反映的会计信息不直观、清晰。除此之外，部分

高校新校区建设在建工程数额较大，但未能及时办理竣工决

算验收手续，导致部分在建工程项目无法按时转为固定资

产，造成固定资产原值及折旧也就存在不实的现象，不利于

基建项目的成本核算归集。

4 高校实施政府会计制度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分析

4.1 制度转换衔接不流畅
在高校会计制度转换过程中，新旧科目映射有存在盲

区的可能性。原高校会计制度中的“应付及暂存款”科目在

新制度下被拆分为“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等多个科目，

部分高校实际操作中由于未能及时准确区分不同款项的性

质，导致科目转换时出现错误。科目映射的盲区不仅降低了

财务数据的准确水平，还容易误导高校财务决策。另外，根

据新政府会计制度要求，建账套需并入单位大账进行统一核

算。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基建并账引发了系列资产计量问

题。例如，某高校在新校区建设中，已完工但未结算的工程

价值评估依赖于施工方提供的数据，由于第三方审计滞后，

导致资产入账价值与实际成本偏差达 15%。偏差的出现不

仅影响了固定资产的准确计量，还产生了系列连锁反应，影

响高校折旧计提、财务报表和成本核算。

4.2 双分录核算加重工作负荷
在双分录核算模式下，财务人员需针对单笔业务同时

编制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两套凭证。部分高校财务系统自动

化水平有限，两套会计凭证编制的要求加大了人工操作的复

杂性，进而容易导致差错率提升。这也进一步说明，新政府

会计制度的实施对于财务人员的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现有系统自动化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大了人工操作失

误的风险性。[3] 此外，双分录核算的实施对于高校内部跨部

门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进一步突显了部门之间信息

传递的不通畅。如资产管理部门未及时传递设备验收信息，

那么财务部门则无法按时计提折旧；科研部门若未能同步项

目预算执行数据，预算会计则难以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

监控。

4.3 信息化建设不足
由于系统功能适配性不足，部分高校的财务管理系统

局限于传统的单一核算模式，难以有效应对具有复杂性和多

样性的财务管理需求。尽管部分高校已经认识到系统升级的

重要性，并且也在积极尝试新模板引入升级，但是升级后的

系统有时并不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仍然存在辅助账号的自

动生成功能不完善，合同管理与财务凭证处理之间存在断层

等。同时，高昂的系统改造费用对于高校来说也是一大独单，

进一步加剧了信息化建设的难度。此外，高校数据共享机制

的缺失，例如财务系统与资产管理、科研管理（新增）、预

算申报等平台之间缺乏高效接口对接，限制了信息的共享，

也造成了劳动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4]

4.4 内控与绩效管理机制薄弱
当前部分高校的绩效评价体系倾向于采用标准化的财

政通用模板，但却忽视了高校在教学以及科研活动中的独

特性和复杂性。例如，某高校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将“项

目支出完成率”视为衡量绩效的关键指标，但未考虑科研项

目往往周期较长、阶段性成果验收等特点，进而影响绩效评

估结果的真实性。[5] 另外，在合同管理领域，部分高校面临

着履约监管不力的挑战。涉及横向课题经费管理时，拨付经

费应遵循“按进度付款”，但实际操作可能存在流程衔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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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等问题，进而出现业务部门未能及时提交履约证明的

情况。

5 关于优化高校政府会计制度实施的对策建
议探讨

5.1 优化制度与流程革新
基于高校财务管理中科研收入确认等环节的特殊性的

和复杂性，可制定行业化核算指南，进而为高校财务管理提

供操作性指导规范。同时，为了实现业务流程和会计核算的

深度融合，需进一步推进业务流程标准化改造，将会计核算

规则直接嵌入业务操作的前端环节。具体来说，在合同审批

阶段，应设计智能系统，自动匹配预算科目与财务会计科目，

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与效率；在资产验收环节，则需构建

自动化机制，一旦资产通过验收，即自动触发折旧计提程序，

减少人为参与干扰，提升数据准确性和处理效率。[6]

5.2 利用信息技术积极构建智能财务生态系统
构建一体化的智能财务生态系统是高校在数字化转型

浪潮中的关键举措，通过技术创新可有效提升高校财务管理

效率与精准度。智能化财务生态系统的构建需牢牢抓住数据

这一核心要义，合理整合现有的财务核算、预算管理、资产

管理等多个模块，引入 API 接口数据，实现数据信息的共享，

避免各个板块之间的信息壁垒，以更加开放性的信息资源实

现高校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此技术上，为进一步降低人力成

本和提高财务处理的速度，可引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

和人工智能（AI）技术，激活财务管理新潜能。RPA 技术

具有高效、准确的特点，可应用于工资发放、水电费扣缴等

重复性较高且标准化较强的财务流程中。同时，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为高校财务管理提供更加智能化的解决

方案，例如，利用 AI 技术识别并预警异常凭证，包括借贷

方不平衡等潜在问题，也能通过数据分析为高校提供更加精

准的预算编制。[7]

5.3 完善内控与协同管理机制
为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活动成果，科研积极构建三

级绩效评价体系，该体系在遵循财政通用指标基础上，融入

更多体现高校特色的指标评价体系，如“科研经费投入产出

比”衡量科研项目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效率关系，“生均培养

成本”旨在引导高校关注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为进一步优

化内部控制流程，还要积极构建跨部门联席制度，联合财务、

资产、科研等部门组建“政府会计改革工作组”，通过定期

召开数据核对会议、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与完整

性。高校还可以根据业务性质和数据流程探索实施“网格化

对接”机制，通过把各个部门纳入不同的网格单元，明确单

元的数据收集、核对等工作内容，进而缩短数据传递的链条，

提供数据处理的时效性。[8]

5.4 人员保障：分层培训与专业化分工
人员保障是高效智能财务管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关

键力量，为进一步提升高效财务团队的能力水平，可实施阶

梯式能力提升计划。通过分层次的培训体系，满足不同岗位、

层级财务人员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培养一批能够引领财务管

理创新与变革的领军人物。除了要重点培养财务骨干人员，

对于科研助理等基层财务工作者，也要定期开展各类实务性

培训，通过案例分析和操作演练，不断提高高校财务团队人

员的业务处理能力，进一步确保高校财务管理的高效化和规

范化。[9] 此外，强化专业分工也是提高高校财务团队协作效

率的重要环节。遵循人尽其才的原则，可根据职能划分为预

算管理、成本控制等多个专业小组，积极构建一个高度协同

而又各司其职的工作环境。

6 结语

政府会计制度在高校的实施暴露出制度转化衔接不流

畅、跨部门协同效率低下、信息化建立水平不足、内控与绩

效管理机制薄弱等问题，这给高校财务变革提出了不小的挑

战，但这是高校提升自我治理能力的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未

来，高校应从优化制度与流程革新、利用信息技术积极构建

智能财务生态系统、完善内控与协同管理机制、分层培训与

专业化分工保障专业人员供给等维度继续优化路径。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普及，高校实现从“合规性核算”

向“价值创造型财务”的跨越式发展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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