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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旨在研究中国现行会计体制下，政府会计主体在固

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主观性制度缺陷及解决措施。笔者以现

有问题及其产生的风险因子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与其相关的

折旧方法和预算制度，从而探讨适合行政单位固定资产管理

的新方法，推动各级行政单位充分开发固定资产的潜在价值，

全面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着力改善相关行政单位的固

定资产管理现状，进而在会计理论上建立一个良好的固定资

产管理新机制。

对于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而言，中国《政府会计准则第

3号——固定资产》第二章第六条规定：“在其原始成本可

以准确计量的前提下，如果固定资产及其配套设施的使用年

限有所差异或者其为会计主体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大不

相同，其适用的折旧率和折旧方法也应不尽相同 [1]。”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固定资产成本的确认需要依赖于财务人

员的主观职业判断，这也是固定资产会计处理很难做到符合

实际使用情况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后续折旧计量而言，当前

财务制度下一般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

双倍余额递减法。其中的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又统

称为加速折旧法。加速折旧法的特点是计提折旧的额度随着

时间维度反向递减，使固定资产的绝大多数成本可以在使用

初期得到收回。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项

固定资产，其在购入初期的使用效率一定大于若干年后的使

用效率，而购入初期，相关固定资产性能较高，出现故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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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同比若干年后保持在可接受的低水平，通过加速折旧法，

能够利用其折旧金额的递减性科学地弥补修理维护费的递增

性，更适合实际使用情况。另一方面，根据管理会计中边际

效应递减原理，随着固定资产寿命的线性递减化增强，其资

产利用率也就随之逐渐降低，因此其折旧费用也呈现出同步

递减的趋势。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3号——固定资产》第四章第一

节第十九条的规定：“政府会计主体一般应当采用年限平均

法或者工作量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关于具体选择何种折旧

方法，应当考虑与固定资产相关的服务潜力或经济利益的预

期实现方式 [1]。”然而笔者经过调查发现，一味地采用平均

年限法和工作量法的计提折旧的情况在现有行政单位中不胜

枚举，上述准则中要求的考虑相关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

仅仅流于形式。究其原因，一方面，行政单位的资金流动大

都来源于上级财政拨款，年限平均法和工作量法简单明了，

有效降低了工作量，提高了会计容错率。另一方面，相比国

有企业，行政单位只要会计核算处理符合准则便无牵者无挂。

为论证上述观点，笔者假设某单位购入一台原值 90000元的

空调，预计净残值率为 0，折现率为 10%，无其他特殊事项，

计算其不同折旧方法下的净现值，结果如下表 1和图 1所示。

根据财务成本管理学中净现值的计算方法 [2]，则：

NPV＝ΣC1/(1+R1)
1+C2/(1+R2)

2+C3/(1+R3)
3+…+Ct/(1+Rt)

t

项目
各年限计提折旧额度 净现值

NPV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年限平

均法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68234.16

年数总

和法
30000 24000 18000 12000 6000 72552.79

双倍余

额递减

法

36000 21600 12960 9720 9720 72989.80

由上表 1和图 1，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关折现率保持在

固定水平恒静的情况下，加速折旧法前期计提折旧额度 Ct较

大，分母（1+Rt）
t逐渐递减，因此使得固定资产初期账面价

值较高，从而提高了资产的净现值，与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

情况相匹配。假设在第四年资产负债表日前夕，无任何特殊

事项，则其对应的已计提折旧损失金额如图 2所示。

如前文所述，加速折旧法的应用不足显著增加了当期固

定资产相关财务状况的不确定性。而“年度预算一般是基于

单位上年的业务需求制定的反映下一年收支的体现”[3]。因此，

根据单位下一年度的整体运营需求，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情

况的固定资产的年度预算对单位自身而言至关重要。比如相

关预算部门每年都要招收公务员，新的工作人员进入，很大

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前任岗位的工作人员调离，这虽然保证了

财务人员的轮岗，有利于防止徇私舞弊，但是预算岗位毕竟

不同于普通财务岗位，新员工对单位的制度、体系综合把控

差。一来，导致预算依据不具体、不实际、不准确；二来，

缺乏自上而下的政策性号召，新员工没有奉献精神的代入感，

在二者共同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本单位编制的下年度预算常

常脱离单位实际运营情况。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

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所有行业 2014年 1月 1日

起，事业单位可以借鉴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做出调整，鼓励事业单位采用加速折旧

法，提高资产更新率和使用效率。古语有云：“欲知平直，

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因此，倘若单一地从会

计部门来解释相关财务规范性而言，具体有两点要求：第一，

做好相关固定资产核算工作，做到强理论、重准则、融实际。

固定资产购入时需要第一时间登记入账，坚持账、卡与物一

体化，各有所属，各有所层，实现信息相通。第二，确定专

项资产管理人员，负责所属固定资产的账目工作和清查工作。

固定资产的成本回收周期较长，使用年限多，综合用途也具

有多样化。有些固定资产诸如房屋之类的使用可长达 20年之

久，也有些固定资产诸如电脑空调之类的使用周期长不过 10

年。还有一些固定资产诸如园林绿化等还可以作为一笔投资

来获得收入等。因此，固定资产的复杂性就意味着制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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啰单车等 APP方便出行。在购物方面，游客使用微信、支付

宝等第三方平台支付，省去了带现金的烦恼，也避免了无法

刷卡的尴尬；当游客想购买手信又想轻松回家的时候，现在

只需要通过淘宝等在线购物 APP上购买手信，直接寄快递到

家门口，无须辛苦地拿着沉甸甸的手信回家。在娱乐方面，

潮汕景区服务优化——线上订票 +景区无票化：通过OTA（在

线旅游）售卖门票，手机扫码或刷脸进入，节约排队购票时间；

电子导览：为游客提供景区地图、介绍文字、语音讲解及导

航等功能等。

根据收集到的网络资料和潮汕地区居民的反馈，潮汕地

区基础设施较为简陋，存在公交车发车时间长等问题，不利

于潮汕地区绿色低碳出行的发展。潮汕地区需要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继续发扬普及便利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共享

汽车等。让消费者能在潮汕感受到热情丰富的人文文化的同

时，也能在潮汕地区有着“归家”式的旅游体验，提升消费

者对潮汕旅游的好感，助力潮汕地区旅游业更好地发展。

综上，可知潮汕地区旅游业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旅游

业发展的基础是旅游资源，潮汕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

发展潜力大。潮汕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也存在上升的空间，需

要潮汕地区政府及潮汕旅游服务主体的共同努力，利用好潮

汕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供优质的

旅游服务，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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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的固定资产长期规划年度预算至关重要，以此来适应

瞬息万变的内外部环境。

众所周知，“预算的编制，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汇总归计，

更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照类比 [4]”。既然如此，行政单位整体

还需要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细化预算编制流程，精化相

关部门职权，量化工作流程和目标，做到部门互通，流程互通，

数据互通，健全明确的信息共享机制，使得有关预算的规章

制度能够纵深化覆盖，对已有的资产数据及预算做到心中有

数，避免预算上的信息不对称。

本方法置于最后是因为其最为重要，不论上层建筑以及

相关经济基础如何变动，会计准则及其要求如何变化，最终

的固定资产管理都要落实在各位财务人员身上。做好此点并

非易事，需要人才自身和管理者上层的双重驱动。从管理者

之层次来说，第一，需要单位管理者要有引进人才的人格魅

力。能够吸引人才踏踏实实尽心尽责为单位着想，不搞马虎

账。第二，需要管理者有包容人才的胆识，人才之所以成为

人才就是因为其往往在相关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倘若管理者

因为这些独到的见解不符大众就将其忽视、冷嘲，人才又怎

会尽职呢？所以，要给人才发挥独到见解的空间，要多关心，

多包容。第三，管理者需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促使会计人

员对单位全心全意的奉献由不愿转变为甘愿，由自发转变为

自觉。当然从财务人员之层次来讲，一是需要提高自己的规

则意识，坚定政府会计准则不动摇；二是需要自身不断创新，

关注最新财务政策对于本行政单位的适用性；三是需要提高

自身服务意识，牢记国有资产虚不得，定期清查固定资产，

做到账账相核，账物相实，心中有数。总而言之，财务人员

的职业素养是需要协同效力的，只有单位内部搭好了“台子”，

财务人员才能更好地“唱戏”。

固定资产作为一个单位最主要的资产构成部分，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一个单位对于固定资产的把控程度如何，间接

地体现了此单位财务部门的综合素质。倘若每个行政单位的

财务机构都如笔者上文所提及而施行，方能进一步提高中国

行政单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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