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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固定资产管理是高校发展和建设中一项非常重要

的工作，随着中国对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高校固定资产

规模和发展水平不断壮大和提高。从 2019年 1月 1日起，

新政府会计制度开始全面实施，高校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

工作受该制度影响作出相应调整。相较于之前，当前政府

会计制度下固定资产核算、计提资产的折旧、处置方式等，

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在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

击下，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政府对各级高校的投入力度，未

来如何帮助高校适应当前政府会计制度并做好固定资产核

算管理，如何有效进行资源配置、提高资产利用率、避免

国有资产流失，通过良好高效的管理促进高校财务健康发

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

新旧制度下会计核算从原先的收付实现制转变成权责

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并重。固定资产取得时从双分录记账

模式转变成平行记账模式。旧制度下，核算模式为借记“固

定资产”，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同时借记“事业支出”，

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而在新制度下，则采用平

行记账，财务会计分录为借记“固定资产”，贷记“零余

额用款额度”；预算会计分录为借记“事业支出”，贷记“资

金结存——零余额用款额度”。新政制度下，财务会计与

预算会计适度分离并相互衔接，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固定资

产价值和资金流出增量信息。

新政制度引入了权责发生制的计提折旧。《政府会计

准则第 3号——固定资产》中对高校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

做出了规定。旧制度下的虚拟计提按计提折旧金额借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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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基金”，贷记“累计折旧”。新制度下高校固定资

产的折旧，一般采用年限平均法，不考虑净残值。财务会计

采用借记“业务活动费用”或“单位管理费用”等方式，贷

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预算会计不涉及现金收支不做处

理。新政制度下的计提折旧抹去了高校资产的泡沫，体现了

真正的资本消耗。同时，新政制度对资产用途和服务性质进

行了分类计提折旧，提高了固定资产会计核算的准确性，为

固定资产管理奠定了基础。

资产是财政资金的沉淀，历来固定资产处于“重资金，

轻资产”“重采购，轻管理”的尴尬情况。新政制度对固定

资产的后续管理和跟踪评价提出了新要求。在确定资产账账

相符，账实相符的同时，对固定资产存在损毁、丢失以及已

折旧完未处置报废的情况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对盘盈的固定

资产，重新确认资产价值时要考虑历史成本、评估价值、重

置成本、现值以及公允价值，记“固定资产”，贷记“待处

理财产损溢”。对盘亏及毁损报废的固定资产，借记“待处

理财产损溢”，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贷记“固

定资产”。待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下一步处置，

如涉及到现金流动需做好预算会计分录。

在政府会计制度背景下，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必须对应

相应的内控制度体系，定期积极展开资产清查工作，真实反

映高校国有资产占有及使用情况，合理调整资源配置提高资

产利用率，进一步发现资产管理中的存在问题。同时，要注

重固定资产清查，实现准确的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找出差

异，摸清家底。在旧制度中，高校资产没有资产负债表也没

有绩效管理，导致资产虚高，一仆二主，制度不完善，管理

落后，资产利用效率低下。高校党委和行政决策层应重视固

定资产管理，注重顶层设计，建立起涉及固定资产归口管理、

招标采购、日常使用保管、监督检查以及绩效考评的闭合链

条体系 [2]。新政制度后，注重加强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设力度，充分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结合高校实际制定涉及资

产配置、采购、处置的校内规章制度，充分按照新政府会计

制度的具体要求，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并确保折旧政策的

稳定，防范通过折旧政策的改变来调整资产规模。

由于固定资产的种类和数量较多，一般情况下会有多

个部门和科室来共同管理，导致管理人员水平不一，因此要

加强对固定资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强化固定资产管理人员的

理论知识和水平，建立专业化的资产管理队伍。不仅要在日

常岗位上加强继续教育培训，同时也要提升科技变化之下带

来的新技能，适应不同系统之间的切换及统计数据。在新政

制度下高校固定资产管理人员要及时学习并掌握新的会计

制度知识，熟悉高校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流程。积极探索建

立高校仪器采购校外专家论证机制。对于复杂的、金额重大

的仪器设备采购必须有校外专家进行有效性评估，校内二级

单位进行采购时必须经过校外专家有效性评估，校内二级单

位进行采购时必须要有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新政制度下，固

定资产管理工作较之前更精细，工作量上更繁琐，管理人员

的水平决定着管理工作效率的高低，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

的要求，不断提升新知识和新技能，对固定资产进行有效动

态管理，为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夯实固定资产基础。

新政府制度出台实施后，要求高校固定资产管理更加

科学化、高效化、规范化。加快推进高校信息化建设是强化

高校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的基础保障。因此，信息化建设

显得尤为重要，高校财务部门要及时引进先进的财务核算软

件。由于传统的资产管理相对落后，对信息化的利用率不高，

甚至还存在着手工记载的情况，这为固定资产管理增加了诸

多时间成本和统计保管成本。新制度下，设备管理部门要尽

力学会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及数据库技术等手段将

固定资产进行汇总，实现通过各种载体客户端操作方便业务

处理，增强资产管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3]。固定资产信息化

管理可以使资产管理流程更加规范，资产信息更透明，智能

化管理可以提高资产利用率，预防国有资产的流失。此外，

各部门之间要加快系统衔接，信息共享，高效实现账实相符，

及时查漏补缺，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同时，通

过固定资产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立，进一步加强对固定资产

的有效监督，并及时调整固定资产的状态，方便管理层对固

定资产的资金流向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判断 [4]。

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为高校固定资产核算和管理提供

了良好的发展契机。高等院校要重视会计制度的改革工作，

积极转变落后的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模式。固定资产相关职

能部门要与财务、科研、教务、实验中心等校内职能单位协

调沟通，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财务

核算人员职能，加强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打造专

业化的资产管理人才团队。加快推进政府会计制度的实践应

用，通过全面学习政府会计制度，更新知识体系，强化财务

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优化固定资产的配置，不断提升固定

资产的信息化管理，进而提升固定资产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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