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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改革变换和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我国当前的事业单位

体制将逐渐转变为三类划分：政府管理主导的事业单位、公益类事业单位和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而其中的公益类事业单位也正处于变化阶段。基于其

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联性十分紧密的影响，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和经济竞争越来越

激烈，亟需将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己不再适用的管理体制和会计核算模式进行改革，

因此对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

拟在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及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对公益类事业单位进行研究。

基于现有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得出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相关理论基

础及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并从我国现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现状角度，对我国公

益类事业单位的现行会计核算体系及会计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得出在会计核算

制度与实际核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诸如会计核算范围与核算基础的不完整规范、

会计核算工作不健全、缺乏监督机制等。基于上述研究分析，结合公益类事业单

位自身的特性，从核算制度、核算方法及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出发，提出优化会

计核算制度，改进财务报告体系，强化会计核算基础工作及相关管理制度等改进

方案，以期为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改革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性的建议。

关键词：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会计核算；收付实现制；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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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gradual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system，China’S current public institutions will

gradu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government managed and oriented

institutions，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 institutions．And the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are also in the stage of reform．Concerning its influence due to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ly intense competition．Also the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ccounting system reform，SO the study

of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accounting is very necessary and significant．Based on the

current accounting system and calculating syste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y result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next few years．And from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current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accounting system，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found out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accounting and in actual accounting work，such

as the incompletion of the specification on accounting scope and accounting basis，the

imcompletion of accounting work，the lackness of supervision mechanism．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study,combined with the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characteris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ounting system，accounting method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roposal，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work of accounting basis

and related management system，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public

welfare jnstitution reforill．

Keywords：public institutions；reform；accounting accrual basis；Accounting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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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事业单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组织体系，主要是代表政府部门向社会大众提供

公共性质产品和服务，可以说，事业单位是我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

组织机构。从我国事业单位发展历程来看，其已经逐渐转变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重要产物。但是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

现行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模式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并且在日常工作中逐步

突显出各种漏洞和问题出来，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和处理。因此，在此背景下，

对我国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进行改善已经是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必

然发展态势。自从党的十七大会议召开以来，会议思想逐渐被贯彻应用到了我国

事业单位的改革思想和方案中。通过改革事业单位的工作和职能，来满足社会公

众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此，国家在2010年3月重点颁布了《关于分类推

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在管理办法中强调要针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实际情

况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指导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行，坚持以人民

群众的需求为核心，形成一套公正、公平、优先社会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

服务体系。在政策的鼓励支持下，至今日，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实现了分类改革，

在经营性事业单位和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两部分事业单位基本改革完毕，在

税收、人事管理、收入合理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己实现

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推进了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改革发展。但仍占

据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并没有参与到改革进程中，与其他两类事业

单位的管理形成混合经营的局面，严重制约着事业单位改革进度。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资产扩张的矛盾在公益类事业单位管理过程中逐渐突显

出来，阻碍了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日常管理和经营。此外，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

核算现状显示，随着业务的多元化，核算内容也逐渐复杂多样，原有的核算模式

下，逐渐反映出多类问题和矛盾。例如，单位内部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会计行为

不规范、传统的会计核算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日常业务的需求等。财政部于2012年

12月修订发布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原有的事业单位核算模式的基础上，作

了大量的修改和完善，进一步规范了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但从公益类事业

单位的核算现状来看，最新颁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更多地针对我国事业单位的

会计核算工作，并不完全适用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特点和实际会计核算情况，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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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问题的研究

有从市场经济体制角度建立起适合公益类事业单位特性的核算模式和相关管理制

度，因此，对公益类事业单位原有的会计核算模式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了必然的发

展趋势。

1．1．2研究意义

事业单位所构建的现代公共设施系统，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下，基于社会人

群的公共需求，为社会公众提供着高水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产品，是当前我

国公共管理体制进行深入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事业单位的改革，最终要实现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核心，逐步形成

一套公正、公平、优先社会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而目前我国将

事业单位划分为政府行政管理类、经营类以及公益类，前两类事业单位已经在税

收、人事管理、收入合理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对管

理机制和治理结构进行了优化和完善，推进了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改革发展。但公

益类事业单位的改革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与其他两类事业单位的管理形成混

合经营的局面，在影响公益类事业单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还会阻

碍到事业单位的改革规划和进程。

会计核算工作是一个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壮大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

接影响到企业资产合理有效地利用，也会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因此，

建立健全企业会计核算体系，能够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还能够提高企业内部财务工作的透明度。对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的完善，

使其能够反映事业单位政府资金的真实使用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及工作透明度，

也能够进一步规范政府拨付资金和国家财产的安全管理，更好地实施职能，强化

事业单位的职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

然而，通过对我国学者研究成果分析发现，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关注于一般

经营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研究相对深入和成熟，而对事业单位尤其是公益类事

业单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会计核算工作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很少有整体核算

框架及相关理论研究。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是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计核算的规范能够保证更好地执行和完成工作职能，更好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因此对于事业单位改革，对于会计核算制度的研究分析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本文拟以公益类事业单位为研究分析对象，基于现有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

果与现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现状进行分析，

得出在会计核算制度与实际核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公益类事业单位自身的

特性，从核算制度、核算方法及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出发，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希望能够为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并能够为事业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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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提供指导性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指导方向。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综述

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称呼在国外相对应的经营机构被称为非营利性组织。

两者的功能定位和职能基本相同，所以通过研究国外学者对非营利性组织的相关

理论和管理建议能够为我国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改革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在

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被划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分类，根据非营利性组织的性质和

功能不同，又进一步细化分为福利组织、教育健康组织、慈善福利组织和宗教组

织等。弗里曼、肖尔德斯著；赵建勇等译(2004)曾在其所著作的《政府与非营

利组织会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指出非营利性组织的四个显著的特征：(1)非营

利性组织并不以盈利作为最终目标；(2)非营利性组织的所有权和最终管辖权归

属于机构所有者或社会公众，但是规定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售或转让任何股权；(3)

通过非营利组织分发给社会大众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不能返还给金融资源提供

者；(4)非国家制定会计核算准则和制度，而是通过投票决定是否接受公认组织

和机构所制定的会计准则。而安东尼(1989)将非营利组织定义范围十分狭窄，

仅仅指非营利性质的机构组织。

1973年成立了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民间会计组织机构，由九个国家共同设立，

被称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Committee，简称

IASC)，设置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并发布符合民间组织的会计准则，进一步扩

大国际会计核算指南的核算范围，进一步促进两者的衔接和会计核算制度的改进。

该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计制度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获得了较

好的成绩，不仅含有三张财务报表，还包括对会计制度和会计差错的更正等内容。

从上述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计准则发展来看，国家对于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计核算方

式方法做了较大的投入，也取得了比较优异显著的成绩。

Gary G．Hamilton(1986)认为，针对西方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计核算要素应当

同样包括资产、负债、收入和支出，除此之外还要包含基金、损益和净资产等要

素。在这一点上是与我国事业单位的核算方式有差异的。Erich Peter(2002)则提

出，在美国针对不同的组织机构会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例如非营利性组织因与

政府关系密切，要单独制定会计准则，而不能与企业等营利性组织一样采用企业

会计准则。为了更好地反映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准则，政府于1999年

曾颁布过《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准则汇编》，用来规范公立学校、医院等非营利性

万方数据



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问题的研究

组织机构的会计核算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我国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准则下规定的会计核算基础为“收付实现制”，与西方

国家相比较，西方国家对于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计核算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的。这是我国和国外针对事业单位核算问题的最大区别，可能出现当发生业务但

没有现金支出时并没有入账的情况，这就会造成极大的差异。

1．2．2国内研究综述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

经营管理模式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已经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来，亟需解决。

而目前我国研究学者的研究大多关注经营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问题，形成比较

成熟与完善的理论研究，而对事业单位尤其是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

会计核算工作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很少涉及到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框

架及相关理论。

从事业单位运作模式、运作特点、管理体制及相应的改革等层次，多位专家

学者做了深入地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相关观点及看法。邵淑莉(2009)指出，随

着改革发展，不同类别的公共机构、社会阶级制度、资本渠道等各个方面发生深

刻变化，相应的会计制度也需要改革。蒋冬青、张学英(2009)提出了公共机构

的运作模式必须采用企业会计改革。孙万刚、田延年(2010)提出事业单位的财

务管理模式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包括费用控制、激励约束、激励机制和财务管理

体系等。朱琳(2008)则依据农业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资金特征和会计核算特点，

提出要从投资、筹资、成本管理及分配管理等方面开展会计核算工作。艾东(2011)

强调，随着事业单位的改革，现有的事业单位将转变为政府管理、公设和企业级。

公共类的机构其金融投资、会计模式或将延续之前的模型，但在面对新的社会经

济环境和机构改革，现有的会计系统迫切需要一定的改革。艾东认为，事业单位

应当制定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取消交易制度，将基建会计纳入会计核算机构，

构建财务报告与财务报告的主要辅助组合新体系，并完善财务分析指标体系山。封

贵敏(2014)指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活动的公共类机构也呈

现新的特点，使财务会计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由金融危机引起的金融风险的可能

性也会增加。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而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严重制约了事业单位和机构的自身发展㈢。

在事业单位新会计制度方面，也有多位学者发表相关观点。裴敏(2015)通

过对事业单位的新旧会计制度的对比，对比分析了会计核算主体、会计核算内容、

①艾东．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优化研究[J】．财会通讯，2011(28)．

②封贵敏．对现行的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的问题探究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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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构成要素、财务报告体系及基建投资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并提出了新会计制

度对会计核算带来的影响①。刘菁(2014)则从事业单位新会计制度角度出发，分

析得出核算过程中仍存在的相同与不足之处，包括财务报告体系不满足现金流量

分析需求，大部分事业单位仍要使用收付实现制、个别经济业务与事项的核算才

会涉及到权责发生制、核算不能体现负债的实际情况、会计核算不能全面体现事

业单位的成本等②。王翠钦(2015)指出，目前我国现阶段的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在

核算人员素质、会计核算制度、内部监督及预算管理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些问

题③。

在完善事业单位核算问题方面，多位学者提出改进措施。宋希亮(2005)认

为针对我国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应适当借鉴西方国家对于非营

利性组织的会计准则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还要基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环境

的实际特征，深入改革会计核算体制。谷传铭(2012)则认为要进行事业单位会

计核算的改革，应当从扩大会计核算范围、完善会计核算制度、提高会计人员素

质等方面出发，来建立健全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体制④。而权利(2009)指出，基于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现状，应当摒弃从前只关注现金收入的做法，应当对成本核算

给予更高的重视，才能够实现提高资金使用和运行效率的目标，来推进事业单位

的发展⑤。

1．2．3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现阶段研究学者从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会计核算问题的提出及解

决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找出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核算优缺点，

并在分析得出我国现行事业单位核算模式问题基础上，提出会计核算的改革方法，

来为本文对公益性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大量翻阅

文献发现，历年来，我国专家学者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关注度不高，研究其会计

核算的理论十分稀少。由于公益类事业单位与一般事业单位相比具有特殊的职能

和特性，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针对性分析。本文拟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现

状进行分析，得出在会计核算制度与实际核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改进措

施，为现实中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提供指导方向，推动其会计健康发展。

①裴敏．探究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响[J】．会计师，2015(09)．

@刘菁．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响评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4(04)

@王翠钦．浅谈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5(09)．

④谷传铭．论新时期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模式的创新发展[J]．现代商业，2012(29)．

@权利．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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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内容及思路

1．3．1研究内容

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不断改革变换和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公益类事业单位

也在相应的进行着变革。而会计核算作为事业单位的核心部分，也应当随着环境

的变化而变化。在此背景下，研究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问题成为了亟待解决

的重中之重。本文希望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的研究分

析，找出其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措施，来促进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健康

发展，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进程。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本文的研究结构如下所示：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包括三个章节，从分析选题背景、选题目的及意义出发，

分析国内外研究学者有关事业单位的文献，并介绍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思

路、框架三部分。

第二章是介绍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概念界定及基本理论。通过介绍对

公益类事业单位、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相关概念，结合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的四大核心理论，进行阐述和分析，为下面几章节的内容做了理论铺垫。

第三章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总结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现状。主要分

为我国现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标准体系、新会计核算制度的主要变化以及会计核

算的现实情况。

第四章是基于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现状，从会计核算制度与核算工作

两方面深入分析，得出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章的

改进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章是在分析得出的会计核算问题基础上，针对性地从会计核算方法、会

计核算制度及会计报告等方面提出优化其会计核算的相关改进策略。

第六章是论文的结论。这一部分对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做了一个总

结，借助会计核算工作建议，希望能够使现实生活中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

问题得到很好地解决，并且能够促进事业单位的改革顺利进行。

1．3．2研究思路

本文拟在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及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对公益类事业单位进

行研究。基于现有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我国现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现状角度，对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现行会计核算体系及会计制度进行深入的分

析，得出在会计核算制度与实际核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基于上述研究分析，结

合公益类事业单位自身的特性，从核算制度、核算方法及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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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提出优化会计核算制度、改进财务报告体系等改进建议。

图1。1论文研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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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相关理论基础

2．1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相关概念界定

2．1．1公益类事业单位

公益类事业单位，作为事业单位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国家设立的、以社

会公众的需求和长远利益、以向公众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共产品为工作职

责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和机构。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提出，源于我国中央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在提出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之时所提及的，目的是对事业单位进行职

责更加明晰化的细分，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进程。公益类事

业单位是非营利性性质的事业单位，作为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医

疗卫生、社会福利、公共文化、体育事业、科研成果和高等教育等工作。公益类

事业单位主要是为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和需求，更新换代，提供更加符合要求的

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不断壮大。对于我国的经

济发展来说，公益类事业单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能够提高国民素质和文化科

教水平，作为第三产业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现代

社会相较于生产力和经济来说，精神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物质产品也更加依

赖精神产品的发展。因此，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发展壮大能够对我国的综合素质增

强、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水平的提高有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和意义。

公益类事业单位由于自身的功能定位不同，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公益类事业单位是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通过公益类事业单位向公众

提供免费的公共社会服务和产品，而不是通过市场进行经济调控和配置。这类公

益类事业单位主要包括社会公共医疗和义务教育等事业单位。这类公益类事业单

位严令禁止从事营利性的活动，对于经营活动和范围由国家决定和颁发具体的实

施办法。这类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通过达到履行职

责的目的，来合法获取财政收入和财政资金，同时实行“收支两线”的管理办法。

对于这类公益类事业单位，必须严格进行监督和把控，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通

过监督管理来实现社会服务质量的提升和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第二类公益类事业单位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收费标准向社会公共提供公共服

务。在这一类公益类事业单位中，公共服务是有确定的价格的，在一定范围内可

以通过市场经济来调控。这类公益类事业单位主要包括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和普通

高等教育等组织机构。尽管由国家设立来进行社会服务和开展相关业务服务，带

有公益目的，根据国家政府对于价格的定位，也会收取一定的社会服务费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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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盈利服务收入是不需要征税的，作为政府的免税收入，同样

采用“收支两线”的管理办法。对于这类机构应当合理分配职能职责，科学进行

人员的分配和管理，要加强会计核算的透明度，政府和社会的监督要到位，从而

保证公益性的经营目标的实现，并且提高这类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社会服务和产品

的质量。

第三类公益类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支持下采用市场调配资源方式实现的公共业

务服务机构和组织。主要包括党报党刊、广播电台等组织结构。这类公益类事业

单位具有定价和收费权，能够自主进行社会服务和营利活动，并收取一定的收入，

同样也是非税收入范围内的。国家要监督和管理其提供的社会服务和产品价格要

与服务质量相匹配，也要参照一定的价格标准来实施。

2．1．2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对象实际上是社会福利组织的经营业务活动。主

要用来核算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政府收入和经营收入的资金运作情况和国有资产的

安全管理情况。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职责是对其日常发生的经营活动和业

务范围内的资金财产和业务活动进行核算和管理，主要实现监督和公开反映两个

方面的职能。公益类事业单位通过对具体会计事项和经济业务活动的会计核算，

来为国家各级机关和管理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提供所需要的会计信息，

有助于保持核算工作的透明公开性，帮助领导者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实现国

家预算，保证各项公益类事业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国有资金和财产的安全和完

整性，加强事业单位内部各级部门的管理，提高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经济效益，从

而推动事业单位的发展和壮大。

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主要是指预算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全面预

算、差额预算和自收自支三类预算单位。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特点主要包

括以下几点：

(1)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政府全面财政预算包括不同的内容，主要有

固定补贴、固定期限补贴、补贴支付差额。

(2)由于上级单位会对预算支出的差额提供补助款，所以已经作为预算支出

的部分不单独核算。根据业务的需要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进行差额预算的账务处

理。

(3)在年度终了对预算差额应该通过决算来解决，清理出年度预算额之外。

通过这种办法来体现财政收支的最终结果，并寻求平衡点，达到差额预算效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对于事业单位的改革要求越来越强烈，

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也面临着改革的前夕。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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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特点，都有了新的内涵和变化，逐渐凸显出其在事业单位

中的社会地位。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核算主体在不同的会计核算准则中有不同的应

用，而且具体的会计核算方法和程序即使是对于同一单位来说，不同时期都会呈

现不同的核算特征。而我国现有的事业单位有些是非营利性的政府行政组织，少

部分的实质是盈利企业，更多的是兼顾盈利企业和政府行政组织的双重属性的公

益类事业单位。在此背景下，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特点发生了如下变化：

(1)逐渐趋同于营利性企业的会计核算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

事业单位也在逐步进行改革。我国事业单位在此背景下，开放了资本来源，允许

非国有资本进行投入。这样一来，事业单位的产权主体包括了国家、企业和社会

公众，对于投资收益的要求十分高，需要了解事业单位的运行情况和相关财务数

据。因此，必须开展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核算工作，来提供有关成本会计和现金

流量的相关信息，最终实现企业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的一致性。

(2)会计核算制度的标准不同。对于不同的企业和机构组织，由于性质不同，

提供私人物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区别会导致采取不同的会计核算制度，所以标准也

会有所不同。

2．2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相关的理论基础

2．2．1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理论是比较基础的理论之一，以市场经济制度为标准执行。最初提

出公共财政学观点的是亚当·斯密(1759)，他提出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社会

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指导经济活动的发生，帮助社会个体自身利益的

同时，也会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因此应当避免政府干预所带来的破坏。公共财

政会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政府的干预应该逐步减少。20

世纪3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事件中，凯因斯(1936)

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就业、利息和金钱”的国家干预理论，除了传统的财政收支，

还要包括公共债务和预算，同时也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存在。这一理论肯定

了财政政策和政府的重要地位。而在此之后，马斯格雷夫(1959)曾提出，作为

市场来说并不能够实现所有经济活动的功能和职责，这时就需要国家政府颁布公

共财政政策来进行合理干预。并且定义了公共财政的经济活动范围，包括宏观经

济的稳定、资源合理配置以及提供社会服务和产品等三个部分。20世纪80年代起，

多位西方学者开始重视政府对于资源合理配置的相关研究，以布坎南、阿特金森

为代表，试图探求达到政府效益和市场操作的一个协调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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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展公共财政的研究和议论。张馨(1997)

提出，公共财政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市场失效问题，通过公众监督来实现对

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目的。安体富(1993)提出，公共财政要以“市场失

效”为标准，采用市场经济手段，弥补市场缺位和越位。郑建新(2002)则认为，

公共财政是由政府分配职能和活动，要求其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来满足社会公众

的需求。王国庆(2005)提出，公共财政是一种手段，国家借助自身的权力和地

位，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社会职能，实现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和提供社会服务和产

品。刘玉廷(2004)同样也认为公共财政的存在就是为了防范市场经济的失灵，

这样由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来规范经济环境，保持稳定、规范、公平。从以上

研究结果发现，公共财政主要是基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满足“社会公共需

要”是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2．2．2受托责任理论

受托责任理论是比较普遍使用的一则理论。受托责任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现

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关系，无处不在。英国学者查尔斯·梅达瓦(1978)曾在他的

著作中提出，在受托责任的发生过程中，人民应当对这一过程中自己表现的行为

做出约束、承担责任。Dubnick和Romzek(1987)则从两个维度研究受托责任，

主要包括控制程度和控制源两个方面，将受托责任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包括：

政治、法律、职业和官僚四个部分的受托责任。并且认为作为受托代理人和公共

机构的管理人来说，应当对自己实施的行为负责，并且有责任和义务对托付者进

行相关结果的回复。杨展(1982)则认为，受托责任主要是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

进行委托管理，给予受托人十分信任的一种表现和意志的体现。斯图尔特(1984)

指出委托代理关系中受托人的问责是受托人的义务。多种问责，多样性，例如存

在的输入，过程，输出，结果和政策责任。因此，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统一的“问

责制"的定义和概念。基于上述认识的“问责”，主要可以表现为在委托代理关系

的基础上，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志和指示来进行相关行为或履行相关承诺，由

此产生了受托责任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可以说，受托责任最重要的是对委托人

的任务按照意愿很好地进行履行。

受托责任学派认为，问责制应该作为现代会计核算工作的根源，对于政府会

计核算工作来说，公共问责制的实施能够决定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工作的后续发

展和壮大。由于在会计核算过程中会计信息不对称，不能够很好地监督会计核算

工作做到公平公正，就会带来会计信息的失真和缺乏可信性。因此，会计核算工

作应当统一进行管理，能够统一监督，会计核算工作才不会受到影响，才能真实

反映会计核算情况，实现以公众利益和需求为目标。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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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张，不仅给西方国家的会计核算工作带来巨大的变化，也进一步推动了我

国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的改革和转型。在此背景下，国家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

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发展和改善，逐步建立现代国库管理机制和办法。因此，

受到该制度的影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也应当根据自身会计核算工作的特征和

管理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变化。可以继续采用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也可以采

用分散式的会计核算方法，当然也可以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扬长避短，来实现

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通过改变会计核算方法，申请财政收入额度，实现

受托责任目标和相关职责，才能够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下来进行受托行为，避免了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真实反映受托人对于委托人委托行为的完成情况和经营

管理成果等。

2．2．3委托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是契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和代理成本理

论两种。本章主要是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开展的研究。扬森和Mclean认为，委托代

理作为一种委托经济关系，在合同约定下，实施相关行为或者履行要求的服务等。

委托代理理论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基础，认为委托人和信息之间是存在不对

等的关系，应当发扬代理人的相对信息优势，来提高委托人的信息意识和途径，

从而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达到利益最大化。当然，由于代理人可能在代理过程

中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就会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

委托代理理论中，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相对理性的，在委托代理过程中，都

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

事业单位，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和预算单位的效用目标不一致，所以也会存在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现阶段主要采取的是会计集中核算的方法，通过将决策人和实践

人分离开，保证会计工作的独立性。但是由于会计核算工作的不规范，会计集中

核算工作并没有真正实现作用，也没有真正参与政府内各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工

作。因此，政府的会计核算还是完全依赖于政府各预算部门和单位提供的会计信

息，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由此可以发现，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并不能很好

地解决委托代理关系和核算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和问题，

亟待出台新的制度政策来改善这个情况。自从国库集中付款制度的颁发，相关政

府部门利用互联网平台，将技术与制度进行很好地结合，通过银行来直接进行财

政收支的运营和管理，减少中间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加强资本进一步运作，能

够有效控制信息不对称现象，缩短了政府部门与所需获取会计信息之间的距离，

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提高了政府会计核算效率，达到了双方

利益最大化的效果。但是，由于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和目标都不相同，所以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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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怎样的会计核算方式，都无法改变这一情况的存在，所以仍然有可能出现“道

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也就会带来由于信息不对称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

盾。因此，在此背景下，委托代理理论规定公益类事业单位必须改变现行会计核

算制度和方法，改善会计核算工作，将监督会计核算的工作交由外部独立第三方

来进行，一方面提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另一方面改变公益类事业单位运行效率

低下等问题的出现，督促其及时改变经营策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更好地按照社

会公共的利益需求来履行受托经济责任。

2．3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改革趋势

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强化，我国的事业单位运行机制和管

理制度也在随之进行变革。而作为事业单位重要组成部分的公益类事业单位，更

要将改革提上日程。而会计核算是事业单位的核心问题，通过对会计核算体系的

改革和优化，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事业单位内部的资金管理及利用更加透

明和有效，也能够不断优化事业单位内部构成，逐步实现由公益无偿的社会服务

向市场化、有偿服务方向进行转变。

2．3．1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内容

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来说，现阶段最主要的工作是为社会公众无偿提供社会

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产品，以公众利益为中心，针对全社会，肩负着公共事业单

位健康发展的重任。根据国家和政府提出的相关政策和工作职能，公益类事业单

位按照规定要求履行工作职能，执行“公益事业”任务，主要在教育、科学、文

化、体育以及卫生等发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力量。根据国家和政府对其的定位，

还可以将公益类事业单位划分为纯公益性和准公益性两种。纯公益类事业单位，

顾名思义，完全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一般情况下都是无偿经营管理，很多纯公益

类事业单位都是直属政府管辖，也支持鼓励社会大众合作兴办，因此具有一定的

“外部性”。另外，还通过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丰富事业单位和主体的数量和种

类，使其通过竞争变得更强大。纯公益类事业单位包括公共图书馆、公共卫生院、

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义务教育等。而另一类事业单位，突出自身的排他性和

独特性，主要是能够针对特殊人群和社会个体提供特殊的社会服务和产品。这一

类服务和产品具有独特性和排他性，例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高等教育等。对于

公益类事业单位，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和支持政策积极推进其发展进程，还

可以设立各类公益基金来给予金钱补贴和支持，以促进公益类事业单位逐步发展

成为独立的非营利组织，使其拥有独立的事业法人地位，能够长期为公众和国家

万方数据



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问题的研究

利益而服务。

目前，从公益类事业单位现状来看，需要政府主管部门或行政单位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进行改革：

从管理方式方面，单位性质要逐渐转变为独立事业单位法人。在此基础上，

事业单位完全有自主权来履行公共职能，而政府主管部门主要通过政策和相关规

章制度来进行指导和监督，重点关注事业单位其所在的职责和职能履行情况是否

符合规定；

从管理国有资产方面，按照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定，公益类事业单位必须定期

进行检查国有资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整理好编制资产的总目录、资产清查、产

权归属、债权债务清单和清理工作；

从用人制度方面，要实行社会竞争上岗的方式，采用聘用制的用人制度，即

全员聘用制，保证公平公开，才能保证人员能力达到标准；

从社会保障方面，要建立健全公益类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解决现阶

段存在的问题，按照国家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标准建立和实行；

从经费管理方面，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要从根本上转变管理制度，采用定额

补助、核定收支的方式方法来进行管理：

从职工薪酬分配方面，要将职工的工资福利从定额转变为与社会绩效和经济

绩效相关联。

2．3．2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特点

1．与政事相分离

公益类事业单位作为政府管辖的重点组成部分决定其具有公益性的经营目

的，按法律规定正常运行，国家支持鼓励下拨付经费以及政治性倾向下的人才管

理模式等。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特性也因此具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未来实行时必须

要将政事与其经营相分离，坚持公众的利益价值取向，要以社会人民的利益和意

志为核心，以此为原则来建立起一个更公平公正公开的公共事业管理运行方式，

打破我国传统的官僚集权制，建立新型管理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来鼓励和支持社

会人民的广泛参与。

2．将非营利性作为事业单位改革的首要目标和原则

在对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和工作进行改革时，可以适当参考西

方国家的成功案例和成熟经验，针对我国实际国情来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革。西方

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可以作为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发展模型。首先，要

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法律地位重新定位和明确；其次，建立一个理事会模式的领

导管理机制，在做出重大事项决定时，采用投票式防止独权专政；在此，要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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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人员的管理和分配进行严格规定，可以施行公开竞争招聘和合同制下的员

工聘用机制，并且在内部进行分配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公平公正公

开地进行分配，经得起社会的监督。

3．多元化的经费来源

目前，公益类事业单位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和政府，在此背景下，很多时

候不能完全以社会公众利益为核心，与其定位并不匹配。因此，鉴于其公益性的

特性，应当建立多种方式的投资模式来获取管理经费。可以包括政府投入、社会

公众和企业的赞助和捐款等，这样能够保证其独立性，也能保证公益类事业单位

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这样，必须大力倡导和宣传公众的捐赠和奉献意识。

4．清晰明了的财政拨款去向

目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产物主要是纯公共产品，非营利性决定了自我

经费补偿能力弱，主要依靠财政拨款来进行日常经营活动。在征取税收的时候，

应当参考西方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办法，采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公益类事业

单位采取适当减半或者免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相关费用。此外，我国公益类

事业单位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应当建立起经营管理专业机制，政府通

过向公益类事业单位提供财政收入和资金资产方面上的支持，监督事业单位是否

真正承担起国家赋予的公共职能和责任，并且实时监测其日常经济活动和业务项

目是否符合要求。一旦公益类事业单位没有正常完成项目，政府有权适当减少或

者停止对其的资金补贴。如果已经长期不再承担项目，政府有权对其进行机构问

的调整，包括撤销或者与其他公益类事业单位合并。为更好地监督事业单位的资

金来源和去向，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保障国有资产的经营和

保值增值。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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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现状

3．1现行事业单位的会计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划分为总预算会计制度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

但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预算会计系统则分为三类：行政单位预算会计系统、财

政机关预算会计系统以及事业单位预算会计系统。

而针对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系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事业单位现行会计准则。该会计准则是财政部根据不同事业单位

会计的类型而制定的，在该准则中规定所有的事业单位，必须遵循会计准则的普

遍性规定和要求。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解决了在各种要素核算方面、记账基础

与方法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能够为事业单位会计在做账时提供指导方向和建议。

事业单位现行会计准则也是整个会计体系中一个核心组成要素，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可以作为会计体系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层次，事业单位的通用会计制度和特殊情况的会计规定。事业单位中规

模较小、依赖国家拨款经营的，例如敬老院、小型医院、图书馆、中小学学校等，

可以依据财政部制定的事业单位通用的会计制度和规定。而对于事业单位中的特

殊行业，如教育、卫生、科研、文体等大型的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收入规模和

来源，相较于普通的事业单位类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由各级主管部门协同

财政部来制定相应的会计制度，这样可以更加针对性地解决会计方面存在的特殊

问题。相较于通用会计制度最大的区别是个别会计科目的设置和具体应用。

第三层次，事业单位内部的会计管理制度。主要是针对各事业单位在实际会

计工作中，执行各类会计准则时，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补充制定一些管理

制度。各事业单位在管理方面具有其独特性，这样能够针对性地解决管理问题。

3．2新会计核算制度分析

在新会计准则的改革背景下，我国于2012年对原有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也做

了重新修订，与此同时废除了1997年颁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新会计制度的颁

布，对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一个重大的创新突破和挑

战。本部分拟从新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与旧会计核算制度之间的区别，分析所

带来的不同改变，以为下一部分会计核算现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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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会计主体和会计要素发生改变

在事业单位新会计核算制度中对会计要素和会计主体进行了明确界定，这是

与原会计制度的不同之处。在旧会计核算体系中，是以预算资金活动为主要核算

内容和会计主体，这样的结构没有办法全面的反映事业单位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

况，也无法适应现阶段改革后的财务管理工作。而新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下，

会计主体是事业单位各项经济业务活动，这种核算体系下的覆盖面更加广泛，能

够更好地体现“全面性”的规定和要求。还能够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

高事业单位的资金使用效率。在旧会计核算体系中，会计科目划分为资金来源类、

资金运用类和资金结存类三大类。而在新会计制度中，会计要素分为资产、负债、

净资产、收入和支出五部分，通过改善会计核算要素具体内容，可以更好地进行

会计核算工作。

3．2．2会计核算内容丰富化

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弥补了原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没有对政府补助和非政府

补助结转两部分的明确划分和核算，相应地增加了这部分的会计核算内容。首先，

增加了“非财政补助结转”和“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这两个科目主要用

于核算非财政补助的结转和结余分配的情况；其次，增加了国有资产管理、财政

收支分类、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等方面的核算内容，能够与事业单位改革和

相关财政法规相衔接；最后，重新定义财政补助收入，进一步规范了财政资金和

非财政资金的会计核算，实现了精细化管理政府补助支出。

3．2．3改变固定资产的核算方法

在旧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对于固定资产的核算是通过“固定资产”与“固

定基金”两个会计科目，用来反映固定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但对于固定资产的

后续计量并没有明确规定。固定资产计量不精确，就会对会计信息的公开透明性

和质量要求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和阻碍作用。然而，在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

首先，取消了原有的科目“固定基金”，新增设了“非流动资产基金一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两个科目，在取得固定资产时，将固定资产原值计入“非流动资产

基金一固定资产”科目，对于相应的折旧摊销计入“累计折旧”，冲减“非流动资

产基金一固定资产”，不计入相关资产的支出。

3．2．4新增与基建相关的会计科目，按月将相关数据计入会计“大账"

在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会计核算并不包含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资产、股

债以及收入支出等内容，而通常把其放入基建工程核算帐套中。而新的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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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单独设立基础建设投资，将其单独建立账套核算，并按月将相关数据计

入会计“大账”。除此之外，对于在建工程项目项下非基础建设类业务也设置了相

应的科目，并制订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和账务处理方法。通过对基建建设的会计制

度的制定，能够使事业单位对于基建业务进行更好的资产负债的管理，降低财务

风险，提高核算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且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工作。

3．2．5完善会计科目体系和科目使用的相关说明

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制定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会计核算目标，对会计

科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完善了会计科目体系，相应的补充和修改了部分会计科

目，主要解决由于会计科目的缺失，对会计核算工作和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根

据会计核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会计科目进行界定和调整，统一设置会计

科目的序号。在这一设置上，沿用会计报表科目，例如将“现金”和“银行存款”

统一为货币资金类项目，并将“对外投资”科目划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

资”两类。尽管新制度下建立的一套统一、完善的会计科目体系，但各事业单位

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情况相应增减部分明细科目，但不能影响到日常会计核算工

作和日常按照规定编制会计报表。在新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对于事业单位的

各类经济事项和业务活动的具体核算和账务处理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解

释。

3．2．6改进会计报表的体系和结构

在旧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会计报表体系和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够

全面体现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于财务报表进

行了补充和完善，改变了其中的部分要素，并将会计报表划分为报表和附注两部

分。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财政补助收支表和日常收支表等。比较特殊的报表是

财政补助收支表，其主要反映事业单位某一会计年度内财政补助的收支、结存情

况。这样的会计报表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化，能够更好地配合会计制度来规范会

计核算工作，有利于财会系统的更好使用和发展，为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提

供必然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3．3会计核算现状

我国事业单位的环境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建立起

行业间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按照制度规定进行会计

核算，再到新会计准则下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经历了非常大的突破和挑战。

从现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来看，核算工作进行的比较完善和顺畅。伴随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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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量的不断增加、政府收支的进一步改革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断完善，

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现状也根据实际情况在逐步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

况，现在看来核算工作也逐步稳定下来。

3。3．1会计核算范围

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事业单位发生的各项资金收入和财产都应当并

入到单位的会计核算中。核算的对象应当为事业单位自身所发生的各种经济业务

活动，通过对其核算，来真实记录和反映所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现阶段我国事

业单位的部门预算包括了本单位所有的收入和开支，所以在进行预算过程中要考

虑所有的预算资金，将其作为预算对象。现阶段，大部分的公益类事业单位从事

非营利性经营活动，绝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是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当然，也不排除

其他的预算之外的收入和支出的存在。这一差异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事业单位包括

两个预算体系，事业单位预算会计体系和事业单位基建会计体系。基建工程项目

中会存在不同渠道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划拨和向社会外界筹集的资金。会计核

算对于基建工程的核算并没有进行严格规定，导致建造、管理和核算之间的严重

脱节，造成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与部门预算编报之间存在严重的时间脱节，影响到

部门预算的编报和资金的投入投出。

3．3．2会计核算基础

在2012版的新会计制度中明确规定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基础一般应采用收付

实现制，但对于事业单位部分经济事项或业务活动的核算可以参照权责发生制的

相关规定。从新会计核算制度的相关规定中看出，目前我国大部分事业单位还是

采用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和主要执行制度，而权责发生制只允许用于

少数会计业务活动中。收付实现制相比权责发生制有其优势，操作简便、运行顺

利、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预算实际执行情况，这一点对于事业单位十分重要。但

随着政府采购力度的加大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行下，采购环节和付款环节不

再是同步进行，材料的采购和支付欠款这两个步骤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尤其常会

出现跨年度的间隔，在年终结算的时候就会带来收支不相符合的情况。这样，对

于年末编制年度决算，会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和差异，无法真实反映和分析事业

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3．3财务报告体系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年末评价特定时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十分必要。对

于公益类事业单位也如此。公益类事业单位也需要一套财务报告体系来实现这一

需求。目前，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财务报告体系包括财务报表和附注两部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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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财政补助收支表和日常收支表等，比较特殊的报表是财政补助收支

表，其主要反映事业单位某一会计年度内财政补助的收支、结存情况。能够更好

地配合会计制度来规范会计核算工作，有利于财会系统的更好使用和发展，为事

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提供必然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但随着我国事业单位体

制的不断更新变化和改革，现存的公益类事业单位已经逐渐具有法人资格，成为

独立的法人单位。相较之下，现行的事业单位财务报告体系中缺少现金流量表，

事业单位的高层管理者无法通过实时掌握和监控资金收支的真实情况来分析单位

的实际支付能力等，由此影响到未来的现金流量预算表及未来的发展策略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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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和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颁布的背景下，对于公益类

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事业单位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大

的创新突破和挑战。然而，在新IEt,U度衔接的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

决，本章主要从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和会计核算实际工作两方面来分析。

4．1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2013年开始实行的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给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

带来了一次新的创新和改变，解决了之前核算制度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是一次比

较大的突破和挑战。但在实际施行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时，也发现仍存在部分遗

留问题亟待解决。

4．1．1会计核算基础与目标不匹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以及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准则已经不再适用于新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在此多重

背景影响下，为顺应时代的需求和潮流，我国于2013年颁布施行新的事业单位会

计核算制度。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主要是针对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成

果进行评价，其中明确规定了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目标是要通过日常会计核算，

向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与利益相关的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收支

及会计预算实际执行情况，这样能够使利益相关者更好地跟踪了解事业单位在受

托责任下的实际履行情况，也利于决策者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和经营管理策略。

而另一方面，新事业单位的会计准则中也对其进行了规定，会计目标必须以会计

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为核心来制定，除此之外，还要能够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和政

府预算开支提供有效、准确的会计信息，能够更好地配合事业单位正常事务的执

行。而会计核算基础的确定与会计目标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它

的影响，一旦设定了会计目标，会计核算基础也就随之确定下来。

但在新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仍然将收付实现制作为大部分事业单位的会

计核算基础，权责发生制仅限于极小部分的事业单位的经济业务活动中。这样的

会计核算基础并没有与新制度下的会计目标相匹配，无法协调一致。在普遍使用

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基础的情况下，虽然核算方式更简便、运作也比较方便，

但是对于财务信息使用者来说，并不能真实地了解事业单位资产、负债、收入及

成本等全面的信息，因此也不能有效地考核事业单位的实际工作情况和财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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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除此之外，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基础无法很好地记录和体现事业单

位内部“隐性负债”的实际情况，在管理层实际分析财务风险时，就会带来很大

的漏洞，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防范；收付实现制下也常会出现采购与付款跨期的

问题，在年度终了有些事项的结转会存在比较大的偏差，无法进行有效地处理和

解决；此外，收付实现制核算下的事业单位无法精准核算日常运作过程中产生的

费用和相关成本，这样会给事业单位的绩效评价带来一定的阻碍；与此同时，收

付实现制也会带来权利与责任不相匹配的情况，这样就无法公平、公正、公开、

客观地评价和考核公益类事业单位受托责任下的履行情况。

以往的事业单位核算主要是会计预算与财务报表编制，此背景下事业单位实

行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基础比较符合现实情况，也比较满足核算需求，能够比较明

晰直接地看出事业单位的实际收支资金，操作和运营起来也比较容易简便。然而，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事业单位实行两种不同的会计核算基础，尽管有

明确的规则区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人为操作带来可乘之机，加大了造假虚

报的可能性，并且给了利益追求者利用漏洞来粉饰财务报表的空间，使其无法真

实反映事业单位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举例来说，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取得

固定资产的核算工作中，按照新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同一经济事项的发

生，需要分别做两次会计分录，但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角度分析这都是不合理的，

严重违背了会计准则中的清晰性和及时性的核算原则。此外，就我国目前事业单

位的会计核算情况来看，只有将权责发生制引入才能更好地解决新会计制度下出

现的各类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新会计准则和制度规定下的会计目标，必须

及时地将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基础转化为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基础。

4．1．2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不完整、不真实

新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下，对于财务报表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改变了其中

的部分要素，并将会计报表划分为报表和附注两部分。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财

政补助收支表和日常收支表等。但面对这新形势下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缺

乏科学合理的核算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所以仍有财务报告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存在，

无法满足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的核算要求，也无法为财务报表使用者和信息使用者

所使用。

在现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的财务报告体系存在着各种问题：

(1)财务报告体系不完整。现行的会计报表划分为资产负债表、财政补助收

支表和日常收支表及其附注。但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实际核算要求来看，现行

的财务报表体系并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全部信息。而且缺乏

现金流量表的情况下，无法了解到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资金流入和支出的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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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法准确编制未来现金流量预算表，对事业单位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战略带来极

大的影响。

(2)公益类事业单位所实行的“大预算”体制概念并没有很好地应用到会计

核算工作中，并且在科目设置方面并不完整和全面，不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这样，信息使用者将没有办法通过财务报表整体把握会计预算体系

的具体内容，因此对于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3)财务报告无法全面、真实准确的反映会计信息。对于事业单位来说，基

于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基础，通常是通过历史成本计价来进行会计计量和核算。

财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财政补助收支表和日常收支表在市场经济较稳定的背

景下，能够比较准确真实地反映事业单位日常经营活动的资产负债及盈利状况。

但由于收付实现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使事业单位在年终核算时出现很多没能

及时入账的债权债务问题，没有记录在会计账簿之中，也就无法体现在财务报表

中。这样会导致财务报告中的债权债务的记录并不准确和真实，反映并不足够、

充分。

(4)当前的会计核算制度体系无法满足微观管理下对核算工作的需求。从公

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现状来看，核算管理模式与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尽管有很强的宏观管理概念和理论支持，但是从微观和实践上来

看缺乏可实施性。公益类事业单位由于现实实行过程中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为实

际的收入支出核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面对着新经济形势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断

变化，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并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缺乏合理、正确、科学的管

理方法，因此无法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情况，更不能为财务报表信息使用

者与事业单位内部调控和管理所用。

因此，作为公益类事业单位，必须要正确地规范对业务活动的成本和费用的

相关会计核算，准确地对资金的运营状况进行分析和监控；而从另一方面看，公

益类事业单位作为一个会计核算主体，既要确保单位内部资金的安全性和合理运

作，更要保证财务会计核算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要更好地完善财务报告体系，来

更好地为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提供帮助和服务。

4．2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4．2．1会计核算管理制度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在进行会计核算工作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有过多

的自主性，缺少对具体工作进行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办法，因此会出现会计核

算工作存在漏洞和问题的情况，缺乏对管理工作的正确和深刻认识，并且忽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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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核算管理制度在公益类事业单位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t牛-，由此会导致公

益类事业单位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常常会出现工作效率低、工作成果并不符合要

求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在日常核算工作中无据可循，

没有管理制度的支撑，会计工作人员就无法系统、规范、完整地按照相关规定来

展开各项会计核算和管理工作，因此才会使会计核算工作缺乏谨慎性和正确完善

性，也会给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4．2．2会计核算基础工作缺乏规范性

目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出现的各类问题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日

常会计核算工作中的规范性管理，主要表现在：(i)会计工作人员在填列业务事

项和会计凭证的时候粗心大意，不符合规定和要求，过于简单地记录摘要信息，

并且在填写附件数量时常常填错或者漏填，也没有仔细确认附件信息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2)在会计凭证填列过程中，会计工作人员由于对科目的使用过于随意

化，常常错误填列会计科目，与会计准则的规范严重不符；(3)会计工作人员在

进行凭证填列和添加附件的过程中，往往缺少对于经济业务活动和相关文件证明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复核工作，常常出现账证不符的情况；(4)会计工作人员没

有定期或按时整理部分经济事项的资料，由此在日后审阅财务账簿、汇总财务数

据以及编制报表分析报表的时候，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例如没有抵消己实现

的未达账项，没有及时清理己抵消的往来款项、没有及时核实余额十分巨大、跨

越期间十分长的资金和账款等。

4．2．3缺乏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监督机制

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公益类事业单位还没有建立起单位内部的审计管理部

门，即使小部分公益类事业单位已经建立起内部审计管理部门，但事实上该部门

也没有发挥其监督管理单位经济业务活动和工作职能应有的责任。这样的内部审

计管理部门并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内部控制系统并不能实施作用，形同虚设。

具体体现在：(1)公益类事业单位不相容岗位没有达到相分离的规定。部分单位

内部对于会计和出纳这两个岗位没有分人管理，通常是由同一个人在负责，而且

部分公益类事业单位甚至没有设置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这样就会给核

算工作带来一定的漏洞，容易发生经济纠纷问题，无法通过账簿的查证来探寻资

金的流向；(2)会计从业资格证作为会计从业人员的上岗证的规定并没有实现。

目前仍有部分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没有获取会计从业资格证，导致出现会

计人员整体的素质和知识储备不高的现象；(3)内部财务审批制度并不规范和完

善。虽然公益类事业单位内部设置了财务审批制度，但是很多情况都是形同虚设，

对于会计工作人员来说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执行力十分低下。作为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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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流程中重要的环节，一旦在审批环节出现上下串通的情况，会影响到国家的财

产安全。

4．2．4对预算管理的重视度不足

作为事业单位，尤其是公益类事业单位，必须将预算管理作为进行日常经营

活动的重点工作内容，应将其贯彻执行于预算会计内容的编制和执行全过程中。

对于预算工作的成功完成来说，预算管理工作能够直接影响预算工作的质量和财

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然而，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现状是内部财务工作人员对于

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视度不足，没有明确预算管理工作的归属部门和人员。大部分

单位人员都会认为预算管理工作应当是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与自己所在部

门无关，但是通过理论和实践双重指引下，预算管理工作是业务工作的具体体现，

应当由业务部门工作人员与财务部门工作人员共同制定和监督其后期成果。目前，

由于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并不重视和关心预算管理工作，也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

所以公益类事业单位最后制定出预算成果并没有结合单位下一年度的工作重点，

缺乏一定合理性，严重脱离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此外，公益类事业单位

的很多工作人员在实际执行预算的过程中，常常出现超出预算仍向财务部门申请

经费的情况，而尽管预算有所结余仍要全部无意义的消耗掉。这些情况就会导致

公益类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工作缺乏规范性和严谨性，对单位的长期发展会产生

负面的影响和阻碍。

4．2．5缺少对会计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除了上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之外，目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在未来长期发展

的进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和素质并不高。

除了部分会计工作人员存在没有会计从业资格的情况外，最主要的是缺乏专门的

培训机制和教育活动来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会计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能力，对

于新的会计知识和法律法规的了解和学习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重视和应用。在不断

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会计核算制度和原则也在不断更新换代，人员知识体系

的更新换代也很必要，因此对于新的会计知识和法律法规的了解和学习就显得十

分重要和关键。尽管，会计从业资格证每年都有一次会计的继续教育学习和年审，

但是这种考核式的学习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会计工作人员

的学习意识，并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因此，就会

出现公益类事业单位内部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良莠不齐的情况，对于日常人员的

管理存在一定阻碍和困难，所以急需通过培训来提高其会计业务知识和实务操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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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化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建议

根据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制度规定，随之带来的是，我国事业单位相应地颁

布了新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准则，为了更好地进行会计核算工作，需要公益类事业

单位按照新会计制度的规定，尽快进行新旧会计制度和工作的过渡和衔接。可以

通过加强对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进一步加深单位内部工作人

员对新会计制度的重视度和理解认识。可以通过在单位内部开展教育培训活动，

使财务工作人员全员参与进来，充分了解和认识新制度制定的实质和精华内容，

并且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正确地操作和执行会计制度，与此同时

针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漏洞和缺陷及时归纳总结，积累经验来进一步分析解

决相关问题。另外，公益类事业单位应该建立一套会计核算信息系统和核算软件，

通过智能化的工具更好地实现会计新旧科目和核算内容的衔接，首先是保证会计

相关信息的正确录入和计算。其次，要从实际业务活动出发，重视会计核算过程

和账务处理，包括事业单位内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无形资产的摊销、资产清查

工作、建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账套、非财政补助收入结转和结余等事项的会计

核算。除此之外，在新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工作方面仍然存在各类问题，通过进

一步分析和总结，提出如下改进策略。

5．1优化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

5．1．1统一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

面对社会经济环境给事业单位的改革带来的影响，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

算基础也应当进行适应性的变化。在新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仍然将收付实现

制作为大部分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基础，权责发生制只在极小部分的事业单位的

经济业务活动中使用。这样的会计核算基础并没有与新制度下的会计目标相匹配，

无法协调一致。因此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来说，应当替换掉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

算基础，剔除掉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用修正过的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以

确保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资产、负债和收入支出等情况的真实和准确，配比单位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达到最终目的。由于我国现阶段事业单位主要采用国库集

中支付的方式，这样对于同一笔经纪业务，使用收付实现,IJ矛n权责发生制能够在

会计报表上有不同的体现。这样一来，经济业务实质相同的处理方式会带来不同

的会计信息，会误导会计报表信息使用者，使其做出错误的经济决策。可见，我

国现行会计核算基础存在众多问题，因此亟需修正会计核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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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普遍选择收付实现制的核算方式，根据经济业务实质，

只在职工福利和设立基金的时候选择权责发生制。尽管收付实现制简单易操作，

但是在实际核算过程中并不能真实地了解事业单位资产、负债、收入及成本等全

面的信息，因此也不能有效地考核事业单位的实际工作情况和财务工作使用效率。

而权责发生制的优越性经过对比就体现出来了，相比于收付实现制，它能够更加

适用于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权责发生制能够将事业单位的财务

资金信息更加明晰化、透明化，更深入了解和掌握单位内部资产负债、收入支出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将权责发生制作为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基

础是我国事业单位发展进程中必然的做法，提高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加

大对会计信息的利用率和价值，能够达到预计的最佳状态。

5．1．2完善财务报告体系’

(1)构建主体财务报告与辅助财务报告相结合的新体系

2013年颁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主要提供的资产负债表、财政补助收支表

和日常收支表及附注等，并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全部信息。

而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必须提供三张财务报表，并且披露本公司的非

财务信息，这样能够保证会计信息的透明化、全面化。因此，公益类事业单位可

以沿用这一制度，采用主体财务报表和附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事业单位的会计信

息披露。具体来说，在原有主体财务报表的基础设置上，：t曾DH-级财务报告的特

殊事项和会计内容，来满足特殊需求，统一汇总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进

一步的披露。在原有的一级财务报告基础上，财务报告主要核算的是公益类事业

单位的教育教学和科研业务的相关会计信息，新增的二级财务报告则核算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后勤服务等相关会计信息。除此之外，还需要对基建工程、无形资产、

固定资产等信息进行记录和总结，提供各类辅助明细表。当然，披露非财务信息

同样重要，无论是财务信息还是非财务信息，都会对财务报表使用者带来决策上

的重大影响。例如，对于上级主管部门和国家政府相关部门来说，十分关注事业

单位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管理层的薪酬是否合理、内部审计工作是否完善、财政

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得当等。而对于债权人来讲，更关注事业单位的偿债能力、

盈利能力和资金流是否充裕等。

(2)建立健全财务指标分析体系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财务指标分析是最为重要的决策资料，通过对公司一

年的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公司的运营状况和财务情况。公

益类事业单位亦如此，财务分析主要针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资产存量和增量、现

金流量等的全方面分析，希望从单位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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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于在下一步制定年度计划等决策时提出修改、纠正的措

施，以取得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最大经济效益。与此同时，通过对财务指标的分析

应用，还能够帮助会计报告利益相关者和使用者通过深入了解单位内部会计信息，

掌握经济情况，从而制定科学、正确的决策。在设定财务指标的过程中，应该着

重体现以下方面的内容：(1)反映公益类事业单位社会效益的财务指标。社会效

益指标是指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产出值进行量化，来计算单位为社会提供科学教

育人才和研究成果的数量。(2)反映公益类事业单位内部各部门、各层级经济活

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果情况的财务指标。这一指标主要是监测对于经济资源是

否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作为事业单位的决策层，了解该指标能够掌握各部门、

各层级的投入产出比，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最大化的利用程度。(3)反映

公益类事业单位基础设施建设、经营收入支出情况的财务指标。这一指标的实行

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工作十分重要。通过结合基础财务数据和相关指标分析才

能够全面反映事业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4)反映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净资产

组成的财务指标。净资产为资产与负债之差，是单位财富和支付能力的重要体现，

但也会偶尔出现净资产较高时单位支付能力较低的情况。通过增加狰资产构成等

财务指标分析，能够更好地进行会计核算工作，并且有利于提高决策层管理单位

决策的正确性。(5)反映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收益率的财务指标。通过该

指标可以真实反映事业单位多渠道的资金来源，更好地分析事业单位的自我发展

能力。

(3)建立事业单位的财务风险防范系统

对于一个企业的经营过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预防财务风险。不只是普

通的经营企业，公益类事业单位也适用，其实际经济业务活动同样存在着各种风

险尤其是财务风险。但是目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财务风险比较小，没有达到

企业对财务风险的重视程度，经常被单位管理层忽视。降低财务风险，能够更好

地保证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的正常运行，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利益冲突。

因此，应当在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中设立财务风险防范系统，满足社会

大众的利益需求，通过实施会计核算工作，按照国家政策制度的相关规定实行，

提升公益类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核算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保障单位资金财产的安全

性，实现政府和事业单位、公众三者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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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优化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

5．2．1建立健全会计核算管理制度

针对当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缺少对具体工作进行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办

法，建议在新会计核算制度下，首先要针对会计核算工作建立健全会计核算管理

制度。事业单位应当对内部会计核算人员的工作职能、工作行为、账务处理流程

和方法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还要实时储存和保管会计凭证和会计帐簿，对

于会计资料的使用和销毁也要进行严格要求，而且对于会计人员工作间的交接也

要纳入到会计核算管理制度中。避免会计人员过于自主性而带来的各种疏漏和问

题，也能确保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的JIl顷N进行和开展。

5．2．2加强会计核算基本工作

目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出现的各类问题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日

常会计核算工作中的规范性管理，因此应当将会计核算基本工作提上日程。提高

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的重视度和重要性，加强对内部会计工作人员的工

作意识，规范内部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通过建立各种管理制度来使他们坚

守自己的岗位，坚持自己的原则，尽职尽责地完成会计核算工作。除此之外，通

过设立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定期评价业绩水平，通过评价结果来决定会计人员

的晋升或者淘汰等。这样，一方面能够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自主性，更

好地开展会计核算工作，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加强规章制度，提高会计核算工作的

效率和质量。

5．2．3提高会计核算工作的监督力度

截至目前为止，事业单位改革还在进行中，我国大部分公益类事业单位还没

有建立起单位内部的审计管理部门，即使小部分公益类事业单位已经建立起内部

审计管理部门，但事实上该部门也没有发挥其监督管理单位经济业务活动和工作

职能应有的责任。因此，应当通过建立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实现内外部共同监督

的目的。首先，通过财政部、审计部和税务部等外部监督机构，定期监控事业单

位内部核算工作的进展和情况，而公司内部审计部f-JN要对会计核算具体工作情

况进行评价和总结，实时掌握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避免出现大的纰

漏和问题。通过加强会计核算工作的监督力度，能够保证会计核算工作的公开透

明，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规范性，进一步规范其会计核算行为。

5．2．4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工作

目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现状是内部财务工作人员对于预算管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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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度不足，没有明确预算管理工作的归属部门和人员，导致预算管理工作缺乏

规范性和严谨性，长此以往会阻碍事业单位的改革进程和未来发展。因此应当进

行全面预算管理工作，不仅要加强职能部t'-j矛H业务部门对预算管理工作的关注度

和重视度，还要将预算管理的理念深深灌输到每一位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中，从

根本上提高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效率。这种实行从下至上、从上至下的双向预算

管理制度的实现，能够提高预算编制的正确性，对提高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

算工作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全面预算的工作质量。

5．2．5强化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现阶段，阻碍我国公益类事业单位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单位内部

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和素质并不高，财务人员团队的参差不齐，会严重影响到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因此，作为公益类事业单位的长远考虑，应当定期组织单位内部

财务工作人员参与专业化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培训，通过学习不断变化的新会计制

度，来提高相关人员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此外，还应当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

法律法规意识，定期学习国家政策法规，强化法律法规的知识和教育，对于后续

会计核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效

率，有利于规范会计工作人员的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并且提高公益类事业单位

的会计核算工作质量和信息的真实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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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 论

公益类事业单位通常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或者多种社会服务和产品，且不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公益类事业单位在向社会提供公共化的服务过程中，

满足公众利益的基础上，通常也会获得一定的收益和回报，但是由于这部分收入

较少，不能完全弥补社会服务成本(社会服务支出)，因此公益类事业单位就需要

国家政府或者其他地方政府部门提供资金上的帮助，通过政府拨款或者其他社会

途径取得无偿的资金资助。由于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无偿、独立、非营利性等特征，

决定了事业单位会计报表的利益相关者和信息使用者对待会计报表信息的要求与

其他经济组织会有所不同。

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财务报告体系包括了三张主表，主要反映公益类事业单位

在一定会计时期内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并且展示单位年终结余成果。现行事业

单位财务报告体系包括资产负债表、财务资金收入支出表、财务情况说明书等。

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有关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

了解、分析、判断、评价公益类事业单位内部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且应当

为实施决策提供有效、准确的信息。公益类事业单位应按照国家部门预算支出分

类和管理权限的相关规定，定期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及其他报表信息

使用者提供规范的会计报表等资料。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动态以及知识驱动的基本

特性，决定了公益类事业单位应当确立独立法人的地位，并且对于其原有的经济

事项和相关业务活动模式进行相应的改革和深化。在此背景下，公益类事业单位

的经济活动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和筹资渠道，不再使用原来单

一的财政拨款的筹资模式，突破性地以费、产、社、科、贷、息等多方面的开展

融资方式；面对多样化的经济业务活动，公益类事业单位除了要在科研、教育等

方面加强要求外，对于商业企业的核算部分也要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改进，来应对

复杂化的经济业务活动。因此，作为公益类事业单位，应当准确、及时地向信息

使用者和投资人传递会计核算信息，来协助制定科学、正确的投资决策。本论文

的创新点在于研究视角比较独特，重点研究了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

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复杂化，事业单位改革也在逐步实现

中，改革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势在必行。而这项课题是一个十分复杂

且庞大的工程，通过一篇三万字的论文是无法研究透彻的。本论文也只是针对公

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中的一些比较重大、突出性的一部分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

析和探讨，时间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创新性但并不成熟的建议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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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除此之外，公益类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中的一些非常重

要的问题如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方法和标准、如何通过会计核算计算事业单位内

部的成本等，都需要日后进一步的深入挖掘。论文尚有很多的不足和需要改正的

地方，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给予宝贵性的指导和建议，学生会在后续工作学习中进

行进一步的学习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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