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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高校预开收款票据的情况比较普遍，且因预开收款票据管理不规范，容易造成学校资金的流失或留下隐

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文提出运用电算化系统将预开收款票据纳入会计核算管理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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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预开收款票据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存在。各高校对于

收款票据的领用、保管、核销等原本都有一套做法，使用电算

化会计核算后，也有专门的管理软件处理票据的开出与回收。

但在新的形势下，原来的做法已不适用。目前，大多数计算机

票据管理都是按照手工的操作方式通过出纳岗位实现的，因

而在处理大量柜面日常领用票据特别是预开发票不能即时收

到款的情况下就难以通过会计岗位进行监控。为此，本文就预

开收款票据的会计核算作一探讨。

一、预开收款票据现状及其成因

1. 高校预开收款票据的现象比较普遍。《发票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规定：“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

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

发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对外资金往来日趋频

繁，特别是对外承接科研课题，对方单位往往要求“见票付

款”，需要经办人员拿着发票到对方单位收款，或将发票邮寄

给对方后才收到合同单位的汇款。这样，开票后长期收不到

款，或不能足额收到款项的情况比比皆是。据了解，目前绝大

多数高校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科研课题多的学校更是普遍存

在大量开出的发票不能及时收到款，以至于出纳面对已开出

的大量票据难以清查，不少规模较大的学校甚至有数百笔已

开发票或收据，数千万元账款尚未收回，且部分票据开出时间

长达数年，实际已造成了资金流失。

2. 预开收款票据不能及时收到款的原因。

（1）资金困难，拖欠货款。虽按合同规定开出收款票据，但

对方单位以资金困难等各种理由拖欠不付。

（2）一张票据，分次到款。虽按合同规定的项目进度开出

收款票据，但对方单位仍不能全额付款，只能分次到款。

（3）扣留项目质保金。按照合同规定，对方单位要预留一

定比例的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再付尾款。

（4）合同履约纠纷。虽然按照合同开票收款，但因合同履

约纠纷而无法按时足额收回账款。

二、预开收款票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 票据管理方式落后。尽管国内会计电算化普及多年，

但多数单位收款票据管理仍停留在手工处理阶段。即便一些

单位使用了电算化票据管理软件，也仍然停留在领用登记、使

用记载、回收核销、结存盘点等老一套管理方式上。

2. 票据软件缺乏实用性。目前，大多数电算化票据管理

软件都是单独处理收款票据的领用与核销，或是作为会计核

算系统下出纳处理的一个功能模块，由出纳完成开出、收款与

核销的具体业务，未与日常会计核算系统联机运行。

3. 票据管理缺乏会计监督。由于高校财务制度对于已开

票未到账的款项并未规定需要进行账务处理，因此一般都由

出纳保存票据存根，会计未对其进行监控与管理。在收到汇款

时，会计并不需要确认是否已开过收款票据，而是由出纳在已

开未入账的票据存根中查询，若尚未开具发票就当场开出。这

样经常造成重复开出发票，待集中清查时才发现，而开出的票

据因时间太长，极易丢失。

4. 预开发票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目前，高校科研收款均

采用手工开具普通税务发票，对于预开发票而未能足额到款

的收入，因票据金额与到款金额不一致，发票记账联无法作为

原始凭证入账，一般作为暂存处理，待余款收齐后再作收入。

这就影响了科研项目经费的正常使用。但若作收入处理，会计

系统中难以确定款项是否收齐，仅靠出纳手工登记，缺乏必要

的内部控制，极易出现问题。此外，对于已开收款票据长期未

收回的账款。高校普遍采用校内网上公布，到款后再撤下的方

式催账，但因是出纳人工上网录入，往往核销后未及时从网上

撤下，经办人员看到旧账总在网上挂着，意见很大。

三、预开收款票据的会计核算设计

通过对高校预开收款票据情况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会

计核算的角度改变现状，将预开收款票据的管理纳入会计核

算流程，对每一笔预开的收款票据都应有账务控制，以便随时

清理和催收。具体处理方式可参照借款的会计处理流程，采用

类似教育部制定的预算控制会计科目（不列入资产负债表），

利用项目账控制模式，实现预开收款票据的会计核算。

根据上述思路，笔者设计了预开收款票据的核算单据和

会计核算流程。

1.设计预开收款票据的核算单据。该核算单据类似于三联

借款单据。具体如下页图所示。



2.增设“60901票据管理———预开票据”和“60902票据管理———项目控

制”科目。其中 60901科目为暂付类型（仅在项目账核算，不作资产类核算），

并按具体核算科室设置三级科目。

3. 预开收款票据的会计核算分录。淤预开时，借：票据管理———预开票

据；贷：票据管理———项目控制；于到款时，借：银行存款 ；贷：科研收入（或其

他收入）。同时，借：票据管理———项目控制；贷：票据管理———预开票据。盂退

回时，借：票据管理———项目控制；贷：票据管理———预开票据。

4. 预开收款票据的会计核算流程。

（1）需要出纳预开收款票据时，会计应根据项目合同的约定，按照分次到

款额度认真审核，避免将分次的到款一次性预开票据。无项目合同或协议的

不得预开收款票据。

（2）借出票据时，在会计核算系统中编制借出（预开）票据凭证，并在摘要

中注明所借票据的项目负责人和对方单位名称，以便让系统定期将未冲销的

开出票据自动上网催收。出纳根据记账凭证及“票据借用单”第二联开票，并

在“票据借用单”出票联和存根联上注明所开票据的号码，以便日后清理、核

对尚未到款的票据。

（3）收入到账时，会计应按实收资金编制收入凭证以及预开收款票据的

冲销分录，附上“票据借用单”存根联。出纳根据记账凭证分录及“票据借用

单”存根联的冲销记录，将原开具的发票记账联附在记账凭证上，同时在发票

存根联上注明收入凭证的日期、号码。对于无预开票据科目的收入，则由出纳

现场开出票据。未落实收款项目或收款金额与预开票据金额不符的款项，会

计一般不得列作收入，应列收暂存类科目，待查明原因后再作会计处理。

（4）当预开的收款票据因质量保证金等原因未足额收到账款时，会计应

根据合同约定，编制部分到款的收入凭证和预开收款票据的部分冲销分录，

在“票据借用单”存根联上注明部分冲销的日期、记账凭证号、金额、结欠数

等，以备日后查验。

（5）若预开的收款票据因各种原因未收到账款而退回时，会计应编制收

款票据退回冲销凭证，附上“票据借用单”存根联。出纳根据记账凭证分录，将

退回未收到款的原发票联粘贴回原处，同时将各联盖上“作废”戳记。

5. 预开收款票据的其他处理。

（1）会计在编制收入到账凭证时，应在会

计系统中查询未核销预借票据情况，按照

60901科目（不带科室三级科目）、金额和摘要

中项目负责人姓名检索。未查到的，向经办人

核实后，确认未预借票据的，方可直接列收，

出纳再据此开出收款票据。

（2）预开票据后因特殊情况到款且必须

列作收入时，会计不得在尚未足额到款的记

账凭证上附“票据借用单”存根联，而应在记

账凭证上注明原票据借用凭证的日期、号码，

并在“票据借用单”存根联上作冲销记录。票

款结清时，会计在记账凭证上附“票据借用

单”存根联，出纳根据所附“票据借用单”存根

联的冲销记录，附上原预开发票的记账联。

（3）原已向企业开出发票，但因对方单位

预留质保金等项目尾款而造成部分到款的，

可根据合同（协议）或对方单位财务证明办理

项目收入。若对方单位到期归还质保金等项

目尾款而要求学校必须另提供收款收据才能

付款时，则应由对方单位财务出具原已开发

票的事项、金额以及要求学校再开收款收据

的说明，经会计主管同意后，方可按照预开收

款票据程序再开出地方税务统一收款收据，

并在收据上注明“此系原已开发票收回质保

金（或尾款）收据”。尾款到账时，会计应冲销

上述两笔票据记录；出纳根据所附两次“票据

借用单”存根联的冲销记录，将原两张预开的

票据记账联同时附在记账凭证上。

四、预开收款票据纳入会计核算的优点

第一，在业务处理方法上，使原来仅通过

出纳处理的票据领用改为纳入会计核算流

程，有利于发挥会计系统的监控作用。

第二，避免了出纳误开或重开收款票据

的差错，减少了开出票据造成资金流失的风险。

第三，通过会计电算化系统实时核算预开

票据和收款票据，可以随时在会计核算系统

中检索预开票据的单位、项目、经办人，以及

开票金额、到款金额和欠款金额，使得票据的

查询、清理更加简便。

第四，通过会计电算化系统核算预开收款

票据，可克服手工录入上网催收的缺陷，由计

算机定时自动发布，可及时更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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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借票人存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