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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报高校发展财务报表的必要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高校作为特殊的事业单位，与社会

上的经济组织基本上没有联系，其教学资金主要依靠国家财

政拨款，财务管理自成体系，会计科目设置和核算方法比较独

特，会计报表主要服务于主管财政部门，其会计信息与社会各

界没有关系，因而其会计账目和报表都不易被外界所解读，即

便是商业银行的专业人员一般也不易厘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高校的办学规模越来越

大，用于教学的资金来源也日益多元化，与社会的联系也越来

越紧密，社会各界了解高校财务信息的愿望不断增强。因此在

不改变高校现行会计报表体系的情况下，增加编报高校发展

财务报表，以增加财务状况信息的透明度，满足各有关方对高

校评估的需要，并使政府主管部门及高校管理当局获取更有

效的管理信息，已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特就

高校发展财务报表的架构谈些看法。

二、高校发展财务报表的设计原则

高校发展财务报表作为学校正常财务报表的补充报表，

主要服务于社会各有关利益方和学校的管理层，其设计应体

现以下两条原则：

1. 明晰性。项目设置应简明、通透、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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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等院校与社会联系的加强，社会各有关方也需要了解高校的财务状况，因此在不改变高校现有会计报

表体系的情况下，应增加编报高校发展财务报表。本文认为，高校发展财务报表的项目设计应简明、通透、一目了然，报表数

据要求实事求是，保证合理，报表应包括资金筹措、资金使用去向、资产资源、发展积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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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安全费用开支范围与高危行业企业生产日常开支有

极大的相似之处，企业可以利用“长期应付款”和生产成本的

关系，调节企业利润，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盂形成固定资产

时，折旧费用一次冲减“长期应付款”，导致企业资产被严重低

估（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是 0），不符合配比原则。

三种安全生产费用会计处理的第二、三种方法中，计提的

安全生产费用由原来的记入“长期应付款”负债性质的科目变

为记入“专项储备”所有者权益性质的账户。相比而言，所有者

权益账户比负债类的账户更加有说服力。因为负债是指“由过

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导致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的现

实义务”，其中企业的安全生产费用的计提并不是由过去的交

易或事项形成的，它只是对未来发生情况提前做出的预警。方

法二、三中会计处理的主要区别是：企业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

是税前扣除还是税后计提，以及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是否是

一次性计入累计折旧的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安

全生产费用的税前计提，有利于企业更加积极地计提相关的

费用，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税收，但有利于高危行业

企业更加安全地生产；固定资产的一次性计提折旧，会导致其

账面净值变为 0，使企业资产在账面上被少计，这不但不利于

固定资产的管理，而且容易为其疏于管理提供借口。

三、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核算的改进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高危行业企业的安全生产费

用可以在方法三的基础上做出以下改进：

1. 固定资产折旧应该分期计提，可以采用直线摊销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工作量法等计提折旧，使费用

可和使用期限更好地匹配，使资产计量更加精确。

2. 税法规定从 2009年 1月 1日起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

可以抵扣，根据税法这一规定，企业可以用安全生产费用购买

固定资产，这样就能获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好处。

做上述改进后，上例 2010年的账务处理应为：

（1）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借：制造费用 2 000 000元；贷：

专项储备 2 000 000元。

（2）添置安全防护设施费用：借：固定资产 427 350.43元

［500 000衣（1+17%）］，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72 649.57元；贷：银行存款 500 000元。

（3）计提折旧：借：专项储备 8 333.33 元［500 000衣（5伊

12）］；贷：累计折旧 8 333.33元。

（4）发生费用性支出：借：专项储备 500 000元；贷：银行

存款 50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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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理性。发展财务报表作为管理会计报表，栏目框架

构建要从财务实际出发，保证合理。

发展财务报表科目分类应以会计科目为基础，不要求严

格地一一对应，以简洁、明了不影响使用效果为前提。考虑到

报表有些数据在会计账簿和主体报表中能直接获取，而有些

报表数据则需要对会计数字重新整合调整后才能得到，且在

数据整合的过程中，还需要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因而除保

持报表数据整体的勾稽关系外，个别数据不一定要求做到绝

对准确，但要保证合理。

三、高校发展财务报表的组成

高校发展财务报表应包括资金筹措、资金使用去向、资产

资源、发展积累等几方面的内容，具体见右表。

1. 资金筹措。资金筹措包括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科研经

费、代管经费、往来账净余额、银行贷款等。

事业收入包括：学费收入、住宿费收入、联合办学收入、二

级学院收入、科研开发收入、经营性收入、租赁收入、校办企业

上交收入、捐赠收入、其他收入等。

财政拨款收入应包括一般收入与专项收入。

2. 资金使用去向。资金使用去向包括运行支出和发展支

出两部分。

（1）运行支出。运行支出包括工资性支出、离退休人员支

出、助学金支出、水电支出、保洁支出、修缮支出、办公费支出、

差旅费支出、交通费支出、业务费支出、其他支出等。

（2）发展支出。发展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大型改造支

出、环境美化支出、实验室建设支出、设备图书购置支出、科研

费用支出、绩效工资支出、创新性支出、其他支出等。

为了便于分析对比，支出部分应列示出相应的资金来源。

资金使用去向的运行支出和发展支出的资金来源应遵循

以下顺序：运行支出应首先使用一般财政拨款，然后再使用事

业收入补充；发展支出应首先使用事业收入、专项财政拨款及

科研经费，然后再挖掘内部潜力和隐形债务资金，最后再动用

银行贷款配套进行补充。

内部隐形债务资金指账面沉淀的应支付而未支付或者根

本无法支付出去的欠账而形成的呆账资金。这种内部隐形债

务在账面上一般反映在“其他应付款”科目。

3. 资产资源。资产资源包括：土地、房屋建筑物、专用设

备、一般设备、银行存款等。资产资源增加既可能是当年收入

购置形成的，也可能是动用往年结余支出形成的，还可能是依

靠贷款或其他沉淀资金购置形成的。

4. 发展积累。广义的发展积累是指发展性支出所形成的

有形及无形资产资源。高校发展财务报表中的发展积累主要

指有形自我发展积累。为了分析、理清高校自我发展积累的来

源，需要引入结余、资产净增额、贷款配套、隐形债务等指标。

贷款配套是指贷款实际支付数量。有形自我发展积累进了当

年结余无法包含的运行支出或发展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增量，

较为准确地体现了高校的自我发展积累能力。

四、高校发展财务报表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高校发展财务报表应体现以下三个恒等式：

1. 一般结余=财政一般拨款+事业收入-运行支出。

2. 专项结余=财政专项拨款+科研经费-发展支出。

3. 有形自我发展积累=资产增加-贷款配套-隐形债务。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预字咱1997暂288号袁1997-

12-31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2006

资金筹措

一尧财政拨款

1尧一般拨款

2尧专项拨款

二尧科研经费

三尧事业收入

1援学费收入

2援住宿费收入

3援联合办学收入

4援二级学院收入

5援经营收入

6援租赁收入

7援校办企业上交
收入

8援捐赠收入

9其他收入

四尧代管经费

五尧往来账净余额

六尧银行贷款

合计

资产资源

一尧土地

二尧房屋建筑物

三尧一般设备

四尧专用设备

五尧银行存款

合计

发展指标

一尧一般结余

1.本年

2.累计

二尧专项结余

1.本年

2.累计

三尧资产增加

1.本年

2.累计

四尧贷款配套

1.本年

2.累计

五尧隐形债务

1.本年

2.累计

六尧有形自我
发展积累

1.本年

2.累计

资金使用去向

一尧运行支出

1援工资性支出

2援助学金支出

3援离退休人员支出

4援水电费支出

5援保洁支出

6援一般修缮支出

7援办公费支出

8援差旅费支出

9援交通费支出

10援业务费支出

11援其他支出

以上支出对应来源资金

1.一般财政拨款

2.事业收入

3.隐形债务

二尧发展支出

1援基本建设支出

2援大型改造支出

3援环境建设支出

4援实验室建设支出

5援设备图书购置支出

6援科研费用支出

7援绩效工资支出

8援创新性支出

9援其他支出

以上支出对应资金来源

1.一般财政拨款

2.专项拨款

3.科研经费

4.事业收入

5.贷款配套

6.隐形债务

合计

说明院淤资金使用去向的合计数不包括对应资金来源数遥

于发展指标不用填列合计数遥

高校发展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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