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新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行政事业单位也已经适应了新会计制度下的会计处

理工作。本文就政府会计制度会计核算的主要变化来分析、探索会计处理工作的

关键点及注意事项,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处理,实现政府会计制度准确执行

到位。

政府会计制度的颁布实施是为了统一规范政府会计工作体系，提高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政府会计制度重塑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模式，重构

了会计处理流程。只有做好政府会计制度下会计处理的分析与探索，才能确保账

务处理符合会计制度要求，真实反映单位的会计信息。

一、政府会计制度下会计处理的主要关注事项

鉴于政府会计制度中从会计核算模式、计量基础及会计报告模式均有了变化

和更高的要求，对单位的会计处理和具体核算工作也会带来流程变化，尤其是新

增加的内容需要作为主要关注事项。下面主要从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报表构成要

素分别对相关会计处理关键点进行分析。

1. 资产业务会计处理的关键事项

政府会计制度实施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的平行记账，对于会计处理影响较大

的就是财务会计相关账务处理要求的变动，需要行政事业单位核算时给予重点关

注。

(1）有关资产减值损失的核算和处理。新政府会计制度为了更公允地反映资

产的实际价值，引入了资产减值损失核算规定，主要是针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款，要求单位按期进行价值评估并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固定资产没有硬性要求。

因此，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加强对应收款项的核算和管理，做到分笔核算和明细情

况登记，并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坏账的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2）资产核算的范围有了调整扩大和细化，会计处理需要紧跟变化，反映业

务实质和明细情况。一方面是对于资产的定义遵循控制权转移的界定标准，这样

就使得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基础设施、储备物资等纳入资产核算范围，提高了资

产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是对于存货核算要求更加细化，新制度中存货核算不再是

简单地记账，而是要求在进行会计处理时根据分类细化处理，制度中对存货按照



一定规则分为库存物品、在途物资、工程物资和加工物品四类，通过分类细化核

算有利于后续的存货管理。

(3）细化了长期投资科目及会计处理。根据政府会计制度，单位需要将长期

投资分为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分开核算，而且会计处理与企业会计准则中长期股

权投资权益法的处理方法一致，更好地反映行政事业单位长期投资实际变动情况。

(4）有关资产折旧计提或摊销的处理。因为新政府会计制度要求行政事业单

位应当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计提折旧或摊销，可以选择计提方法，一经选定不

能随意变更，这也是权责发生制的一个体现，所以单位需要按期做好资产折旧计

提或摊销工作。而且由于之前对于计提折旧没有强制性要求，所以未计提折旧的

单位还需要进行补提的会计处理，真实反映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5）基建项目并账核算，不再单独建账进行会计处理。政府会计制度下，要

求单位设立在建工程科目用于核算基建项目，使得单位报表中反映的资产更全面。

同时还要求单位要对之前单独建账的基建项目进行并账处理，已经决算的要进行

追溯调整会计处理。

2. 负债业务会计处理的关键事项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的内容变化，有关负债业务的核算和会计处理变动不多，

需要特别关注的事项主要是新增预计负债科目，除了确认现实义务外，对于单位

潜在的可能承担的义务也要确认。政府会计制度中首次将预计负债引入会计核算

体系，对于其会计处理即应该何时确认预计负债、确认金额多少等均有了明确要

求，给予了会计处理明确指导。预计负债的引入可以更加真实反映单位所承担负

债义务的全面性。

3. 费用相关会计处理的关键事项

为了更全面、细化地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费用情况，政府会计制度在费用列

支会计处理也更加规范。

(1）细化了行政事业单位费用核算。新会计制度中新添了预提费用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等会计科目，从而使得行政事业单位费用核算更加全面明晰，也便

于开展费用管理，相关会计处理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真实反映单位在一个会



计期间的费用支出情况。此外，制度中还明确了行政事业单位日常活动如公务出

差等费用的具体处理规则，要求单位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费用的会计处理。

(2）增加研发费用会计核算。新制度中也增加了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对于

开展的研发活动要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分别进行费用支出的归集和账务处理，

然后有选择性地进行费用化或资本化会计处理。

4. 净资产相关会计处理关注点

政府会计制度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同时开展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而且两种会

计核算均会对净资产产生影响并且存在关联钩稽关系，因此对于净资产的会计处

理需要特别关注。

(1）在预算会计中对于净资产分类更加明细。在政府会计制度中净资产的分

类更明确，如累计盈余、专用基金、无偿调拨净资产等，并相应地设立了会计科

目以确保会计核算的分门别类，也促进了行政事业单位净资产来源和用途的明细

化核算，净资产是财政拨入还是其他途径来源，资产管理更加清晰明了。

(2）有关净资产的核算更全面准确。新政府会计制度中的会计处理规定便于

行政事业单位通过会计处理充分了解资产的增减变动，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和使

用价值。对于专用基金的会计处理有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从专用基金的提取、

设置及使用在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的会计处理均进行了明确。

二、政府会计制度下加强会计处理的工作建议

1. 以新要求为起点，强化单位会计核算

一方面，加强对政府会计制度的学习和研究。要确保会计处理的正确性，不

能对相关核算知识止步于了解，而是要深入透彻研究，掌握每个会计处理的要点

和细节，特别是对于新增和有所变化及调整的会计处理内容更要多加研究，避免

因理解出现偏差或细节研究不透彻而导致会计处理错误，影响单位会计数据质量。

另一方面，重点加强对财务会计处理的重视和关注。政府会计制度下会计处

理变得更加复杂，大部分是因为财务会计处理工作的增加以及一些新增的与企业

会计准则接轨的核算要求。因而要充分理解并掌握财务会计处理中的权责发生制

计量基础，深化对财务会计处理的研究和分析，从实务中加强相关知识的理解和



运用，做好资产折旧计提或摊销、坏账计提准备、公允价值计量、费用核算等工

作，确保会计核算的准确性。

2. 做好财务系统的升级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政府会计制度下由于权责发生制的使用以及会计核算更具全面性和明细化，

增加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处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会计账务处理工作量也较之前有

了大幅增加，因而不仅需要根据会计核算处理流程的变化来调整升级财务系统，

同时还需要通过信息化建设来提升会计工作效率和准确度。所以，在政府会计制

度下行政事业单位一方面需要加强财务系统和会计信息化建设，根据最新会计处

理流程来改造财务系统，确保其账务处理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不断完善信息系统

功能模块，实现会计账务处理的自动化和系统化，减少人工作业量进而减少人力

成本，同时提升会计核算工作的精确。另外，鉴于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之间的衔

接钩稽关系，行政事业单位也应该运用财务信息系统实现自动校验功能，在系统

中设定好两类会计之间某些会计科目的钩稽关系，以便及时发现会计处理的不当

之处，提高核算的精准性。

3. 明确会计定位，做好会计人员的培养和培训

政府会计制度下会计处理的复杂和专业程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体系是一

项不小的挑战，需要单位会计人员转变原有的工作思维，重新接纳新的会计核算

和处理流程及工作要求。因此，单位首先应该明确新制度下会计工作的定位，并

构建合适的会计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核定会计岗位需求和职能，包括人员数量

和专业知识水平要求。然后选择合适的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处理工作，并针对会计

人员进行系统化培训，尤其是关于政府会计制度中的变化之处和新增内容，持续

提升单位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知识，确保单位会计处理工作专业、准确、

高效。

三、结语

政府会计制度给会计处理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权责发生制计量

基础的扩大使用，还是基建项目的并账以及新增核算内容，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目标，推动单位



会计信息质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需要从工作实务出发，深入研究政府会计制度

中有关会计处理的规定和要求，并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不断强化单位的会计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