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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党中

央、国务院将教育放到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立了科教兴国的

战略方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党的

十五大以来，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高等教育

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打破

了原来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增强了教育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国家在加大对高等教育投

入的同时，基本确立了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高等教育办学规

模迅速扩大，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系统阐

述了教育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的战略地位以及目标、
任务及要求，明确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
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地

位。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

深化，高等教育正从原来政府直接管理的办学模式转变为政府宏

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模式，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得

以确立，办学活力显著增强。在此条件下，高校财务会计工作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筹资渠道多样化，学校发展和日常运作的开支更加

广泛而复杂，对核算工作的透明度和决策有用性要求更高，因而，
财会工作正在从过去记账、报账的核算型向参与学校内部管理和

决策的管理型过渡。管理会计是现代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现

代管理科学为理论基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 目 的，采 用 特 定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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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未来经济活动进行预测、决策、规划和控制的管理信息系统，
是适应各类组织加强内部管理、开展科学决策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我们跨入新世纪，实现新目标之际，谢家启同志的《高等学

校管理会计研究》一书完稿付梓了。我认为，他的这一研究具有重

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高等学校管理会计问题，从典型的

非营利组织的高等学校角度，探讨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特点、基本

体系和主要内容，填补了非营利组织管理会计这一理论空白，丰富

和发展了高等学校会计理论；研究高等学校管理会计问题，运用科

学规划、全面预算、责任会计等一系列方法，为高等学校领导和各

层次的管理者提供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管理信息，必定会促进

高等学校管理科学化，改善和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
谢家启同志对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研究进行了大量工作，我

认为他在以下几方面作出了可喜的理论创新：
（１）论证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必要性。本书通过对管理会计产

生的历史背景和作用的透视，在分析高等学校体制环境和事业发

展的内在需要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概念。书

中深刻地阐述了管理会计虽然起源于企业，但绝不是企业的专利，
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等学校也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之分，从而

解决了高校要不要管理会计这个长期困扰人们的认识问题。
（２）初步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本书系统地论述

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基本假设、会计对象、会计原则、会计

方法，初步设计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理论框架。这在国内外尚不

多见。
（３）阐述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方法。本书结合

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阐述了规划会计、控制会计、责任会计等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方法。这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工

作不仅有普遍的指导作用，而且有很强的实 用 价 值，具 有 可 操 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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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导 言

． 研究主题和背景

管理会计是现代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现代管理科学为

理论基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采用特定的方法，对未来经济

活动进行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分析、评价、考核的管理信息系

统。美国早在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把企业会计正式分为“财务会

计”和“管理会计”两大领域。到了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管理会计风靡

世界，并被认为是企业管理部门的得力助手，也是高等学校教学和

科研的热门课题。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期开始，我国会计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对

西方管理会计进行大量的引进工作。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和中期，
我国会计学界对西方管理会计在我国应用的意义进行了广泛而热

烈的讨论，大量论文散见于当时多种刊物，与国外会计学界有关管

理会计问题的交流也广泛地开展。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的会

计改革进入深化阶段。财务会计方面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准则来

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管理会计方面则更加注重基本理论和

学科体系的研究以及推广应用工作。我国会计理论界对管理会计

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引进和介绍西方管理会计最新研究成果和

最新发展动态的同时，对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的应用进

行探讨，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从而促进

了管理会计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量本利分析、责任会计

在大中型企业的实施卓有成效；变动成本、零基预算、净现值法等

管理会计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应用，这不仅给企业管理带来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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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落实，大部分院校甚至根本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制；再次是

高等学校财会人员的素质差距，表现在工作重点及观念上都尚未

实现从“算账报账型”到“经营管理型”的转变。正是这种状况为本

书提供了研究空间。

． 研究目的和意义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是现代会计的两大分支。管理会计虽然

起源于企业，但绝不是企业的专利。不仅企业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

计之分，高等学校也有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之分。然而，高等学校

是典型的非营利组织，它具有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的明确

特征。因此，高等学校的管理会计研究，必须结合高等学校的实际，
充分考虑高等学校的特点。基于上述这一基本认识，笔者认为“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研究”这一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第一，在理论

上着重分析论证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结构，在对高等学校管

理会计特殊性及规律性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

学校管理会计体系。第二，在实务上立足于分析高等学校管理会计

的运行机制，阐述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推动和促进管理

会计在高校中的应用与推广。第三，在实践上服务于高等学校内部

管理的科学化，为高等学校管理者强化内部管理，进行科学的预测

和决策与控制提供有效的管理信息，从而为提高高等学校办学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服务。
本书所研究的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属于会计学的一个重要理

论领域。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是因为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

重要分支，尽管已经为国内外会计学界所公认，并且在经济管理活

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国内对高等学校管理会计

的理论、方法和内容的研究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开展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研究，不仅涉及到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典型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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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组织需不需要管理会计，或者说有没有管理会计，如果有，其

理论结构又是怎样的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而且还涉及如何高效利

用高等学校的各种办学资源、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重要实践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不断深化、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今天，研究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

意义。
首先，从会计研究的 理 论 价 值 看，研 究 高 等 学 校 管 理 会 计 课

题，主要是从典型的非营利组织角度来研究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

特点、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这可以填补非营利组织管理会计的理

论空白，丰富和发展管理会计理论和高等学校管理理论。
其次，从高校管理的实践意义看，研究高等学校管理会计这一

课题，可以运用科学规划、全面预算、责任会计等一系列方法，为高

等学校管理者提供科学有效的管理信息，从而改善和提高高等学

校的办学效益。

． 研究过程和方法

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笔者一直从事高等学校的财务与会计实务管

理工作。１９９８年主持申请了浙江省教委科研课题《高等学校管理

会计研究》，并得到了资助。此后，围绕与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密切相

关的问题，笔者有针对性地加强了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

有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高等学校内部会计制度设计、高等学校

教育成本的管理与核算、高等学校的经济责任制、合并高校的财务

与会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本书以常规性的会计学研究方法为主，运用系统理论、组织行

为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原理，采用规范

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并借鉴西方经济学和管理会计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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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方

法和实务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研究中，本书注重以下研究方法：
（１）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既定的体制背景下，对高

等 学校管理会计现状进行了分析，即着眼于“实际上是怎样的”研

究，并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变革的

目标模式出发，提出了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

理论结构，以及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即对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应该是怎样的”提出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
（２）系统研究和重点分析相结合。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研究的内

容十分丰富和广泛，本课题的研究并不企求面面俱到，而是在注重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体系整体性的同时，着重研究最能体现高等学

校管理会计特色的部分，即围绕高等学校的特点，重点分析和阐述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以达到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体系之目的。
（３）理论研究和实务分析相结合。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研究既是

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务问题，只有将理论研究与实务分析结

合起来，研究成果才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本书的理论研究主

要是通过对大量中外文献的阅读、分析和综合，归纳概括出高等学

校管理会计研究的基本思路；本书的实务分析，主要是通过参加有

关会议、与高等学校财会工作者座谈咨询，以 及 其 他 调 查 研 究 方

法，对高等学校的会计现状和会计实务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高等

学校会计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构建高等学校管

理会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分析的基础上，阐明

高等学校的特征，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阐述高等学

校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高等学校管理会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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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思路和结构

本书对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研究，主要解决以下基本理论问

题，即管理会计的产生和作用，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要实现对上述问题的确切把握，就必

须从研究管理会计的功能开始。本书运用系统理论、组织行为理论

以及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原理，采用规范研究与

实证分析相结合、系统研究与重点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实务分

析相结合等一系列方法，顺着管理会计的功能→高等学校管理会

计产生的客观必然性→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高等学校

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特殊问题→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运行的环境和条件这一基本思路逐步展开。
本书除导言外包括以下五部分：
第一部分（第 ２章），主要阐述了管理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背景和客观条件；分析了管理会计的特点和作用；论述了管理会计

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阐明了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第 ３、４章），主要分析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产生的

客观必然性；阐明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含义、作用和特点；提出

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总体架构；论述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理

论结构，从而建立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这一部分是全

书的理论核心。
第三部分（第 ５、６、７章），着重论述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主

要内容，包括规划会计即高等学校的预测和决策分析，控制会计即

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责任会计即高等学校的责任中心和内部控

制等。这一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是联结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

桥梁。
第四部分（第 ８、９章），重点探讨了社会普遍关心的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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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问题和合并高校的财务合并及会计信息两大问题；提出

了建立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高等学校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框架；
阐明了合并高校财务合并及其会计信息系统的可操作 的 具 体 思

路。
第五部分（第 １０章），作为全书的结尾，与前三个部分（二、三、

四部分）相呼应。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高等学校的产权问题；分析

了高等学校的委托代理关系；阐述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体制环

境和组织结构；指出经济责任制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运行的前提。
本部分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运行的环境

和条件，对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组织实施具有重要价值。

． 主要观点和内容

１．５．１ 管理会计和现代管理科学

管理会计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要求而产生、
发展并不断完善起来的。管理会计是现代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是

经济领域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

的结合体，充分体现了会计与管理的高度统一。它的形成和发展，
始终受到现代管理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本书着重分析了管理

会计与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会计、财务分析等相关学科的关

系，指出管理会计与这些相关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管理会计

的特点可以在与财务会计的比较中得到体现。管理会计的理论基

础是现代管理科学，包括系统理论、行为科学、信息经济学、代理理

论等。管理会计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期开始传入我国。我国的管

理会计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末为引进和消化阶段；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进入了探讨与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阶段。然而，对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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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则严重滞后。

１．５．２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崛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教育

体制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也在进行相应的改革。高等学校正

在逐步成为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的，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

事业法人实体，这使高等学校会计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高等学校会计进行了两次重大改

革。１９９７年以来的我国高等学校会计的第二次改革是规模大、内

容彻底的模式性变革。它标志着我国高等学校与传统会计制度完

全脱钩。高等学校作为典型的非营利性组织，具有五大明显的经济

特征。管理会计虽然起源于企业，但绝不是企业的专利，高等学校

会计也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在高

等学校管理中起着明显的作用，它全面提供管理信息，有利于高校

的经营决策，有利于严格实行绩效考核。高校管理会计是学校为主

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内部管理，区别于财务会计的另一

个重要分支。它具有既不同于财务会计，又区别于企业管理会计的

明显特点。

１．５．３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构建

在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体系时，应遵循总体性、前瞻性、现

实性、针对性等原则。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主要由管理会

计目标、基本假设、基本概念、会计对象、会计原则、基本方法等构

成。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是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体系的逻

辑起点。它是高校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是基本假设、会

计对象、会计概念、基本原则等其他理论要素的基础。高等学校管

理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向高等学校的管理者提供经营管理决策所需

要的管理信息，以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高校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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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务会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在财务会计基本假设的基础

上修订而得；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对象应是以学校内部管理工作

为范围，以规划与决策、控制与业绩考核为基本内容的管理活动；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概念的确认应能反映出高校管理会计的基本特

性和总体框架；管理会计原则是为实现管理会计目标所制定的规

范，企业管理会计的原则同样适用于高等学校管理会计。财务会计

是描述性的，管理会计的方法是分析性的。高等学校是非营利组

织，其产品也难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因此，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

方法与企业管理会计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１．５．４ 预测和决策分析

预测与决策分析对高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学校各项事

业发展、提高学校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具有重要意义。预

测分析可以为高校编制远景规划、全面预算以及为校内各单位经

费使用的控制目标提供依据；高等学校运用决策分析的技术方法，
确定资源的最佳配置与运用，可为学校获取最大的效益，避免事业

发展和经济活动的盲目性。高等学校预测和决策分析，应遵循可行

性、科学性、全局性、效益性、及时性等原则。现代决策是一个系统

的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的过程，它是人类长期决策实践的科学总

结。正确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素质，也与认识和遵循科学的

决策程度密切相关。高等学校预测方法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两大

类，定性预测主要有专家调查法和特尔菲法；定量预测主要有因果

分析法和趋势分析法。在实际预测时，应采用定量预测与定性预测

相结合的方法。高等学校决策的方法和技术主要包括确定情况下

的决策、风险情况下的决策和完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三种。

１．５．５ 全面预算

全面预算是学校规模和事业发展方向的综合反映，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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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对高等学校的事业发展有直接的重大影响。高

校的全面预算具有综合性、约束性、效益性和相对独立性等特征。
高校全面预算应遵循可靠性、完整性、合理性、激励性和公允性原

则。高等学校全面预算体系是由宗旨、目标、方针、政策、规则和程

序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内容则是

由纵横交叉的单位和项目预算组成。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内容十

分复杂，涉及面广泛，与此相适应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结合

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高等学校全面预算包括预算的编制、执行、控

制和报告等环节，在预算管理的各环节中，控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没有一个有效的预算控制系统，再好的预算也难以达到预期

的目的。设置和运用预算管理类科目，既可以保持财务会计核算体

系的完整，又有利于高等学校强化预算管理，及时提供执行情况，
从而更为有效地防止高等学校年度预算的失控。高等学校应该设

置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内在勾稽关系、自求平衡的预算管理账簿体

系，包括总账和明细账，专门用于核算与预算管理有关的业务。

１．５．６ 分权管理和责任会计

分权管理是组织发展的主要趋势。在分权管理条件下，应重视

协调各分权单位之间的关系，使各分权单位之间在工作和目标上

达成一致，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管理会计的主要功能在于利用会

计信息对各分权单位进行业绩计量、评价和考核，即将组织划分为

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中心，并建立以责任中心为主体的责任会计

制度。责任会计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学校运用

现代管理理论，把学校内部分成承担经济责任的责任单位，以责任

中心承担的责任目标为对象，对其执行过程进行核算和控制，并考

核评价各责任中心的工作业绩。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学校在实施责任会计时，必须选择恰当的责任会计核算模

式，责任会计核算模式有单轨制和双轨制之分。责任会计考核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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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责任执行情况表和责任报告。对责任中心除了量化的货币

化考核以外，还必须结合一定的定性或非货币化的考核。业绩报告

是责任会计提供信息的媒介，也是责任会计的工作成果。业绩报告

既要注意适时性和适用性，又要注意相关性和确切性。

１．５．７ 教育成本和会计信息系统

教育成本是学校管理者、投资者、政府部门、学生家庭以及社

会各方普遍关心的重要信息。教育成本是学校加强管理，提高教育

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依据；是政府部门制订学费标准，分配财政性

教育资金的重要依据；也是学校、政府、公民个人以及社会进行教

育投资的重要依据。建立基于成本核算的高等学校会计信息系统，
既是高等学校加强内部管理、合理有效利用办学资源的迫切要求，
也为政府部门统筹规划教育工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进行宏

观调控提供重要依据。现行高等学校的会计信息存在严重的缺陷，
它既不能满足学校加强教育成本管理的需要，也不能真实、完整地

反映学校的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高等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介

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为了实现高等学校

的会计目标，其提供的会计信息除了要符合会计的一般原则外，还

要考虑普通高等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特点。高等学校通常可

以通过资产负债表、收支情况表、现金流量表以及附表（教育成本

表、结余分配表等）、报表附注、补充资料等，提供尽可能满足共同

需要的、通用的会计信息。教育成本表是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综合信

息的载体，是使用者获取高等学校教育成本信息的主要渠道。高等

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高等学校的教育产品就是学校所提

供的高等教育服务，教育服务作为高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教育产

品，理应也是教育资源耗费的承担者。根据我国高等学校教育资源

耗费的特点，以及有利于加强对教育成本的管理和核算，可将高等

学校的教育成本费用划分为薪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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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业务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缮费、财务费用、其他费用等类别。
高等学校建立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会计核算体系，在会计科目的

设置上与现行会计制度相比有很大不同。应按权责发生制的要求

设置预提、摊销以及教育成本费用的分配和归集等科目，并调整收

入类科目和净资产类科目，使之与支出类科目相配比。高等学校教

育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包括：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核算期；设

置成本项目；设置成本科目和成本计算单；记录、归集和分配费用；
汇总计算各项教育成本；编制教育成本报表等。

１．５．８ 合并高校及财务合并

高校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高等学校合并组成一所高等

学校，由原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单位变成一个法人单位。高

校实质性合并的标志是办学主体、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发展规划

和学科建设的统一。学校主体由多变单、隶属关系由单变多、办学

规模扩大、管理层次增加、地域布局分散、管理空间扩大等等是合

并高校的特点。高校合并与财务合并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相互促进，学校合并的程度决定着财务合并的程度，学校合并

的模式决定着财务合并的模式；财务合并不仅是高校合并的重要

内容，也是高校合并的关键。为了保证财务合并积极、平稳、有效、
有序地推进，财务合并必须坚持整体性、全面性、发展性、有序性和

可行性原则，采取先维持后统一，逐步理顺、逐步完善的办法。从财

务清算到账务合并，从原有政策规章的清理到新体制的确立，必须

遵循一定的逻辑程序。高等学校合并中的财务合并，实际上是原各

校财务运行向合并后学校的财务运行转轨的过程，是新的财务管

理体制的确立过程，其内容包括全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合并

高校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业法人和财务报告主体，应建立与自身特

点相适应的统一的会计核算体系，做到科学规范、内容明确，结构

合理，层次清楚，为内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统一、完整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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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会计信息。

１．５．９ 产权关系、代理关系及经济责任制

产权关系是产权主体之间在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发

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是所有权的

四项权能，这些权能可以部分与所有者分离，并在分离后通过不同

组合，形成不同的产权。高等学校的产权一般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

方面，即整体法人财产权和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代理关系机制是现

代组织的核心和基础，现代组织实际上是一系列代理关系的集合

体。高等学校是承担了受托责任的高校教育产权的代理人。如何

占有和有效利用社会办学资源是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高等学校

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组织形式，其代理关系可分为两个结构层次，
一是学校资源提供者与学校管理者的代理关系；二是学校管理者

与学校内部各级管理者及教职员工个人的代理关系。高等学校代

理关系的两个层次与现代高等学校会计中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两个层次的信息系统相吻合。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模式，高等学校

内部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定了管理权力作用的方式。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求高等学校建

立和健全经济责任制，而科学有效的经济责任制是高等学校管理

会计运行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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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现代会计的重要分支

． 会计与管理

会计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要求而产生、发展

并不断完善起来的。尽管不同社会经济活动的水平与复杂程度不

同，但在经济活动中，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却是存在

于人类社会中一对永恒的矛盾。为了缓和并解决这一矛盾，人类在

经济活动中总是千方百计地力求以最少的劳动耗费来取得最优的

经济效益，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然而，经济效益

的提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

水平的提高，是人类社会走向进步和文明的两个“轮子”。
会计作为人类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和经济现象，它的产生

同经济管理密切相关。会计最初表现为人类对经济活动的计量与

记录行为。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

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

的程度不同”①。人类关心和计量、记录劳动成果思想的产生，关心

和计量、记录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一行为的发生，一

方面是由于人们参加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

们为维持生存和发展而管理生产、生活的需要。人类要管好经济活

动，除了要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以外，还必须了解与掌握经济活动

中的有关数量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信息。“会计是一个以

提 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②，我国古代的结绳记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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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刻记的出现就是会计产生的萌芽阶段。这些简单的计量与记录

行为，主要是计算劳动成果，为劳动成果的分配服务。随着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对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会

计也从生产经营过程的附带职能中逐步独立出来。随着过渡到商

品经济社会，为适应商品经济和贸易的需要，会计核算的内容、方

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会计技术也不断进步。然而，无论是采用

单式记账法，还是复式记账法，其记账算账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终

都是为了管好、用好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可见，原始会计

就包含有计算和管理的涵义。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主要采取了“企业”

这种组织形式进行生产与经营。随着商品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会

计也逐步从简单的记录、计量、比较所耗与所得的行为，发展成为

一门包括有完整的方法体系的会计学科。会计目的也从仅仅是对

财产记录、为财产的分配服务，发展到对经济活动的所得与所费进

行比较计算和反映经营活动的损益盈亏情况。然而，近现代以来的

传统会计，除通过定期编制财务报告，向企业外部有经济利害关系

的团体或个人，提供企业在报告编制日的财务状况和规定期间内

的经营成果的信息以外，企业管理当局也能利用账面资料和财务

报表数据，作为制订企业决策的方法依据。但是，无论如何传统会

计的重点是面向过去，它的基本职能是事后反映和监督。可见，传

统会计具有的那种潜在的管理职能，也只能是事后的、被动的，对

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缺乏积极、能动的作用。

． 管理会计和管理科学

管理会计是现代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产生于美国，是一门

新兴的边缘学科，是由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结合体。现

代会计是当代西方会计的新发展，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随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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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会计逐步从传统会计中派生

分离出来，其作用是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传统会计主要是以货币形式，运用复式记账原理，按照规定的

程序，对某一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记录、计量、分类整理，定期

编制反映一定期间经营情况的会计报表。进入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

来，由于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对会计 提 出 更 高 更 新 的 要

求，促进会计学科、会计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管理科学也渗透到

会计科学，使传统会计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为会计学科的发展开拓

了新的领域。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传统会计逐步发展成为财务会

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管理会计是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而

发展起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会计学科。它利用财务会计提供的会

计信息及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有关资料，运用数学、统计等方面

的一系列方法，通过整理、计算、对比、分析，主要向企业内部各级

管理人员提供用以经营决策、制定计划，指导和控制企业经营管理

信息的对内报告会计。“如果说财务会计是以提供财务会计报表为

中 心 的 会 计 观，那 么 管 理 会 计 就 是 以 经 营 管 理 为 中 心 的 会 计

观”①。管理会计主要包括规划与控制两大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

是通过确立目标、编制计划和确定计划实现的主要手段与方法，对

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筹划；后者主要是通过落实责

任，考核实绩和分析执行计划情况，对企业生 产 经 营 活 动 进 行 控

制。管理会计着眼于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如经营目标的确立、决

策的制定、预算的编制等，为企业管理者的生产经营规划和控制提

供信息服务。管理会计虽然也要对过去经营情况进行某些分析和

评价，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归纳说明过去，而是 为 了 有 效 地 筹 划 未

来。由于主要是为内部管理服务，管理会计没有固定的程式，既不

受任何统一的会计制度等法规的约束，也不受固有的会计程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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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惯例的制约。管理会计工作完全取决于企业管理者内部管理

的需要，完全服从于企业内部管理的特定要求。管理会计所使用的

方法也灵活多样，它可以使用多种计量单位，也 可 以 采 用 差 量 计

算、边际分析、现金流量分析等多种技术和方法。
管理会计学科充分体现了会计与管理的高度统一。管理会计

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受到现代管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的影响。“现

代管理科学许多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管理会计在理论上往往起

着奠基和指导的作用，而管理会计又不断吸收新的管理学科的专

门方法和技术，为现代会计科学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使它具有更加

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新的适应能力”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泰

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广泛推行，使先算后干的标准成本计算代替了

传统的“先干后算”的成本会计制度。“通常认为标准成本计算、预

算控制和差异分析都属于管理会计的萌芽和早期形式”②。行为科

学管理和数量管理的创立和运用，使“变动成本法”应运而生，并成

为现代管理会计中规划和控制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也使“弹性预

算”的办法代替了传统的“固定预算”。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和

８０年代发展起来的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信息经济学理

论以及代理理论，使会计与管理结合更加密 切，内 容 更 加 丰 富 多

彩，技术方法也日益先进，使管理会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

趋势③。

． 管理会计与相关学科

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有很强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因

此，必须首先弄清管理会计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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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主

要表现在，企业只有一个基本的会计信息系统，就是依照财务会计

框架建立的会计信息系统。管理会计为内部使用者提供管理信息，
也是尽可能运用财务会计系统所提供的资料，以财务会计资料为

基础，对其中的某些方面进行加工、改制和延伸，使它们能更有效

地服务于企业的内部管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主要在于

前者主要为内部使用者提供管理信息，发挥会计信息的管理职能；
后者主要为外部使用者提供财务信息，发挥会计信息的社会职能。
同时，为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管理会计还创立了自己所特有的理

论、方法、技术，提供面向未来为决策最优化服务的各种相关信息。

２．３．２ 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

为了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活动总是紧

密配合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是协同作战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
财务管理是一个综合的价值管理系统，而管理会计则是一个综合

的以价值为主的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本身不是一个信息系统，
它要有效地开展工作，除了利用好自身可以直接取得的财务信息

外，还得利用管理会计提供的相关信息。尽管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

在基本方法和基本作用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管理会

计与财务管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存在明显的区别。财

务管理学是研究如何筹集资金、运用资金和有效地管理各项资金

的科学。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财务管理的

首要职能就是解决企业的筹资问题，保证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资

金需求，实现资金良性循环和保值增值。财务管理的对象是财务活

动，具体表现为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耗费和回收过程，目的是

要有效地使用资金。管理会计学是研究企业经营预测、决策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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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面的科学。管理会计是一个管理信息系统，其工作性质是利

用信息、产生信息、传递信息、解释信息，为企业有关管理部门提供

经营所需的信息，是企业成功控制自己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因素。
管理会计的目的是寻求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有效预测、决策和控

制的方法和手段，它对财务管理工作起着深化和推动的作用，是企

业财务管理的有效手段。

２．３．３ 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内部使用者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以泰罗

的科学管理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是管理会计的

雏形。成本会计将成本的形成、积累与结转纳入复式簿记框架，实

现了成本会计记录与财务会计记录的有机结合。２０世纪初，作为

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的一部分，标准成本系统被引入到成本会计

之中，使成本会计从单纯计算发展到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相结合，
为挖掘降低成本潜力服务，大大扩展了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现代

意义上的管理会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同于标准成本系统，它侧

重于为管理的决策功能提供相关信息，着眼于利润的最大化。管理

会计是一种全局性的，以决策性会计为主体，为全面提高企业生产

经营效益服务的管理信息系统。

２．３．４ 管理会计与财务分析

管理会计与财务分析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作用相近，都是为

决策服务；对企业来说目标相近，都是为了企业的发展。但两者存

在明显的区别：一是职能不同。管理会计侧重于预测和决策，财务

分析侧重于分析和判断；二是服务对象不同。管理会计主要服务于

企业内部的决策和控制，财务分析服务于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所

有当事人；三是所受限制不同。管理会计可以不遵守有关核算原则

和法律，其核算方法可以根据企业实际需要确定，财务分析只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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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有关会计核算制度或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其使用数据报表

必须核算口径一致，遵循共同的原则。

． 管理会计的特点和作用

管理会计的实质，是会计与管理的直接结合。由于管理会计是

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企业管理循环的每一步骤，管理会计都要

有相应的步骤与它配合，从而形成管理会计循环。管理会计循环与

企业管理循环两者关系如图 ２．１所示。

图 ２．１ 企业管理循环与管理会计循环关系图

从企业管理循环来讲，①②⑤三个步骤属于计划决策范畴，③
④两个步骤属于控制范畴；从管理会计循环来讲，①②⑤三个步骤

称为决策会计，③④两个步骤则称为控制与责任会计。
管理会计是从传统会计体系中分离出来的，因而在某些方面

同财务会计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管理会计毕竟是为适应现代企

业管理的需要，在明显突破原有会计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

门相对独立的会计学科，故同财务会计又有许多明显的区别。管理

会计的特点可以在与财务会计的比较中得到体现，管理会计与财

务会计的主要区别见表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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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 服务于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

财务会计主要是通过定期会计报表，向企业外部关系人提供

企业某一时点和一定期间的资产、负债、净资产以及收入、支出、利

润等主要财务状况，其目的是使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外部关系人了

解和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并借以作出是否继续向企

业投资等决策；而管理会计则是运用一系列特定的理论概念和专

门的技术方法对各种可用的数据进行加工，主要是向企业内部管

理者提供从事经营管理所需的会计信息，以帮助他们正确地确定

经营目标、制定经营决策、编拟实施计划、控制业务活动，不断提高

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财务会计

称为“外部会计”，而将管理会计称为“内部会计”。

２．４．２ 着眼于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

财务会计主要是对企业已经发 生 的 经 济 业 务 进 行 历 史 性 描

述，通常并不需要也不可能解决尚未出现的经济问题。管理会计则

不然，它为了有效地服务于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就必须着眼于预

测未来，它所研究和解决的都是涉及企业未来经营管理的有关问

题，如目标的确立、决策的制定、预算的编制等等。为了有效地帮助

企业主管人员作出正确的经营管理决策，管理会计需要进行定量

分析和科学预测，并预测经济环境和企业条件的变化，提供多种经

营方案，供企业管理部门选择。可见，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着眼

点不同，财务会计着眼于对企业过去的生产经营过程进行总结，而

管理会计则着眼于对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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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不同特点

项 目 财 务 会 计 管 理 会 计

会计目标

通过记录已发生的经济业务

编 制 外 部 会 计 报 表，投 资 人

和债权人借以作出投资决策

搜集和加工计划与控制所需

的 会 计 数 据，提 供 企 业 经 营

管理决策使用的内部会计报

表

会计原则 全部会计原则
部 分 会 计 原 则，例 如 相 关 性

和可靠性原则

会计方法
遵守规定的会计准则和会计

制度，主要采用会计的方法

服从内部管理的需要，不受会计

准则和会计制度的限制，可以采

用会计的、统计的或数学的方

法，更多的是数理统计方法

会计时期
按 年 度、季 度 报 告 （过 去 时

期）

根 据 需 要 不 定 期 报 告（过 去

和未来时期）

会计报表
正 式 规 定 的 资 产 负 债 表、损

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等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报 表，不 同 计

划 方 案 分 析 报 表，种 类 和 格

式不拘

会计要求 数据必须准确和平衡
不 要 求 绝 对 精 确，能 为 决 策

所用

会计数据 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记录
既 需 要 历 史 会 计 数 据，也 需

要有关未来的会计数据

会计责任
财务会计报告是正式的对外

报告，具有法律责任

管理会计报告是内部分析报

告，不具有法律责任

２．４．３ 侧重于对企业下属部门的考核

财务会计提供的仅是概括性的企业财务数据。通常，投资人和

债权人并不需要掌握企业内部各业务部门的经营情况 和 经 营 成

果。管理会计则不同，它主要服务于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不仅需

要从整个企业角度分析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而且必须对各个所

属的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因此，管理会计输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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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通常是以责任中心为单位进行编制和提供的。因为

促进和协调各业务部门的工作，保证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是企业

内部管理的根本目的。

２．４．４ 运用灵活多样的核算方式

为了如实反映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真正取信于

企业外部关系人并切实保障其经济利益，财务会计的核算方式通

常是被正式规定的，从凭证、账簿到报表的提供，均有固定程式，所

采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亦受到会计原则的严格约束。管理会计则

不同，它所提供的报表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其内容亦不受会计制度

的严格约束。核算方法灵活多样、服务于管理人员的需要，不受会

计制度的限制，可以采用会计的、统计的和数学的方法，更多的是

数理统计方法。管理会计数据可粗可细，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求

近似值，能为决策所用。管理会计报告根据管理需要制定，不要求

定期编制。管理会计不单纯强调数据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而是更强

调数据的及时性、合理性和一致性。

． 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２．５．１ 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是由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组成的科学方法论的

基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属于新兴的横断科学即方法论科学，
是当代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

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沟

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对现代各个门类科学的发

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研究现代管理会计，也必须以系统理论为基础，运用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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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许多新的综合方法的概念来描述、分析其对象内在的及其

他相关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力求从整体上来解决其对象作为一

个系统所涉及的各种问题。这样，才能使现代管理会计的发展同现

代科学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创造性的科学方法

论的掌握和创造性的科学思想的运用，已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而

成为包括管理会计在内的任何科学研究中突破旧框框、取得创造

性成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系统理论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具体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按照

系统的整体性原则，从全局出发，综合地考察企业同外部经济环境

的适应关系，研究企业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并遵循

整体最优化原则，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计算工具进行定量分析，为

企业各级领导和管理部门制定最优经营决策，确定最优经营目标

提供基本的经济信息。最优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目标具体转化为企

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经营的全面预算，进而转化为各个责任中心

的责任预算。在预算过程中，为企业各级领导与管理部门传递有关

管理信息，使它们能借以不断发出指令，调节企业内部各个系统的

活动，控制其经营决策沿着预定的轨道卓有成效地进行，使其稳步

达到原定的最优化目标。

２．５．２ 行为科学

现代意义上的行为科学是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兴学科，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来研究人的各种行为的规律性，分析人产生各种行为的客

观原因和主观动机的一门学科。行为科学的核心观点是要重视人

的因素。任何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通过人来完成，人是企业的

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对人的管理和领导，以及充

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然而，人是

社会的人，是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有创造力的复合体。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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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生理的和物质的需要，而且有心理和精神

上的需要。因此，对人的管理，必须贯彻“人人是管理者，人人又是

被管理者”的原则，要按照人的行为特性及其发展规律加强对人的

思想管理，提高人的思维活动和心理承受能 力，发 挥 人 的 组 织 效

能，增强人的素质和创造力。可见，将行为科学的原理应用到企业

管 理 中 的 最 重 要 一 点，就 是 主 张 企 业 管 理 应 由 原 来 的 以“事”或

“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这是管理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行为科学被引进和应用于现代管理会计，现

已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其基本点是

强调现代管理会计的职能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职能，应把激励人们

的行为贯串始终。因为不通过人的行为、人的作用，它所提供的任

何信息都不足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实际效果。现代管理会计

要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十分重视其行为方面。这是

现代管理会计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现代管理会计应该以行为科学为基础。根据行为科学的原理，

管理会计人员在进行决策分析、制订标准和编制预算以前，必须深

入到职工中去调查研究，实行广泛的参与制，尽量让有关人员参与

各项有关责任目标的制订、分解以及措施的落实工作，让他们充分

理解管理会计提供信息的意义和用途。行为科学理论要求，企业各

项标准或目标的制订必须结合实际，充分考虑企业内外部条件和

情况，根据需要和可能，认真分析研究，把它们建立在平均先进定

额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标准和目标对职工的激励作

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求，企业应按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科

学的责任会计制度。在建立责任会计时，各级责任单位的负责人，
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以职工为中心，采用参与制的民主管理方式，
让职工参与责任预算的制订、分解、落实工作。在责任预算的执行

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职工的自我控制、自我管 理 能 力 和 主 观 能 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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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 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它

创始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期。它与传统的以研究物质资料为主的

工业时代的经济学不同，是以研究信息为主的信息时代经济学。信

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信息是一种经济产品或经济资源。它

认为在现代经济中，信息也是一种商品。一方面它是有实用价值

的，利用信息能够获得利益；另一方面，信息不是无偿的，获得信息

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而合乎逻辑地引申出信息价值和信息成

本的概念。在信息的形成和使用中，如果所得大于所费，即产生“正

价值”；相反，如果所得小于所费，则为“负价值”。任何一个有效的

管理系统所产生的信息价值必须是“正价值”。因此，把获取信息的

所得与所费进行比较、分析，就成为当前一切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

课题，并构成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信息经济学在现代管理会计中的应用起步较晚，直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才开始进行研究。譬如在预测分析和决策分析方面，
西 方许多专家学者为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数学模型，从而产生

了对大量信息的潜在需求，如哈佛大学卡普兰教授所著的《高级管

理会计》，就引进了非线性成本函数的增量模型以及模糊数学等方

面的内容，这种事实就是建立在“管理会计取得的信息是无需花费

什 么代价”，以及“各级管理人员都具有从事复杂的数学分析的知

识和本领”的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是根

本不能成立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建立、运行和维护需要大量的

投入，现代公司的特点是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经营多样、环境不确

定。管理现代公司不仅需要及时地采集大量环境信息，如政治的、
经济的和法律的等，及时地向环境传递有关本公司的信息，而且必

须通过信息沟通将本公司各个单位各个层次连接为一体，向着一

个共同的目标运行。其中数据信息的生产、使用、传递单凭人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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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成的，必须依靠现代计算机通信技术。可见，现代管理会计

信息的生产、使用和传递是有代价的。因此，现代管理会计的研究

也必须以信息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和指导，信息经济学特别是其中

关于信息经济性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完全可以运用于管理会计信

息的研究，管理会计在相应的范围内实际上也是信息经济学的研

究。

２．５．４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重视大约是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

代开始的，但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美国学者科

斯发表的题为《企业性质》的论文，科斯的产权理论是经济学“代理

人说”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石。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一批美国学

者沿着科斯提供的线索，既发展出经济学的代理理论，又为管理会

计引进和应用代理理论架起了桥梁。
代理理论的目标主要是在考虑受代理人自身利益的行为约束

下，寻求雇佣合同和信息系统的最优组合。通常，委托人总是希望

代理人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出发，作出正确的决策，以达到目标

利润的最大化。但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是代理人的目标，委托人和

代理人的立场往往不尽一致，因而双方的利害也不尽相同。因此，
代理理论的目标就是探索怎样建立一种合理、可行、科学的理论结

论，用来研究、分析、解释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动机，并在确认他

们的思想、观念、情感的基础上，协调双方的关系，并最终促使委托

人的效用最大化。
按经济学代理理论的观点，现代企业实质上是一系列代理关

系或一系列代理契约的集合体。委托人与代理人关系或契约关系

使得企业内部具有层级结构，即具有上下级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

者关系或决策者与决策执行者关系等等。在现代企业代理关系产

生、运行、解除过程中，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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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代理人有可能发生短期行为，甚至牺牲委托人利益以提高自

己的利益，委托人也有可能损害代理人的利益。为了理顺代理关

系，提高代理效益，就需要建立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运行机

制，以调动双方的积极性，促使委托人、代理人目标一致。其中重要

的一环是要构建委托人、代理人之间合理的信息通道，进行有效的

信息交流，及时沟通，排除摩擦和干扰因素。因此，经济学代理理论

与会计在一定范围内势必相互交叉，经济学代理理论的研究也包

括会计，其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引进到会计中来，在会计中应用。
通常，由于委托人是分散的并远离代理人，因而对代理人的努

力往往不能直接进行观察和监督，只能依靠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

资料，对代理人的业绩进行评价。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道德

危机”和“逆向选择”两大问题。所谓“道德危机”是指代理人按不同

于合同或制度规定的方式办事，产生不说真话和逃避责任的倾向。
例如，把某些失误归咎于偶然因素，或采用不 正 当 手 段 搞 虚 盈 实

亏。产生“道德危机”的原因，主要是委托人不能直接监督代理人的

努力或不能通过某些计量单位来准确推断代理人的努力，而代理

人方面则担心他们的努力得不到正确的评价。所谓“逆向选择”是

指代理人知道许多委托人不了解信息，所以选择对代理人有利、而

不利于甚至有害于委托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即使委托人能够直接

监督代理人在行动上所作的努力，但由于委托人不可能获得代理

人进行决策时所应用的全部信息，因而不能根据反映代理人业绩

的信息来判断代理人所作出的努力是否适当，是否逃避了责任，甚

至 还可能作出与事实相反的选择。可见，“道德危机”和“逆 向 选

择”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即代理人和委托人各自占有不同信息

量的结果。代理理论就是寻求解决这两类问题的方法，旨在探索一

种 合理、可行、科学的管理模式，从而使因“道德危机”和“逆 向 选

择”而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以提高工作效率。
代理理论认为，管理会计信息可分为“决策前信息”和“决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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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两大类。“决策前信息”是指为了作出决策所搜集的各种信

息，它主要用来改善委托人或代理人对未来采取决策的环境的事

前评估。“决策后信息”是指反映执行决策的行动和成果的信息，它

主要用来评价决策执行的绩效，以便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按合同

规定分配成果。可见，代理理论实际上是信息经济学的延伸，它是

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人的行为因素，进一步强调了“决策

前信息”和“决策后信息”的区别和作用，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对委

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影响，因而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的会

计系统中进行选择，并可能为造成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

原因提供解释。尽管代理理论所建立的数学模型目前还不能成为

解决管理会计理论问题的惟一方法，但它对管理会计研究确实是

一种潜在、有用的工具，特别是它在解决管理会计实践问题，如预

算的应用和差异的调查等方面，已经发挥了较大作用。

． 管理会计在我国

管理会计是 ２０世纪初伴随着泰罗所创造的科学管理而产生

的。美国早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由于生产和经济发展需要，就把企

业会计正式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领域。到了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管理会计风靡全世界，并被认为是企业管理部门的得力

助手，也是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热门课题。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

期开始，我国会计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对西方管理会计进行大量的

引进工作。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 ８０年代初，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根

据西方管理会计的教科书和有关资料进行翻译、整理和加工，编著

教材，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流行的管理会计内容。在 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会计学界对西方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借

鉴和应用意义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大量论文散见于当时多

种刊物，与国外会计学界的有关管理会计问题的国际交流也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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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国内许多企业的主管部门和基层财会人

员，为了更新知识、开阔眼界、提高业务水平，为了在复杂多变的竞

争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为了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自觉

或不自觉地开始应用管理会计的一些基本方法。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的会计改革进入深化阶段，财务会

计方面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准则来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管

理会计方面则更加注重基本理论和学科体系的研究以及推广应用

工作。我国会计理论界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主要

是在引进和介绍西方管理会计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的同

时，对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我国的应用进行积极的探讨，
从而促进了管理会计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量本利分析、
责任会计在大中型企业的实施卓有成效；变动成本、零基预算、净

现值法等管理会计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应用。这不仅给企业管理带

来 了 勃 勃 生 机，而 且 在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方 面，使 企 业 尝 到 了 甜 头。
１９９５年 １２月，由财政部发布的《会计改革与发展纲要》对发挥企

业会计的管理职能问题明确指出：“应当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发扬吸收职工群众参与

理财的传统，运用现代管理会计理论、方法和技术，建立起以责任

会计为主要形式的企业会计管理体系，做到目标明确、责任落实、
考核严格、奖惩分明。充分发挥会计预测、决策、核算、控制、分析和

考核功能”①。
从我国管理会计发展历程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２０世

纪 ７０年代末到 ８０年代末，为管理会计的引进和消化阶段；２０世

纪 ９０年代以来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联系我国国情，探讨和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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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上，国内外管理会计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一是西方

管理会计研究主要局限于企业，并认为管理会计是通过各种方法

来帮助领导部门作决策的具体工作与技术方法，没有理论问题；二

是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也偏重于具体方法，偏重于数学方法，追求

复杂的数学模型，实用价值不高，缺乏推广、应用的可行性；三是由

于各种原因，对非营利组织，如高等学校的管 理 会 计 研 究 严 重 滞

后，涉及甚少。高校管理会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借用、移

植企业管理会计的研究成果，而且主要局限于预算控制，对高校管

理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尚未涉及，对高校经济生活中的预测与决

策，规划与控制，分析、评价和考核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尚未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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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 高等学校会计环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教育体

制也在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提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

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

明确指出：“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

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

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权

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这显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争取在 ２０世纪

内或稍长一些时间，基本形成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职责分明，以

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经费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

责，以地方政府统筹为主，条块有机结合的体制框架。举办者、办学

者和管理者三者的关系是：举办者拥有高等教育机构的产权性管理

权，办学者拥有经营性管理权，管理者拥有宏观管理权。办学者为举

办者所聘用，并对举办者负责，办学者必须尊重举办者所制定的章

程，执行举办者依法作出的决策，并在举办者监督下办学；举办者必

须尊重办学者自主办学、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权力；管理者对高

等教育机构的管理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转变为综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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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立法、经济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宏观间接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不断深化，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其

核心在于科学地进行权限划分。然而，改革必须与经济、政治、科

技、文化等社会环境相适应，要有利于管理者职责分明、职能规范、
管理有序；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政府、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要有

利于高校增强活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建立科学的高等教育管理新

体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从

行政直接管理逐步转变为宏观调控的间接管理，高等学校的办学

体制和办学形式日益多样化，办学自主权也日渐扩大。特别是近十

年来，随着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确立，高等学校正在逐步成为具有自我发

展、自我约束能力、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事业法人实体，一个以政

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格局正在形成。同时，高校谋

求无限发展的要求与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促使其重视资金的

统筹规划和使用效益，这使整个高等学校会计的内外环境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主管高等教育业务和财会工作的教育

部和财政部，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改革过程中的高等学

校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先后就会计规章

制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高等学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两次

重大改革。为了适应国家宏观管理和高等学校微观管理的需要，于

１９８９年我国高等学校会计进行了第一次重大改革，实行了我国第

一部专门用于高等学校的会计制度，使高等学校会计从传统的行

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中分离出来，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会计，
使高等学校会计既对高等专业人才培育和科研活动过程中预算内

资金的领拨、使用及其结果进行反映控制，为汇总反映国家预算收

支的执行情况和分析考核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提供依据，同时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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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开展教育和科技有偿服务过程的预算外资金收入、成本

支出和收益分配进行反映与控制，为监督检查高级专门人才培育

和科研调节性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分析考核为社会有偿服务活动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依据，从而全面地反映与控制高级专

门人才培育和科研活动过程中的预算内外资金总运动，为提高高

等学校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服务。但是，这种人为地将资金

区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并分别设置会计科目进行核算的会计核

算体系实质上是以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 制 为 基 础

的。由于受传统会计管理的制约，该会计制度未能在全国各类高等

学校切实有效地执行，从而影响了高校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导致政

府难以以宏观调控方式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

． 高等学校会计改革

自 １９９７年 以 来，财 政 部 陆 续 制 定 颁 布 了《事 业 单 位 会 计 准

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等，从 １９９８年 １
月 １日起施行。这是事业单位会计的重大改革，也是高等学校会计

的第二次重大改革。

３．２．１ 高等学校会计改革的总体结构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作为政府的附

属机构，在经费上集中管理，统收统支。高等学校的会计也仅仅是

财政的“大统计员”、“大出纳员”，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向上级主管部

门报送报表。这种“报账型”的会计核算体系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形

势下高等学校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需要有新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办

法，以确保学校能以独立法人资格筹措和统筹安排使用各项办学

资金，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即要从过去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服务的“报账型”会计模式向目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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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经营管理型”会计模式过渡。这次高等学校会计改革的总

体结构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财政部以会计法为依据，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对会计

核算工作的要求，制定既符合我国事业单位实际，又尽可能与国际

会 计惯例接轨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使它成为统驭所有事业单

位会计行为的基本规范，借以保证会计信息 的 真 实 可 靠、相 互 可

比、易于理解、便于利用。
第二层次，财政部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要求和行业特

点制定了《科研单位会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小学会

计制度》等一系列新的事业单位行业会计制度。它们是为适应事业

单位各行业本身的实际情况和管理特色而制定的，使《事业单位会

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得以在各行业中具体实施和操作。
第三层次，各基层事业单位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本行

业会计制度的要求和规定，结合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设计制定本单

位会计事务处理的具体办法，即事业单位内部会计制度。

３．２．２ 高校会计改革总体目标和指导思想

这次事业会计制度改革既是对以往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研究

的一次系统总结，也是对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

确保会计制度的理论性、科学性、适用性和适当超前性，改革的总

体目标是：在系统总结我国事业单位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吸

收企业会计改革的成功经验，借鉴国际上非营利组织会计通行的

做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

规范的事业单位会计模式和运行机制，以利于促使事业单位加强

财务管理并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以利于提高事业单位

的资金使用效果，促进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作为事业单位会

计改革的组成部分，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改革必须符合事业单位

会计改革的总体目标。其指导思想是：根据事业单位会计改革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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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和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在系统总结我国高等学校会计制

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企业会计改革的成功做法和国外

高等学校会计惯例，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利于高

等学校发展、改革的新的会计核算体系。
根据以上会计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指导思想，高等学校会计制

度改革遵循了以下原则：
（１）以《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为依据，制定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这次预算会计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将事业单位会计与行政

单位会计分离，并制定符合国际公共惯例、适合我国事业单位实际

情况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作为基本会计准

则，仅对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会计要素确认、计量和会

计报告的编制等作了原则性的定义和说明。它是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设计和制定的依据。作为事业单位的高等学校，其会计制度的设

计 和制定也必须以《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为依据，即高等学校会计

制度中关于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会计核算要素的确认和计量、会

计报表格式及内容、有关会计名词的定义及概念、内涵、外延等均

必须与《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规定相一致。
（２）结合高等学校经济活动的实际，充分体现行业特点。与其

他单位相比，高等学校不仅规模大，数量多，所从事的教育、科研活

动各有其自身特殊规律和特点，而且无论是多渠道的经费来源，还

是多样化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方式，以及事业支出的形式和内容，均

有别于其他事业单位。为此，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的

行业会计制度。为充分体现高等学校会计的行业特点，新的高等学

校会计制度在会计科目设置、报表格式等方面，紧密结合高等学校

活动的规律和实际情况，使新制度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又具有较

强的可操作性。
（３）明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管理权限，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

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使用，便于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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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宏观调控，防止不同地方的高等学校或高校的不同部门执

行不同的会计制度，采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而造成会计信息的

不一致和不可比，这次高等学校的会计改革明确全国各高等学校

的会计制度统一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制定。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都必须执行新的高等学校会

计制度。
（４）充分吸取企业会计改革的成功做法，并借鉴国外高等学校

的会计惯例。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改革开放和加强国际交流的需要，
新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在总结我国高等学校会计核算基本经验和

突出高等学校特点的基础上，在会计政策的规定、会计方法的选择

以及会计报表的编制等方面，充分吸取了企业会计改革的成功做

法，并借鉴国外高校的会计惯例。

３．２．３ 高等学校会计改革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１９９７年以来的我国高等学校会计改革是一次规模

大、内容彻底的模式性变革，它标志着我国高等学校与传统会计制

度的完全脱钩，并尽可能同国际高等学校会计惯例接轨、协调，恢

复“会计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的本来面目。实践证明，它已经对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及其运行

机制的转换、强化高等学校资金使用效益观念，提高广大财会人员

的素质和知识水平，以及使我国高等学校会计管理体系走向国际

化、规范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次会计改革由于时间较短，考虑也不甚周密细致，因

而在《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

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疏漏。加之，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

制、高等学校的办学体制以及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尚在进一

步改革过程之中，如合并办学、联合办学、社会办学等各种新的办

学模式的不断涌现，高等学校内部机构改革、后勤社会化改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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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制度改革、学院制改革等各种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都在不断深化。
所有这些都将对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制度的内容和方法产生重大

影 响，需要根据今后实践的变化对已颁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和高等学校的行业会计制度进行修改、充实、完善和提高。如高等

学校会计核算基础的选择，是收付实现制还是权责发生制；又如如

何加强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核算和管理；如何进一步完善高等学

校的会计报告体系，真实、完整、全面地反映高等学校的整体财务

状况；如何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组织工作，规范二级单

位的核算行为等等。
可见，高等学校的会计改革“任重而道远”，还需要继续花大力

气紧紧跟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及高等教育体制和高等学校

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同时还要学习和借鉴管理会计的有用

经验，以促进高等学校会计改革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 高等学校与管理会计

３．３．１ 高等学校的特征

高等学校属于典型的事业单位，在西方也称非营利组织。非营

利组织，顾名思义，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关于非营利组织

的 特征，美国会计学会在《非营利组织会计实务委员会报告》中指

出：“通常区分营利与非营利的基础，就是有无营利的动机”，非营

利组织就其行为上的含义是：第一，无营利的动机；第二，无个人或

个别拥有组织的股权或所有权；第三，组织的权益不得任意出售或

交换；第四，通常都不可或被要求直接地或按比例地给予资金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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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赞助人以财务上的利益①。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财务

会计概念公告》第 ４号“非企业组织财务报告的目标”中，将非企业

组织即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特征归纳为：第一，大部分资财来源于资

财的供给者，他们不期望收回或借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第二，业

务运营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取利润或利润等同物而提供产品

或劳务；第三，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者权益及其出售、转让或赎回，
以凭借所有权在组织解体清算时分享一定份额的剩余资财。②

我国会计学界使用“事业单位”的称谓，所谓事业单位是指主要

以精神产品和各种劳务的形式，以实现社会效益为宗旨，向社会提供

生产性或生活性服务的单位。认为事业单位既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

政府和各个行政单位，并将事业单位的特征概括如下：第一，事业单位

一般不提供物质产品，有的单位虽然提供物质产品，它只是作为知识、
信息、技术的载体来提供的。然而，这些单位大都进行着创造价值的智

力劳动，向社会提供精神产品和劳务，它具有一定的生产性，是一种特

殊的生产部门。第二，事业单位进行业务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有的单

位虽然实行有偿服务，但往往并非足额补偿，社会效益是衡量其业绩

的基本标准。事业单位虽然以实现社会效益为宗旨，但却具有一定的

经营性，并要实行经济核算，其事业收入和事业支出大都与业务活动

相联系，这些单位可通过扩大服务规模，提高服务质量，实现增收节

支，争取改善自身的运营条件。第三，出资者不要求回报，不准备收回

资财，不具有明确的经济权益。③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作为典型的事业单位，具有事业单位的一

般特征，结合高等学校的实际，可将高等学校的特征概括如下：
（１）高等学校业务活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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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同物而提供产品和劳务。虽然，高等学校的业务收支有时也有

差额，但总体上不是以学校微观的经济效益而是以宏观的社会效

益为目的。
（２）高等学校组织业务活动所需的资财，全部或部分地来自政

府的预算拨款、单位事业收支结余以及接受捐赠等，政府和捐赠人

并不期望按期收回所提供的资财，也不约定按所提供资财的一定

比例获取经济上的利益。
（３）高等学校组织业务活动，通常借助于政府和捐赠人对使用

其所提供资财施加限制、单位预算约束等手段来进行管理控制，管

理人员具有遵从限制、执行预算的责任和义务。
（４）高等学校业务活动的业绩，通常不能像企业那样利用利润

指标来衡量、评价，也不像企业那样直接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它

的产品是高级专门人才和先进的科研成果，这些产品不但不能用

货币加以计量，而且也难以用其他方法加以确切量化。
（５）高等学校不存在可以出售、转让、赎买的所有者权益，即使

高等学校解体，资财提供者也没有分享剩余资产的明确的所有者

权益。
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即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产

业经营以及这一经营的结果，能给学校带来结余或者说“利润”，这

同高等学校的非营利性是不矛盾的。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把它们混

为一谈。高等学校的非营利性是就高等教育的性质而言的。通常，
高等学校是以谋求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会法人，高等学校的主要

任务和宗旨是为社会提供高级专门人才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任

何一个高等学校，不管它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

产品，都要计算收入和支出，都要进行经济核算，都要设法节约支

出，增加收入。经营得当，高等学校也是可以产生“利润”的。问题

的 关键是，高等学校经营之后所得的“利润”不同于企业经营之后

所得到的利润。企业的利润在扣除公积金、公益金等之后分配给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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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而高等学校作为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经营者所得的“利

润”，主要是作为发展教育的基金，不存在向投资者分配利润的问

题。这正是高等学校非营利性的体现。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设立

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改革开放，特别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高等学校为了缓和与

解决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纷纷发挥各自的优势，投资创办校

办产业，其目的是想通过校办产业创造的一部分利润来弥补教学

经费之不足。校办产业不仅涉及面广泛，而且它主要不是提供教育

产品或教育服务。绝大多数校办企业都经过法定程序取得了独立

法人资格，进行独立核算。学校与校办产业是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

间的关系。可见，高等学校投资创立校办产业并没有改变高等学校

的非营利性特征。
高等学校的特征，决定了高等学校会计的特有内容和特有方

法，对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工作实务产生重要影响，进行会计理论

研究和组织会计实务工作都必须重视和考虑这些特征，从而使会

计理论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使会计实务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

３．３．２ 管理会计与高等学校

管理会计作为为单位领导者和管理者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
是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管理科学认为，管理首先是决策，决策是领导者、管理者的首

要职能。而决策离不开信息，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就是正确地搜

集、加工和利用信息并作出决策的过程。可见，信息与决策、管理之

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管理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学科属

性 是信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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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进行最满意（可行）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①。
从本源上讲，管理会计是从早期的企业成本会计的基础上演

变而来的，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建立之根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
一方面在管理会计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成本会计，
把成本会计研究与实践中由注重核算的方面引向经营 控 制 的 方

面，并最终从管理控制的角度将成本会计方面的一些内容纳入管

理会计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到现代管理会计发展阶段，无论在

广度还是深度方面，管理会计都不同于 ２０世纪初所建立的标准成

本系统，它的发展已围绕着企业经营决策及强化内部控制这个中

心，逐步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及方法体系②。
从会计工作分工看，财务会计主要通过信息系统将相关财务会计

信息提供给企业外部的信息使用者，服务于社会各相关方面；管理会

计则通过信息系统将所产生的相关管理信息，提供给企业经营管理决

策者、执行者，在参与决策、参与经营管理中发挥直接作用。当然，在企

业经营与管理活动过程中，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既有明确的分工，也

必然会出现工作交叉的方面。分工决定着它们各自朝着专门化的方向

发展；而工作的交叉方面，既需要学术界在研究中加以重视处理，也需

要实际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加以协调处理。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是现代会计的两大分支。在理论上必须

明确不仅企业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之分，高等学校也有财务会

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分支，管理会计虽然起源于企业，但绝不是企业

的专利。正因为如此，西方政府非营利组织会计中也经常引用管理

会计的理论和方法。
到了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管理会计风靡全世界，并被公认为是企

业管理部门的得力助手。这个信息传到我国已是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末 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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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呼吁全国会计界今后一定要学习和借鉴西

方管理会计的有用经验，要求财政部部属高等财经院校的会计系

必须在 １９７８级本科毕业生以前开出这门课程，并以此作为会计教

学、改革的契机。在实际工作中，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我国许多主

管部门和基层企业的财会人员，对学习管理会计怀有极浓厚的兴

趣。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不少企业为了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

求生存、谋发展，为了保证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的贯彻执行，曾

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了管理会计的一些基本方法。
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校的办学形式、筹资渠道形成

了多样化、复杂化的格局，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方式、教学

质量、科学研究、对外服务等方面，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科研单

位之间、学校与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高等学校不仅要

注重社会效益，而且要讲求经济效益。以政府预算为中心，满足政

府预算报表为特征的高校财务会计制度，已无法满足高校内部管

理科学化的需要。高等学校必须运用现代会计理论和方法，研究高

校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近几年来，高校财会理论工

作者和实务工作者已开始重视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将管理

会计引入高等学校经济管理活动之中，在招生规模的预测、预算控

制、校办产业管理等方面运用了一些管理会计的方法，进行了有益

的探讨。
但就总体而言，作为事业单位的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研究和应

用严重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高校管理会计基

本理论的研究尚未涉及，对高校经济生活中的预测与决策、规划与

控制、分析和评价考核等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高校管理会计体系

尚未形成。二是在实务中，管理会计的运用不自觉、不系统，应用的

范围窄，院校少。三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环境不理想。首先是国

家或主管部门对高等学校的经费使用情况等没有明确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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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考核要求；其次是作为管理会计基础的经济责任制不健全、不

落实，大部分院校甚至根本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制；再次是高等学

校的财会人员素质还不适应，不仅在工作重点、而且在观念上都尚

未实现从“算账报账型”到“经营管理型”的转变。

３．３．３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作用

管理会计在高等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
（１）全面提供管理信息。在现代高等学校的业务和经济活动管

理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复杂的数量关系与非数量关系，它们有的可

按统一的货币进行计量，有的可用特定的数据形式予以表现，从而

形成多种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管理信

息。管理信息的及时汇集、科学加工和合理运用，是高等学校的教

学、科研等各种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必备条件。为了加强学校的内

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不仅需要财务会计提供有关财务状况

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管理会计提供能够适应学校内部管

理的各种及时有效的管理信息，其中包括加工、改造的财务信息，
也包括大量的具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非财务信息，如实际的和预

测的、历史的和未来的、会计的和统计的、精确的和粗略的、综合的

和详尽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技术的和经济的，等等。由于管理会计

具有不受法定会计规范和固有会计程式制约的特点，所以它可借

助于各种方法对从各种不同渠道取得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改

制，使之成为符合学校内部管理要求的特定数据，成为能满足管理

者开展规划、控制、预测、决策等项工作所需要的管理信息。
（２）有利于学校的经营决策。高校管理会计的内容，包括一切

有利于加强学校内部管理、提高办学效益、增加学校主动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各种会计理论和方法。经营决策是现代企业

经营管理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高等学校经营管理的核心问题，同

时也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预测是决策的关键环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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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决策提供备选方案的工作，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信息和资料

进行调查、整理、分析、研究，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预计事物发

展趋势。通过预测和决策分析，可以确定学校在未来某一时期的教

学、科研、生产经营等目标。要制定正确的经营决策，不仅需要及时

获取和提供管理信息，而且要求科学地加工和运用管理信息。事实

上，管理信息之所以能在现代高校的经营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其

主要原因并不在信息本身，而是由于人们能够根据现代高校管理

的要求，按照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已经获取的各种信息进行科学

加工，并将它们广泛应用于计划、决策过程的结果；是由于管理会

计并非消极、被动地提供有关信息，而是在向学校管理者提供各种

信息的同时，还可卓有成效地帮助管理者进行计划和决策，能动地

参与学校管理的结果。
（３）有利于严格实行绩效考核。学校总体目标和财务预算确定

以后，采用责任会计，责权利结合，明确岗位责任制，促使学校内部

各部门负责人和教职工为实现学校的总目标共同努力。为加强学

校内部管理，圆满实现学校的总体目标，必须对学校的各项活动过

程和结果进行严密的跟踪和监控，将反映学校总体目标的完成情

况和财务预算执行过程的实际数据，同体现目标、计划的“预算”、
“标准”、“定额”等进行对比分析和检查考核。根据管理会计关于控

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既可建立完备的控制系统，又可确定严格的

考核措施，从而随时掌握达到学校总体目标的实际进程，正确考核

学校内部有关部门的工作成效，并为调整计划、修改决策提供客观

依据。责任会计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学校运用

现代管理的分权管理理论，根据教学、科研、后勤、生产经营等不同

特点，把学校内部划分成许多承担经济责任的责任单位，规定权责

范围，确定责任目标，建立数据系统，编制成就报告等，将学校的总

目标以及各种计划或预算，层层分解，落实到学校中下层各级管理

部门。以各管理部门为责任单位，对责任目标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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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以记录、考核各责任单位的经济责任和工作业绩，最大限度

地调动学校内部各部门乃至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为实现预定的

计划、目标共同奋斗。

３．３．４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特点

高等学校的管理会计不同于财务会计，它可以利用财务会计资料

和其他资料，采用会计的、统计的和数学的方法，综合地履行更加广泛

的职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财务会计单纯的核算扩展到把解析

过去、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可见，高校的管理会

计是学校为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内部管理，对财务会计

的必要补充和发展，是高等学校会计的另一个分支。高等学校的管理

会计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是为学校内部管理服务的，这不同于财务

会计主要是为满足对外报告的需要；第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灵

活多样的方式和程序，强调科学性、合理性，不必拘泥于财务会计制度

和核算程序；第三，在方法上可采用各种现代管理的预测、决策、控制

等多种方法，不局限于财务会计的审核凭证、设置账户、登记账簿等几

种专门方法；第四，所提供的管理信息多为未来的预计信息，在时间跨

度上可拓展需要灵活决定。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不仅具有与财务会计明显不同的特点，而

且也明显不同于企业管理会计。高等学校属于事业单位，是非营利

性组织，它具有不以营利为目的、业绩不能以利润指标进行衡量、
没有明确的所有者权益等特征，明显区别于企业。虽然企业管理会

计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也适用于高等学校，但是还有许多

基本概念和方法，对高等学校不完全适合，如贡献毛益、盈亏临界

点等基本概念，本量利分析法、利润预测的方法等与高等学校的管

理会计关系不甚密切。而预算的编制管理和控制等对高等学校却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即便是预算控制，高等学校管理会计

的要求和具体方法也大大不同于企业管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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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总体架构

．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构建原则和总体架构

４．１．１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构建原则

管理会计进入我国已是“姗姗来迟”，管理会计引入高校更是

严重滞后，对高校管理会计体系的研究更是未曾涉及。我们在研究

构建高校管理会计体系这一重大课题时，应考虑遵循以下原则：
（１）总体性原则。在对现代高校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进行

研究时，必须要树立总体观念。要从总体上确立高校管理会计的理

论和方法体系应包括哪些要素、应划分为几个层次、各层次之间的

关系如何、其逻辑起点是什么，要使所构建的高校管理会计理论与

方法体系在总体上具有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和完整性。
（２）前瞻性原则。按照逻辑学的观点，理论来源于实践经验的

归纳、提炼、总结和升华。但是，理论与实践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层

面，而且往往不同步，理论可能滞后于实践，也可能会超前于实践。
这主要表现为：有时由于未能及时将实践中的经验进行系统、科学

的总结，理论就会滞后于实践；而实践中的经验经过系统化、科学

化的归纳、提炼而上升为理论时，理论又可能超越实践而具有前瞻

性。这种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又需要在实践中及时检查和验证，以便

及时修正、完善和发展。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和说明过去、现

在的活动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能科学地预测未来的活动事项

和活动的规律性，并指导未来的实践。理论虽然来源于实践，但必

须高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否则将会落后于实践，成为实践的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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梏。可见，来源于实践的具有超前性的理论对实践更具有指导意

义。构建一种既能解释、指导实践，又能为实践者所应用的具有一

定前瞻性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不仅是企业会计的一个重要研究

课题，也同样是我国高等学校会计的一个重大课题。
（３）现实性原则。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构建，都

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来源于现实的理论必须能够还原于现实。管理

会计理论应该具有前瞻性并不否认其应具有现实性，因为高校管

理会计的理论来源于高等学校管理的实践经验，是对高等学校管

理实践经验的科学归纳和总结。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与方

法体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指导和服务于高等学校管理 会 计 的 实

践，远离高等学校管理活动的实践去构建高校管理会计的理论和

方法体系，自然没有应用价值。
（４）针对性原则。如前所述，高等学校属于典型的非营利组织，

具有明显不同于企业的特征，如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利

润，出资者不期望得到经济利益上的回报，但通过对所提供资财的

使用加以限制来实现出资目的；活动业绩难以计量以及不存在可

以出售、转让、赎买的所有者权益等。因此，必须根据管理会计的基

本原理，从高等学校业务和经济活动的特点出发，构建高等学校管

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以提高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只有这样，才能使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扎根于深厚的土壤之

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４．１．２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总体架构

高校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是分层次的，它主要由管理会计目标、
管理会计假设、管理会计概念、管理会计对象、管理会计原则、管理

会计方法所构成，其体系结构如图 ４．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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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结构

．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

４．２．１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逻辑起点的选择

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体系，首先必须确定该体系的逻

辑 起点。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 系 而 构 成 的 一 个 整

体①。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是由多种理论范畴，按一

定的逻辑关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个多层次、浑然一体的理论与

方法体系。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必须从逻辑起

点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对于高等学校管理会计逻辑起点可以有

三种选择：一是本质论，即从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本质开始，在明

确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确立高等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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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的其他理论问题；二是对象论，即首先应明确高等学校管理会

计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只有明确了对象，才能使高等学校管理会计

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进而研究其他理论问题；三是目标论，即研

究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必须先明确高等学校管理会

计的目标，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决定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

论与方法体系中的其他要素。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应选择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为逻辑

起点。这是因为，目标的含义是指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目的①。无

目的的活动只能是盲目的、无价值的活动。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及

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构建总是有其明确的动机和理由的。如果没

有明确的目的，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构建和发展这一学科。可见，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是构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

系的逻辑起点，是高校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它是

确立高校管理会计的本质、假设和对象等其他理论要素的基础。

４．２．２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最基础的概念，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实务和理论都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高等学校管理

会计人员应当首先研究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即明确高等学校管

理会计信息是做什么用的，哪些人需要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信息。只有

明确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标，才能确定搜集哪些管理会计数据，
以及如何加工和处理这些数据，从而为高等学校管理信息的使用者提

供有用的管理信息。
根据国内外会计学者对管理会计的研究，结合我国高等学校

的实际，笔者认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总目标或称基本目标是：
向高等学校的管理者提供经营管理决策所需要的管理信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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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就是说，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高等学校的管理部门，即为学校

管理者服务；提供的管理会计信息主要用于制定经营管理决策；目

的是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具体

目标为：
（１）协助学校管理者履行计划职能。计划是一项重要的管理职

能，它以学校的经营管理决策为基础，将通过决策程序选定的经营

管理目标，纳入学校的经营管理计划。管理会计人员并不负责提供

编制计划所需的全部数据，而是主要负责有关财务收支的部分，通

常可以通过编制财务预算的形式提供。在学校管理中，正确地编制

计划和预算，有助于调动学校各个部门的积极性，使各部门目标与

学校的总体目标相一致。
（２）协助学校管理者履行控制职能。控制是学校管理者的一项

重要职能，也是整个学校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促使目

标和计划的实现，必须对实际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学

校的整个管理过程是从确定工作目标、编制计划和预算开始的，按

照工作目标和计划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力争实现工作目标

和计划。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学校各项业务活动的进展情况，往往

不可能与事先预期的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学校管理者所作的预测

不可能准确无误，学校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为了

适应情况的变化，学校的管理人员就需要获取各项业务进展情况

的信息，以便及时地采取必要措施，力争达到规定的工作目标，实

现工作计划。可见，正确反映学校各项业务活动的执行情况，及时

掌握偏离计划的幅度，并对差异形成的原因和责任进行全面分析，
是高校管理会计的辅助目标。

（３）协助学校管理者履行组织职能。组织是学校管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为了顺利地达成学校目标和有效地利用学校和社会资源，
学校管理人员必须善于根据学校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进下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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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设置，合理地调整各业务部门的职权。学校管理人员在实现组

织管理职能时，需要在设计组织机构过程中，建立一套有效的信息

传递和报表制度，以及严格、健全的工作业绩考核制度。高等学校

管理会计作为一个管理信息系统，它所提供的经营管理信息，应有

助于学校管理者更好地实现组织管理职能。
（４）协助各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履行管理职能。在现代高校特别

是规模较大的高校，由于业务活动极为复杂，组织结构庞大，管理

层次较多，如果学校不将某些职权授予下属职能部门，学校各项业

务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在高校中实行分权管理，将下属职能或业

务部门作为一个责任中心，就可以调动各职能、业务部门主管人员

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学校的总体目标。
为了协助学校管理者履行其职责，管理会计人员应向他们提

供经营管理决策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以及各业务部门主管人员所

能控制的有关财务收支信息。

．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

会计假设又称会计假定、会计前提等，它是指会计人员依据一

定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原理对社会经济环境中那些未经确切认识或

无法正面论证的经济事物或会计现象所作出的合乎情理的逻辑性

推断或命题。会计假设是发展和形成会计原则的基础。
由于高等学校管理会计进行规划所依据的信息主要取决于财

务会计，因此，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基本假设的基本角度和基本方面

与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有相似之处。但由于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

特点是内部会计，主要服务于学校的内部管理，采用的方法也具有

较大的灵活性，因而需要对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进行修订，并形成

适用于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根据高校管理会计的目标

和对象，高校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主要有以下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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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会计主体。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活动的

空间范围。与财务会计的会计主体所不同的是，由于高等学校管理

会计主要是向学校内部各级责任部门的管理人员提供有选择的、
部分的、特定的管理信息，因此，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主体除了整个

高校以外，还可以是高校内部各个责任层次的责任部门。它主要是

根据管理部门在学校内部管理的具体需要而定，具有多样性和灵

活性的特点。
（２）持续经营。其内涵与财务会计完全相同，持续经营假设规

定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活动在时间上的不间断性，即学校的各项

经营管理活动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校管理

会计的规划与决策、控制与业绩考核等各项活动所使用的专门方

法稳定、有效。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所进行的规划与决策、控制与业

绩考核活动主要是以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为依据，而财务会计取

得的信息必须是以学校在其经营管理期间内不间断地持续经营为

前提。可见，持续经营假设也同样适用于高校管理会计。
（３）灵活分期。会计分期假设规定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活动的

时间范围，即将学校持续不断的经营管理活动划分为一定期间，以

便及时地提供有用的管理信息。由于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工作重

点是为学校内部各级管理人员服务，因此，根据学校内部管理的实

际需要，灵活地进行分期，时间跨度上可具有很大的弹性，可以短

到一天、一周，长到数年，及时地提供不同分期的内部报告，用以控

制和考核各责任单位的业绩。可见，高校管理会计的会计分期具有

较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４）多种计量单位。这与财务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不同。由于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在进行规划与决策、控制与业绩考核时，其计量

单位除货币外，还要广泛采用实物单位、时间单位、相对数单位、综

合计量单位等。另外，高等学校在长期投资决策和筹资决策中，也

绝不能假设货币价值不变，而必须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因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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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计的货币计量和币值不变假设不能成为高校管理会计的基本

假设，多种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的选择，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区别

于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学校只有根据内部管理的不同需要

来选择不同的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才能使决策和结论更加科学，
更为合理。

（５）效益最大化。效益最大化假设规定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活

动的目的，即通过管理会计活动能够取得最大的效益。如前所述，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目标就是为改善学校的经营管理，为提

高学校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服务。而提高效益的核心是在

整个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工作过程中，对任何一项业务的发生，都必

须按照“成本效益分析”的原理，想方设法少花钱多办事，从而提高

投入产出的水平。为实现这个目的，学校必须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

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加强对各项活动的规划和控制，实现决策

科学化。

．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对象和基本概念

４．４．１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对象

会计对象就是会计的客体。到目前为止，西方所有的管理会计

专著或教科书，似乎从来没有涉及过这方面的问题，这可能是西方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传统习惯①。关于管理会计的对象问题我国

会计理论界有许多不同观点，如现金流量观、价值差量观、经济活

动观、资金运动观等等。
然而，尽管我国会计理论界对管理会计对象问题有着不同的

看法，但从规定一门学科的对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来看，某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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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对象的明显区别是在时间上侧重现在以及未来的管理信息；在

空间上侧重于校内各级责任单位的、可供选择的或特定的管理信

息。

４．４．２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

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是管理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管理会计基本对象要素所下的定义，目的是把各个不同的事

物界限加以划清，即对管理会计对象的明确化和具体化。只有对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有正确和深刻的理解，才有可能提出

和形成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原则和方法体系。
管理会计应包括哪些基本概念？到目前为止，会计学界尚未达

成一致的认识，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一是美国会计学会下设

的管理会计学科委员会于 １９７２年提出的八个管理会计基本概念：
计量、信息、传递、系统、计划、控制、反馈以及成本性态；二是国际

会计师联合会下设的财务和管理会计委员会于 １９８８年提出的六

个管理会计基本概念：经营责任、可控性、可靠性、增量性、相互依

赖性以及相关性；三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李天民教授提出的八个

管理会计基本概念，它们是成本习性、计量、预测分析、决策分析、
预算编制、控制、业绩评价和经营责任。

以上几种观点所确定的基本概念对于研究管理会计的实务和

技术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基础作用。但是在上述基本概念中，有些似

乎不能揭示管理会计的基本特征，因而也就不能作为管理会计的

基本概念，如“计量”、“信息”、“传递”、“反馈”等也是财务会计的一

般特征，又如“可靠性”、“相互依赖性”和“相关性”等也是财务会计

信息乃至所有经济信息均应具备的质量特征。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概念的确认应以高校管理会计

的对象要素为基础，各层次的展开不宜过细，各关键要素的选择应

能够反映出高校管理会计的基本特性和总体框架，以便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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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本概念来简单、清晰地反映高校管理会计对象的全貌。尽管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包含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但管理会计人员

只要了解和掌握了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就可以在极其

庞杂的高校管理会计实务中，通过分类、分析，将大量的数据提炼

压缩为少量比较重要而又相互联系的项目，并及时提供能满足高

等学校内部管理所需要的各种管理会计信息。在财务会计的基本

概念中，通常分为“大概念”亦即一级概念和“小概念”即二级概念

或三级概念，例如，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属于一级概念；在“财务

状况”一级概念下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支出、利润等则

属于二级概念；在“资产”二级概念下的现金、应收账款、存货等则

属于三级概念。借鉴国内外会计学家的研究成果，联系高等学校的

实际，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基本概念应由反映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对

象特点的、不同层次的大概念和小概念所构成。高校管理会计概念

体系如图 ４．２所示。

．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原则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原则是指为了实现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目

标所制定的规范或规则。它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实践的经验总结

和管理会计理论的科学概括，它既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指导高校管理会计实务的规范。只有在规范

性观念的指导和约束下，高校管理会计人员所编制的内部报表的

会计信息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才能够满足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人员

的信息需要。在西方会计学界，管理会计的原则一般用管理会计信

息的质量特征来加以表述。因为管理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体现了

管理会计目标在信息质量方面的要求，是判断管理会计信息有用

程度的基本标准。
借鉴国内外会计学界对管理会计原则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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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 高校管理会计概念体系

高等学校的具体实际，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原则可分为基本原则和

具体原则两个层次。其中基本原则是指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一般

原则，对高校管理会计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具体原则是指根据高

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具体内容而制定的，指导高等学校各项管理会

计具体工作的特定原则。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原则的内容构成如图

４．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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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３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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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都是一种有系统、有顺序的知识体系，它

不仅有特定的对象，而且有特定的专门方法。方法是用来反映和管

理它的对象，并完成其职能和目标的手段。
高等学校财务会计所采用的方法属于描述性的方法，重点放

在如何全面、系统、完整地反映高等学校的经营活动。而高等学校

管理会计所采用的方法，是属于分析性的，它不仅涉及到常数，而

且涉及到变数。因为，高校管理会计的工作重点偏向于预测前景、
参 与决策、规划未来、控制和评价高等学校的 经 济 活 动，是“算 活

账”，要从复杂多变的情况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就决定了高等

学校管理会计的具体方法必须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因此，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数学模型要比财务会计复杂得多，必须采用

“数量分析”型方法来替代财务会计的“数量描述”型的方法。管理

会计方法体系是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理论中与实践关系最为密切的

一个环节，它以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假设为前提条件，以高等学校管

理会计原则为指导，以高等学校管理会计基本内容为基础，从而能

够实现高校管理会计目标的一整套方法体系。构建高等学校管理

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根本目的是指导高校管理会计的实践。
由于高等学校的非营利性，以及其“产品”难以用经济指标给

予衡量，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方法不同于企业管理会计的方法，企

业管理会计的许多方法，在高等学校管理会计中无用武之地，如生

产决策方法、定价决策方法、本量利分析方法等。在企业管理会计

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高等学校的实际，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方法体

系如图 ４．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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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４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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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高等学校的预测与决策分析

． 预测与决策分析的意义和原则

５．１．１ 预测与决策分析的意义

预测是对过去和现有的资料，通过定性的经验分析和科学的

定量计算，预测高校事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未来趋势，是管理会计

的一项重要内容。预测分析可以为高校编制预算、远景规划等提供

依据。如高校编制每年的经费预算，可采用管理会计中趋势分析的

预测方法，首先对下属各二级部门的职工数、学生数等情况进行统

计 分析，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牪＝牨（１＋牃），牪为制定预算年度的下

拨经费，牨为上年度实际使用经费，牃为平滑系数。应用上述数学

模型，根据有关数据就可预测各部门所需经费，以供编制财务预算

时参考。
决策分析是在预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有关信息，为实现预定

的目标而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中，选取一个最佳方案的

活动过程。这也是管理会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直接影响着学校事

业发展和经济活动。高等学校运用决策分析的技术方法，确定资源

的最佳配置与运用，可为高校谋取最大的效益，避免事业发展和经

济活动的盲目性。高等学校的筹资决策主要表现在自主地开辟资

金来源渠道，进行办学资金的筹集，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高校

对多种金融资金的来源渠道、筹资方式、筹资规模、筹资结构应有

充分的认识，对筹资期收益、筹资成本和筹资风险进行比较，作出

正确的决策分析，以较低的资金成本率，较快地筹集到所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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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学校的资金筹集渠道愈来愈宽，形成了网络式多元

化的筹资格局。财政意义上的预算外资金大大增加，有相当部分高

校设立了资金结算中心，这说明高校日益重视对资金的运用。高等

学校可以运用管理会计中的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的风险价值来

进行决策分析，使资金增值，避免财务风险。资金存入银行可获取

存款利息，购买有价证券则可获得投资收益。每一备选方案都有不

同的风险和报酬，报酬高则风险大，报酬低则风险小。高等学校可

运用概率分析的方法对风险和报酬作出科学的比较，以现金流量、
内含报酬率等为评价指标，运用多元化投资策略，优化投资组合，
形成财务风险相对分散而投资收益达到最高点的投资组合。

可见，预测与决策分析对高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学校各

项事业发展，提高学校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５．１．２ 预测与决策分析的原则

高等学校在进行预测和决策分析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可行性原则。预测和决策方案必须切实可行，不能只强调

需要而不考虑可能；也不能只考虑有利因素而不考虑不利因素。因

此必须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采用适当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进

行预测和决策分析。
（２）科学性原则。为了保证预测和决策结果的真实、可靠，必须

贯彻科学性的原则。首先，拟订方案要有科学的依据，实事求是；其

次，应采用科学的方法选择方案；最后，执行方案时应根据变化了

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修改方案，保证决策目标的实现。科学性原

则要求预测、决策方案应反映客观现实，符合学校管理和发展的客

观需要。
（３）全局性原则。学校各级部门虽然也有其自身的任务和利

益，但作为学校的一个组成部门，其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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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决策应服从总体目标的要求。当两者产生矛盾时，应通过调

整、协调达到统一。牺牲较小的局部利益以换取较大的全局利益，
这就是全局性原则的一种体现。

（４）效益性原则。管理会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对学校的事

业发展和经济活动进行预测，并 通 过 收 入、费 用、结 余、资 金 等 指

标，对预测提出的若干方案进行论证、比较，从中选出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最优的方案。
（５）及时性原则。预测、决策有较强的时间性，特别是在当前市

场竞争激烈、环境瞬息万变的情 况 下，谁 信 息 灵 通，决 策 准 确、迅

速，谁就能及时抓住机遇，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预测、决

策的每个环节，都应十分注意时间性，应及时获取信息，及时进行

预测、决策分析，及时提出各种方案。

． 预测与决策分析的程序

５．２．１ 预测分析的基本程序

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而决策的重要基础在于预测。正确的决

策往往依赖于科学的预测，因为决策总是面对未来，并且是在对未

来掌握信息较少、随机因素较多、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了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必

须对未来进行有效的预测。没有科学的预测，就没有有效的决策。
可见，预测是整个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预测必须遵循一定

的程序。
（１）确定预测对象。一个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等业务活动纷

繁复杂，筹资、投资、控制等经济活动千头万绪，但是它们对学校事

业发展和办学效益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有大有小。为了提高预测效

果，分清主次，应该选择对学校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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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活动和项目作为重点预测对象，并围绕所确定的预测对象，确

定预测范围，建立预测组织，制定预测方案，使预测工作能够顺利、
有序地进行。

（２）收集整理资料。能否进行科学有效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掌握资料是否全面、及时、准确。预测所需的有关资料主要有

两类：一类是学校内部的资料，如业务活动信息、财务状况信息、计

划统计信息等等，包括学校历年发展的纵向信息；另一类是学校外

部的资料，如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景，以往社

会统计信息，不同学校之间相同预测对象的相关信息等等。这些资

料一方面要靠平时的积累，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重点调查、抽查等

方法加以收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还应该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

筛选和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保留最有价值的资料，以提高预

测的准确性。
（３）选择预测方法。预测的进行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而预测

方法的选用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预测结果。不同对象的预测，应

采用不同的预测方法，才能保证预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样的预

测对象运用不同的预测方法，其结果可能也会大相径庭。可见，适

当的预测方法的选择不仅要考虑预测对象的特点，而且还要考虑

预测方法本身的特点。事实上，没有一种预测方法是十全十美的，
也并非预测方法越复杂越好。只要预测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与预

测对象相匹配，就是适当的方法。
（４）建立预测模型。在定量预测中，建立预测模型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借助预测模型不仅可以表现已发生的业务和经济活动，而

且也可以研究、发现业务和经济活动及其两者相互关系的发展规

律，从而使预测结果更为准确。
（５）确定预测数值。根据建立的预测模型可以初步确定预测数

值，但预测数值有时不一定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因为根据预测模型

确定的预测数值是历史资料的延续或重复。因此，有必要对预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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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检查，用影响事物未来变化的因素加 以 修 正，使 之 尽 量 准

确。
（６）分析预测误差。由于客观事物复杂多变，存在着许多不确

定因素，因此，在运用一定的预测方法得出预测结果后，还要对各

种不确定因素进行分析，说明预测结果的可能变化幅度和预测误

差，使决策者在使用预测信息时能做到心中有数，留有余地。
（７）提供预测报告。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应将预测过程

和结论形成文字报告，供决策者参考。在预测结果付诸实施过程

中，应及时跟踪反馈，将实际情况与预测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其可

能产生的差异，找出原因，以便及时修订预测数据和预测方法，提

高预测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５．２．２ 决策分析的基本程序

现代决策是一个系统的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的过程，它是人

类长期决策实践的科学总结。正确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素质，
包括他们的知识才能、经验和胆略；同时，也与认识和遵循科学的

决策程序密切相关。决策过程，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智力活动过程。要作出正确决策必须要有科学的决

策程序。
（１）提出问题。决策不是凭空想像的结果，而是人们观察世界、

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或改造世界的一个主观能动的发展过程。提出

问题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提出问题，才 有 可 能 去 分 析 问

题、解决问题。人们在做一件事之前，总要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弊

得失，考虑成熟之后，才会下定决心。高等学校更是如此，因为决策

的成败意味着学校事业的兴衰。
（２）调查研究。问题提出以后，就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

调查的目的是要弄清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通过调查核

对所掌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并对尚未掌握的资料进行调查收

·６６·



集。对调查所得的资料应通过整理、加工、比较、鉴别、筛选最后形

成井然有序的调查研究结果，并经过全面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使所

输入的信息不仅仅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而且具有某种逻辑性，成

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如通过对筹资结构的分析，找到一种结构合

理、风险最小、资金成本最低的筹资方案。
（３）确定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充分可靠而有用

的信息之后，就可确定决策目标。决策目标必须做到：一是含义单

一，不能模棱两可，不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二是要求明确，财务指

标在数量、质量和时间等方面必须有明确的 要 求；三 是 成 果 可 衡

量，对于那些数量目标要使其数量化、货币化；四是责任落实，应该

明确决策目标实施的经济责任。
（４）进行预测。预测是决策的重要基础，只有建立在科学预测

上的决策，才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靠性。没有科学的预测，就不可能

有正确的决策。然而，预测的准确程度，又会直接影响决策目标的

实现程度。因此，运用预测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预测，为决策提供

可靠的依据，这是决策的重要前提条件。
（５）拟定方案。根据决策目标的要求，在广泛调查、预测、分析

的基础上，拟订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逐一进行可行性分析，合

并相同的方案，淘汰不可行的方案，从而确定一组最能体现决策目

标要求的决策方案以供选择。要尽可能设计多个方案，以便于分

析、评价和判断。所提供的备选方案必须有不同特点和具有备选价

值。每一个方案都要具有它的合理性和选择性。在拟定方案时，要

认真听取专家、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教 职 工 的 不 同 意 见，集 思 广

益，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经验。
（６）选择方案。在拟定预选方案的基础上，要认真评价方案的

可行性和效益性，选择一个能实现最优目标的方案。对各拟定方案

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反复衡量和科学判断，可以从中选取一个最

优的方案。可见，对比优选是决策的关键步骤。对比不仅是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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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把各种方案与客观实际再作一番认真的

比较。要比较各种方案的影响和后果，考虑各个方案所需的人力、
物力、资金等资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要求。通过全面比较，选择

出最优方案。在优选方案确定以后，还应注意决策是否会带来不良

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性措施，保证决策方案能按计划

要求实施。
上述决策过程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

的动态过程，是“决定—执行—再决定—再执行”这一不断反复的

管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 高等学校预测分析的方法

高等学校预测的技术方法主要包括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两大

类。定性预测主要是专家调查法和特尔菲法。定性预测技术和方

法多用于数据掌握不多的情况下，依靠个人的经验和判断对未来

状况作出估计。定量预测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因果分析法，即先归

纳出预测对象与其他统计量的数量关系，然后以这个数量关系进

行演绎预测，如回归分析法等；另一种是趋势分析法，即用一些平

均、平滑的方法来分析预测量的变化趋势，进而作出未来值预报的

方法。定量预测技术和方法多用于已掌握一定历史和现状资料的

情况下，采用数学方法对事物进行数量分析，并对事物未来的发展

作出判断和估计。在高校预测中常用的定量预测技术和方法是趋

势外推法、回归分析法、比率分析法等。通常，定性预测包含一些主

观随意性，不同专家对同一问题的意见往往大相径庭。但是，专家

意见的综合考虑因素又往往比定量分析全面。因此，在实际预测

中，应采取定量预测与定性预测分析相结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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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家会议调查法的一种发展。它采取匿名的方式，通过几轮咨询

来征求专家的意见，然后将他们的意见综合、整理、归纳，再反馈给

各位专家，供他们分析判断，提出新的意见，如此反复多次，使专家

意见逐步趋向一致。这种方法的基本做法是将预测的问题和背景

材料，编成一种调查表，用通信方式函寄专家，利用专家的经验和

知识做出预测，经过多次综合、归纳和反馈，逐步取得一致意见。其

特点：一是匿名性，被调查的专家只与预测主持人保持联系，预测

主持人主要通过信函邮寄调查表等方式与专家个人进 行 单 向 联

系，调查表不记名，整个过程可以消除各位专 家 的 心 理 影 响 和 顾

虑，使预测不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二是反复性，预测主持人就

某一问题征询专家意见时，要反复多次。每次征询时，必须把前一

次的整理结果和这一次的要求告诉他们。经过多次征询和补充，可

以提高预测的准确度。三是反馈性，每次征询意见，专家把自己的

意见和看法传递给预测主持人，主持人可根据专家们反馈的意见，
修正调查表内容及预测的论证，再把新的信息反馈给专家。四是集

中性，整个预测过程，由于是用匿名的方式向专家征询意见，避免

了专家之间的相互干扰。经过多次相互反馈，使专家的意见趋向集

中统一。采用特尔菲法进行预测的步骤通常如下：
（１）确定预测目标。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预测

是决策的基础，更应该做到有的放矢。在预测前必须要作周密的考

虑，如为什么要进行预测；预测哪些内容；要解决哪些问题；采用什

么方法解决，等等。只有目标明确，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预测工作。
在确定总目标的同时，也可进一步确定预测的子目标以及达到目

标的手段。
（２）编制调查表。将要预测的问题按预测目标，实现目标的手

段、方法等制成调查表，准备好预测必需的有关资料以通信方式将

调查表和资料寄给预先确定好的专家，要求专家填写好调查表。调

查表是特尔菲法预测的重要工具，是预测信息的主要来源，调查表

·０７·



的内容是否完整、科学对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影响很大，必须反复研

究，经过多方征求后认真设计。
（３）调查整理。将调查表和有关资料函寄给专家，由专家根据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和论证。一轮调查结束后把专家

的意见进行综合、归纳、整理，再将整理结果和要求寄给专家，经过

多次征询和补充，分析专家意见的收敛情况，并请专家答复有关问

题，对不同意见进行评价。
（４）写出预测报告。在调查的基础上，视专家的意见情况进行

统计分析，汇总整理，得出预测结论，写出预测报告。特尔菲法的工

作程序如图 ５．１所示。
运用特尔菲法预测的关键是专家的选择和调查表的编制。应

根据预测的内容和任务选择专家，专家应精通业务，同时要聘请边

缘学科或相关、相近专业的专家，以开阔思路，提高预测质量。预测

调查表的编制要方便专家，预测的问题要分门别类，内容要具有针

对性，题意要明确，用词要确切，调查表要简明、清晰，要让专家的

精力集中于问题的思考上，而不是用在对调查表内问题含义的理

解上。

５．３．３ 趋势预测法

常用的趋势预测法主要有简单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和加权移

动平均法。
（１）简单平均法。又称历史资料引申法，它是利用历史资料的

平均数来预测未来值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学

校业务活动比较简单且稳定，趋势发展比较有规则的短期预测。其

计算公式为：

牨＝ 牨１＋ 牨２＋ 牨３＋ … ＋ 牨牕

牕 ＝
∑

牕

牠＝０
牨牠

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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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 特尔菲法工作程序图

其中：牨——平均数，即预测值；

牨牠——观察值；

牕——期间数。
【例】 某高校 ２００２年 １～１２月的教学业务费支出（单位：万

·２７·



元）资料如下：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支出金额 ２４０２３０２４０２５０２６０２７０２７０２８０２９０３１０３２０３４０

根据上述资料，并按照 ２００３年全年平均增长 ８％的总趋势，
预测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 １～６月份的教学业务费支出情况。

由资料可 得 ２００２年 平 均 每 月 教 学 业 务 费 支 出 额 为（３３００÷
１２），即 ２７５万元。预测 ２００３年全年教学业务费支出额为［３３００×
（１＋８％）］，即 ３５６４万元。２００３年比 ２００２年教学业务费支出增加

额为 ２６４万元。
考虑到 ８％是全年的平均增长率，假设每月教学业务费支出

是逐步递增的，全年 １２个月的系数之和是：１＋２＋３＋…＋１２＝
７８。因此，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每月的教学业务费支出预测额（单位：万

元）为：
１月 ２７５＋２６４×１燉７８＝２７８
２月 ２７５＋２６４×２燉７８＝２８２
３月 ２７５＋２６４×３燉７８＝２８５
４月 ２７５＋２６４×４燉７８＝２８９
５月 ２７５＋２６４×５燉７８＝２９２
６月 ２７５＋２６４×６燉７８＝２９５
（２）移动平均法。它是通过研究预测对象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来

预测未来。因此，它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采用

一定的数学方法找出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个规律去预

测未来。采用移动平均法，应使移动平均数尽可能接近预测月份，
从而使计算出来的预测值更加接近实际，它适用于略有波动的预

测事物。其计算公式为：

牔牠＋１＝
牨牠＋牨牠－１＋牨牠－２＋…＋牨牠－牕＋１

牕 ＝
∑
牕－１

牏＝０
牨牠－牏

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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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牔牠＋１——移动平均值，即预测值；

牨牠——观察值；

牕——期间数。
根据上例资料，用 ２００２年最后 ３个月的教学业务费支出额预

测 ２００３年 １～３月份移动平均的教学业务费支出额（单位：万元），
不考虑增长率，则：

１月 ３１０＋３２０＋３４０
３ ＝３２３

２月 ３２０＋３４０＋３２３
３ ＝３２８

３月 ３４０＋３２３＋３２８
３ ＝３３０

（３）加权移动平均法。移动平均法没有考虑客观事物的近期变

化趋势的重要性，而且所取的期间数越多，对实际变化的反应越迟

钝，因此准确度较差。为了消除这一缺点，可以加大近期的实际数

对平均值的影响，即采用“加权平均”的做法。其计算公式为：

牪＝
牨１牥１＋牨２牥２＋…＋牨牕牥牕

牥１＋牥２＋…＋牥牕
＝
∑

牕

牏＝１
牨牏牥牏

∑
牕

牏＝１
牥牏

其中：牪——加权平均数，即预测值；

牨牏——平均数；

牥牏——加权数。
权数应根据该期实际数对预测值影响程度的大小确定。仍以

前例为例，假如越靠近预测期的月份对预测值影响越大，每月的权

重差为 １，预测期前一期的权重为 ３，即 牕为 ３，则：

１月 ３１０×１＋３２０×２＋３４０×３
１＋２＋３ ＝３２８（万元）

２月 ３２０×１＋３４０×２＋３２８×３
１＋２＋３ ＝３３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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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 ３４０×１＋３２８×２＋３３１×３
１＋２＋３ ＝３３２（万元）

这是一种较好的趋势预测法。因为，通常观察期越接近预测

期，对预测值影响越大。因此，它适用于趋势波动较大的预测对象。

５．３．４ 趋势外推法

趋势外推预测法，又称最小二乘法、最小平方法，是一种常用

的科学预测方法。它是根据某一时间数列的历史资料，利用数学模

型，求出一条反映该时间数列变动趋势的直线或曲线，使趋势上的

各点到时间数列实际线上的各对应点之间的偏差平方和为最小，
然后，在所求趋势的延长线上确定该时间数列未来发展的预测值。
用最小平方法配合趋势直线或曲线将其应用于预测时，有直线趋

势外推法、二次曲线趋势外推法和指数曲线趋势法三种。
（１）直线趋势外推法。它是根据过去若干时间的实际资料，确

定可以反映数量变动趋势的一条直线，并将此直线加以延伸，进而

求出预测值的一种预测方法。其方程式是：
牪＝牃＋牄牨

其中：牪——预测值；
牨——时间；
牃、牄——系数。

利用最小平方法，并令直线到实际数各点之间的偏差平方和

为最小，然后利用求极值的方法，根据过去的资料即可求出该方程

的系数：

牃＝ ∑牪－ 牄∑牨
牕

牄＝
牕∑牨牪－ ∑牨∑牪

牕∑牨２－ （∑牨）２

【例】 某高校要预测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该校修缮费支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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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已知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该校的修缮费支出额（单位：万元）如下：
年 份（牨）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修缮费（牪） ８１５ ９３８ １０４５ １１５０ １３１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９０

根据资料，按直线趋势外推法的要求可编制直线趋势参数表，
如表 ５．１所示。

表 ． 某高校修缮费支出直线趋势参数表 单位：万元

年份 牨 牪 牨牪 牨２

１９９６ １ ８１５ ８１５ １
１９９７ ２ ９３８ １８７６ ４
１９９８ ３ １０４５ ３１３５ ９
１９９９ ４ １１５０ ４６００ １６
２０００ ５ １３１０ ６５５０ ２５
２００１ ６ １４００ ８４００ ３６
２００２ ７ １４９０ １０４３０ ４９

牕＝７ ∑牨＝ ２８ ∑牪＝ ８１４８∑牨牪＝ ３５８０６∑牨２＝ １４０

按上述公式可求出方程系数 牃和 牄：

牄＝７×３５８０６－２８×８１４８
７×１４０－２８×２８ ＝２５０６４２－２２８１４４

９８０－７８４ ＝１１５

牃＝８１４８－１１５×２８
７ ＝８１４８－３２２０

７ ＝７０４

把 牃、牄两系数代入 牪＝牃＋牄牨可得数学模型：
牪＝７０４＋１１５牨
根据上述数学模型可预测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各年份修缮费支出

额（单位：万元）分别为：
２００３年 牪＝７０４＋１１５×８＝７０４＋９２０＝１６２４
２００４年 牪＝７０４＋１１５×９＝７０４＋１０３５＝１７３９
２００５年 牪＝７０４＋１１５×１０＝７０４＋１１５０＝１８５４
（２）二次曲线趋势外推法。它是根据过去历史资料，确定可以

反映数量增减变动趋势的一条二次曲线，并将此曲线加以延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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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求出预测值的一种预测方法。其方程式为：
牪＝牃＋牄牨＋牅牨２

其中：牪——预测值；
牨——时间；
牃、牄、牅——系数。

利用最小平方法，可求得标准方程组：

∑牪＝ 牕牃＋ 牄∑牨＋ 牅∑牨２

∑牨牪＝ 牃∑牨＋ 牄∑牨２＋ 牅∑牨３

∑牨２牪＝ 牃∑牨２＋ 牄∑牨３＋ 牅∑牨

烅

烄

烆 ４

根据以上标准方程组，可以确定曲线方程中的 牃、牄、牅值。由于

时 间 期 数 是 个 奇 数，为 简 化 计 算，可 将 标 准 方 程 组 中 的 ∑牨和

∑牨３加以适当处理，即令 ∑牨＝０，∑牨３＝０，将 牨＝０置于资料

期中间，正中期以前各期依次为负数；正中期 以 后 各 期 依 次 为 正

数。则标准方程组可简化为：

∑牪＝ 牕牃＋ 牅∑牨２

∑牨牪＝ 牄∑牨２

∑牨２牪＝ 牃∑牨２＋ 牅∑牨

烅

烄

烆 ４

根据直线趋势外推法例题的资料，可编制二次曲线趋势参数

表如表 ５．２所示。
表 ． 某高校修缮费支出二次曲线趋势参数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牪 牨 牨２ 牨３ 牨４ 牨牪 牨２牪
１９９６ ８１５ －３ ９ －２７ ８１ －２４４５ ７３３５
１９９７ ９３８ －２ ４ －８ １６ －１８７６ ３７５２
１９９８ １０４５ －１ １ －１ １ －１０４５ １０４５
１９９９ １１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１３１０ １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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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牪 牨 牨２ 牨３ 牨４ 牨牪 牨２牪
２００１ １４００ ２ ４ ８ １６ ２８００ ５６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４９０ ３ ９ ２７ ８１ ４４７０ １３４１０

牕＝７ ∑牪

＝ ８１４８

∑牨

＝ ０

∑牨２

＝ ２８

∑牨３

＝０

∑牨４

＝１９６

∑牨牪

＝３２１４

∑牨２牪

＝３２４５２

将表中数据代入上述方程组：
８１４８＝７牃＋２８牅
３２１４＝２８牄烅

烄

烆３２４５２＝２８牃＋１９６牅
解方程组，得：

牄＝３２１４
２８＝１１５

牅＝３２４５２×７－８１４８×２８
７×１９６－２８×２８ ＝３２４５２－８１４８×４

１９６－４×２８ ＝－１４０
８４ ＝－１．７

牃＝８１４８＋２８×１．７
７ ＝８１９１

７ ＝１１７１

∴牪＝１１７１＋１１５牨－１．７牨２

根据上述数学模型可预测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各年份该高校修缮

费支出额（单位：万元）分别为：
２００３年 牪＝１１７１＋１１５×４－１．７×４２＝１１７１＋４６０－２７．２

＝１６０３．８
２００４年 牪＝１１７１＋１１５×５－１．７×５２＝１１７１＋５７５－４２．５

＝１０７３．５
２００５年 牪＝１１７１＋１１５×６－１．７×６２＝１１７１＋６９０－６１．２

＝１７９９．８
（３）指数曲线趋势法。它是根据过去的历史资料，确定可以反

映数量增减变动趋势的一条指数曲线，其方程式为：牪＝牃牄牨，其变

换后的对数直线趋势方程式为 ｌｇ牪＝ｌｇ牃＋牨ｌｇ牄，将此对数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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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曲线加以延伸，进而计算数量增减变动趋势。
根据对数直线趋势方程式 ｌｇ牪＝ｌｇ牃＋牨ｌｇ牄，利用最小平方法，

可求得标准方程组：

∑ｌｇ牪＝ 牕ｌｇ牃＋ （ｌｇ牄）∑牨

∑（牨ｌｇ牪）＝ （ｌｇ牃）∑牨＋ （ｌｇ牄）∑牨
烅
烄

烆 ２

为了简化计算，对 牨进行变换，令 ∑牨＝ ０，并将 牨＝０置于

资料期的正中，正中期前各期依次为负数，正中期后各期依次为正

数。于是，标准方程组可简化为：

∑ｌｇ牪＝ 牕ｌｇ牃

∑（牨ｌｇ牪）＝ （ｌｇ牄）∑牨
烅
烄

烆 ２

解方程组，得：

ｌｇ牃＝ ∑ｌｇ牪
牕

ｌｇ牄＝ ∑（牨ｌｇ牪）

∑牨

烅

烄

烆 ２

【例】 某高校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期间的科研经费收入（单位：万

元）如下：
年 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经费收入 ３００ ４２０ ５７０ ８３０ １１５０ １６００ ２２４０ ３１００ ４４６０ ６０１０ ８４３０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预测 ２００３年的科研经费收入。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科研经费收入对数直线趋势参数表，如表

５．３所示。
表 ． 某高科研经费收入对数直线趋势参数表

单位：万元

年份 牪 ｌｇ牪 牨 牨ｌｇ牪 牨２

１９９２ ３００ ２．４７１ －５ －１２．３８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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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牪 ｌｇ牪 牨 牨ｌｇ牪 牨２

１９９３ ４２０ ２．６２３ －４ －１０．４９２ １６
１９９４ ５７０ ２．７５６ －３ －８．２６８ ９
１９９５ ８３０ ２．９１９ －２ －５．８３８ ４
１９９６ １１５０ ３．０６１ －１ －３．０６１ １
１９９７ １６００ ３．２０４ ０ ０ ０
１９９８ ２２４０ ３．３５０ １ ３．３５０ １
１９９９ ３１００ ３．４９１ ２ ６．５８２ ４
２０００ ４４６０ ３．６４０ ３ １０．９４７ ９
２００１ ６０１０ ３．７７９ ４ １５．１１６ １６
２００２ ８４３０ ３．９２６ ５ １９．６３０ ２５

牕＝１１ ∑牪

＝２９１１０

∑１ｇ牪

＝３５．２３５

∑牨

＝０

∑牨ｌｇ牪＝

１５．９８１

∑牨２＝

１１０

将表中计算的数据代入 ｌｇ牃和 ｌｇ牄的计算方式：

ｌｇ牃＝３５．２３５
１１ ＝３．２０３２

ｌｇ牄＝１５．９８１
１１０ ＝０．１４５３

∴ｌｇ牪＝３．２０３２＋０．１４５３牨
根据上述数学模型可预测 ２００３年的科研经费收入数为：

ｌｇ牪＝３．２０３２＋０．１４５３×６＝４．０７５
查表得 ｌｇ牪＝４．０７５的反对数为 １８８５０，即 ２００３年科研经费收

入的预测数为 １８８５０万元。

． 高等学校决策分析的方法

高等学校的决策是以数学和统计原理为技术理论基础，从许

多为达到同一目标而可交换替代的行动方案中评价选择一个最优

方案的过程。高等学校决策的方法和技术主要包括确定情况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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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风险情况下的决策和完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等三种。

５．４．１ 确定型决策方法

确定型决策是指在已知未来情况下的决策。其要求的条件：一是

存在决策人希望达到的一个明确目标，如收益较大或损失较少；二是

一个事件只存在一个确定的自然状态；三是存在着供决策人选择的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方案；四是不同的行动方案在确定状态下的损益

值可以计算。确定型决策可以通过决策矩阵模型来分析和求解问题、
选择最优方案，作为决策依据。矩阵模型如表５．４所示。

表 ． 决策矩阵模型

爛 爼 爜 事件

爜１ 爜２ 爜３ … 爜牕

方 爛１ 爼１１ 爼１２ 爼１３ … 爼１牕

爛２ 爼２１ 爼２２ 爼２３ … 爼２牕

案      
爛牔 爼牔１ 爼牔２ 爼牔３ … 爼牔牕

在决策矩阵模型中，事件 爜是肯定要发生的，而且一个事件

如 爜１，只能有一种状态，即确定状态。由此它与各个方案结合，也

只能各有一个结果 爼牏牐（牏＝１，２，３，…，牔；牐＝１，２，３，…，牕）。
【例】 某高校要建一座实验楼，共有三种建设方案，决策目标

是在保证设计要求和施工质量的前提下，投资最省。现在有三家建

筑工程公司投标竞争建造该实验楼，三家公司分别对三种建设方

案的投标的（单位：万元）如下：

方案

标的 公司
爛 爜 爞

１ １８０ １９０ １８５
２ １７０ １８０ １６０
３ １７５ １８５ １８０

经评价，爞公司以 爼２牅＝１６０万元中标，即实验楼将由 爞公司

·１８·



按第二建设方案施工建造。

５．４．２ 风险型决策方法

风险决策又称概率决策或随机型决策，它是指决策因素中的

未控制因素（事件）的发生并不确定，但有一定的发生概率，这种状

态下决策具有一定的风险，因此，称之为风险决策。风险决策要求

的条件：一是有一个明确的决策目标，如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二

是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行的方案；三是存在多种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自然状态，并且对每种状态可以估算出可能发生的概率

值；四是不同方案在不同状态下的收益值或损失值可以定量估算。
风险情况下的决策标准主要是期望值标准，期望值是概率论中随

机变量的数学模型，即不同方案在不同状态下可能得到的加权平

均值，它有期望收益值和期望损失值两个目标，因而标准也就存在

着最大期望收益值标准和最小期望损失值标准两种。
（１）最大期望收益值标准。它是以决策收益为基础，根据各种

状态的概率值和收益值计算出不同方案的期望收益值，从不同方

案的期望收益值中选择其中最大的为最优方案。其模型如下：

ｍａｘ（∑爮爭）＝ ｍａｘ ∑
牔

牐＝１
爮牐爭１牐，∑

牔

牐＝１
爮牐爭２牐，…，∑

牔

牐＝１
爮牐爭牏牐，…，∑

牔

牐＝１
爮牐爭［ ］牕牐

其中：爮牐——第 牐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

爭牏牐——第 牏方案在第 牐种状态下的收益值。
（牏＝１，２，３，…，牕；牐＝１，２，３，…，牔）

【例】 某高校的电子工程本科专业，现有培养能力每年 ６００
人，现要制定该专业“十五”期间的发展计划，据专家预测“十五”期

间该专业每年可报考并录取的学生人数有四种可能的状态：１０００
人 的 概 率 为 ０．４；１２００人 的 概 率 为 ０．３；１４００人 的 概 率 为 ０．２；
１６００人的概率为 ０．１。该专业每招 收 一 名 学 生 可 获 取 学 费 收 入

８０００元，而少招一名学生（少招指没有达到培养能力水平）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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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能力折合 ５０００元。试对“十五”期间该专业的培养能力计划进

行决策。
从上例可知，“十五”期间该专业每年可录取的学生数有四种

状态：１０００（爮１＝０．４）、１２００（爮２＝０．３）、１４００（爮３＝０．２）、１６００（爮４

＝０．１），那么决策方案有四个，即 培 养 能 力 每 年 分 别 为 １０００人、
１２００人、１４００人和 １６００人。每个方案在不同状态下的收益如表

５．５所示。
表 ． 专业培养能力决策收益表 单位：万元

方案 力（人）
养能

培
状态和概率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期望收益值

∑
４

牐＝１
爮牐爭牏牐

Ⅰ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Ⅱ １２００ ７０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８５６
Ⅲ １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６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８３４
Ⅳ １６００ ５００ ７６０ １０２０ １２８０ ７６０

最大期望收益标准 ｍａｘ（∑爮爭） ８５６

以上各方案的期望收益值分别为：
方 案Ⅰ（１０００人）：８００×０．４＋８００×０．３＋８００×０．２＋８００×

０．１＝８００
方 案Ⅱ（１２００人）：７００×０．４＋９６０×０．３＋９６０×０．２＋９６０×

０．１＝８５６
方 案Ⅲ（１４００人）：６００×０．４＋８６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２＋１１２０

×０．１＝８３４
方 案Ⅳ（１６００人）：５００×０．４＋７６０×０．３＋１０２０×０．２＋１２８０

×０．１＝７６０
其中方案Ⅱ期望收益值为最大，达 ８５６万元。因此，确定 １２００

人方案为最优方案。
（２）最小期望损失值标准。它是与最大期望收益值决策标准相

对应的一种标准，是以选择期望损失值最小的方案为最优方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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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准是以决策损失表为基础，首先计算出每个方案在不同状态

下的损失值或者直接从决策收益表通过运算转换为决策损失表，
然后求出各方案的期望损失值，选择其中最小的作为最优方案。其

模型如下：

ｍｉｎ（∑爮爭）＝ ｍｉｎ ∑
牔

牐＝１
爮牐爭１牐，∑

牔

牐＝１
爮牐爭２牐，…，∑

牔

牐＝１
爮牐爭牏牐，…，∑

牔

牐＝１
爮牐爭［ ］牕牐

其中：爮牐——第 牐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

爭牏牐——第 牏方案在第 牐种状态下的损失值。

（牏＝１，２，３，…，牕；牐＝１，２，３，…，牔）
仍以上例为例，可以表 ５．５为依据，将决策收益表转换为决策

损失表。其方法是：用每列的最大收益值分别减去本列各个方案的

收 益值，将减后所得结果列入原格，如表 ５．５内的第一列（爮＝０．
４）最大收益值为 ８００万元，分别减去 ８００、７００、６００、５００，得本列的

损失值分别为 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万元，第二、三、四列等以此类推，可

得决策损失表 ５．６。
表 ． 专业培养能力决策损失表 单位：万元

方案 力（人）
养能

培
状态和概率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期望损失值

∑
４

牐＝１
爮牐爭牏牐

Ⅰ １０００ ０ １６０ ３２０ ４８０ １６０
Ⅱ １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６０ ３２０ １０４
Ⅲ １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６０ １２６
Ⅳ １６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２００

最小期望损失值标准 ｍｉｎ（∑爮爭） １０４

表内对角线上格子损失为 ０，对角线右上部分为机会损失，左

下部分为浪费损失。每个方案的期望值损失值分别为：
方案Ⅰ（１０００人）：１６０×０．３＋３２０×０．２＋４８０×０．１＝１６０
方案Ⅱ（１２００人）：１００×０．４＋１６０×０．２＋３２０×０．１＝１０４
方案Ⅲ（１４００人）：２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３＋１６０×０．１＝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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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Ⅳ（１６００人）：３００×０．４＋２００×０．３＋１００×０．２＝２００
其中方案Ⅱ的期望损失值 １０４万元为最小。因此，方案Ⅱ为最

优方案，其结果与最大期望收益值标准的决策结果是一致的。

５．４．３ 不确定型决策方法

不确定型决策是指对未来事件是否发生不能肯定，即决策者

在只知事件可能出现的状态而不知各种状态的可能性有多大的情

况下的决策。采用这种决策方法的前提是：一个方案遇到不同状态

时造成的“收益”或“损失”的数值是可以预先估计的。由于不确定

型决策发生在事件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因此，决策的标准主要取

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和要求。
（１）极大极小决策标准。这种决策标准的主要特点是对现实方

案选择持谨慎态度。其决策程序是：首先从每个方案的收益值中选

择一个最小的，然后再从这些收益最小值中选择一个最大的作为

备选方案，其决策原则是小中取大。
仍以前例为例，电子工程专业培养能力计划有四个方案，每个

方案在实施中可能遇到四种不同的状态。各方案在不同状态下的

收益值如表 ５．７所示。
表 ． 专业培养能力决策表 单位：万元

状态
方案 Ⅰ Ⅱ Ⅲ Ⅳ

极小值

（ｍｉｎ）
Ⅰ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Ⅱ ７０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７００
Ⅲ ６００ ８６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６００
Ⅳ ５００ ７６０ １０２０ １２８０ ５００

极大极小标准 ｍａｘ［ｍｉｎ（爭１牐），ｍｉｎ（爭２牐），ｍｉｎ（爭３牐），ｍｉｎ（爭４牐）］ ８００

根据极大极小决策标准进行决策如下：
①先求出每个方案在各种状态下的最小收益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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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爭牏牐），（牏＝１，２，３，４；牐＝１，２，３，４）
方案Ⅰ：ｍｉｎ（爭１牐）＝ｍｉｎ｛８００，８００，８００，８００｝＝８００
方案Ⅱ：ｍｉｎ（爭２牐）＝ｍｉｎ｛７００，９６０，９６０，９６０｝＝７００
方案Ⅲ：ｍｉｎ（爭３牐）＝ｍｉｎ｛６００，８６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６００
方案Ⅳ：ｍｉｎ（爭４牐）＝ｍｉｎ｛５００，７６０，１０２０，１２８０｝＝５００
②再求出四个方案最小收益值中的最大值。

ｍａｘ［ｍｉｎ（爭１牐），ｍｉｎ（爭２牐），ｍｉｎ（爭３牐），ｍｉｎ（爭４牐）］＝８００
因此，确定方案 Ｉ，即 １０００人培养能力为最佳备选方案。
（２）极大极大决策标准。这种决策标准的特点是对现实方案的

选择持积极态度，即取各方案最大值中的最大值为备选方案，它的

选择原则是大中取大。
现仍以电子工程专业培养能力决策为例，根据极大极大决策

标准，可编制各方案在不同状态下的收益值决策表如表 ５．８所示。
表 ． 专业培养能力决策表 单位：万元

状态
方案 Ⅰ Ⅱ Ⅲ Ⅳ

极大值

（ｍａｘ）

Ⅰ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Ⅱ ７０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９６０

Ⅲ ６００ ８６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Ⅳ ５００ ７６０ １０２０ １２８０ １２８０

极大极大标准 ｍａｘ［ｍａｘ（爭１牐），…，ｍａｘ（爭４牐）］ １２８０

根据极大极大决策标准进行决策如下：
①先求出每个方案在各种状态下的最大收益值，即

ｍａｘ（爭牏牐），（牏＝１，２，３，４；牐＝１，２，３，４）
方案Ⅰ：ｍａｘ（爭１牐）＝ｍａｘ｛８００，８００，８００，８００｝＝８００（万元）
方案Ⅱ：ｍａｘ（爭２牐）＝ｍａｘ｛７００，９６０，９６０，９６０｝＝９６０（万元）
方案Ⅲ：ｍａｘ（爭３牐）＝ｍａｘ｛６００，８６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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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Ⅳ：ｍａｘ（爭４牐）＝ｍａｘ｛５００，７６０，１０２０，１２８０｝＝１２８０（万元）
②再确定四个方案最大收益值中的最大值：
ｍａｘ［ｍａｘ（爭１牐），ｍａｘ（爭２牐），ｍａｘ（爭３牐），ｍａｘ（爭４牐）］＝１２８０（万

元）
因此，确定方案Ⅳ，即 １６００人培养能力为最佳备选方案，其收

益值为 １２８０万元。
（３）折衷决策标准。这是介于谨慎和积极决策标准之间的一种

决策标准。当决策者对决策问题情况不明时，既不那么积极，也不

那么保守；既不是一切都想得最好，也不是一切都想得最坏，而是

持中间态度。因此，在应用中要求决策者确定一个折衷系数 ０≤犜
≤１。折衷决策的标准如下：

折衷标准收益值＝犜爭ｍａｘ＋（１－犜）爭ｍｉｎ

其 中 爭ｍａｘ和 爭ｍｉｎ分 别 为 同 一 方 案 的 最 大 收 益 值 和 最 小 收 益

值，当 犜＝０时，为极大极小决策标准；当 犜＝１时，为极大极大决策

标准；当 犜在 ０与 １之间时，则为折衷决策标准。根据表 ５．７的极

小值和表 ５．８的极大值数据，假设 犜＝０．５时，各方案的折衷收益

值如表 ５．９所示。
表 ． 专业培养能力折衷决策表 单位：万元

状态

方案
Ⅰ Ⅱ Ⅲ Ⅳ

最小收益值

ｍｉｎ（爭牏牐）

最大收益值

ｍａｘ（爭牏牐）

折衷收益值 犜＝０．５

犜爭ｍａｘ＋（１－犜）爭ｍｉｎ

Ⅰ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０．５×８００＋０．５

×８００＝８００

Ⅱ ７０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７００ ９６０
０．５×７００＋０．５

×９６０＝８３０

Ⅲ ６００ ８６０ １１２０１１２０ ６００ １１２０
０．５×６００＋０．５

×１１２０＝８６０

Ⅳ ５００ ７６０ １０２０１２８０ ５００ １２８０
０．５×５００＋０．５

×１２８０＝８９０

根据折衷决策标准，当 犜＝０．５时，方案Ⅳ的折衷收益值 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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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为最大，因此，确 定 方 案Ⅳ，即 １６００人 的 培 养 能 力 为 备 选 方

案。当然随折衷系数 犜值的不同，折衷收益值也不同，而折衷系数

犜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和要求。

５．４．４ 资金时间价值因素对高校决策的影响

现代经济决策十分重视贷币时间价值在会计计量中的作用，
因为这是决定经济得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

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十分现实的经济问题。在投资决策中更

应重视资金时间价值对决策的影响。因为，投资决策的对象，其资

金投入时间长，资金时间价值带来的影响比任何会计决策都具有

更大的经济意义，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投资决策是不完整的、不

准确的。
资金时间价值，是指资金在运用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可

以增值。把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债券可以生息，通常时间越长利息

越多，时间和资金增值成正相关。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即使不考虑

通货膨胀因素，资金在不同的时间，其价值也是不相等的。放弃现

在使用资金的机会，可以按放弃资金使用时间的长短来计算报酬，
这种报酬就叫资金的时间价值。

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经费来源单一，主要靠国家

财政预算拨款。高等学校教育事业经费由财政部门或通过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拨入学校银行账户，并规定不计利息，由学校包干使

用，年终编制决算报表，报学校主管部门核准后，批复报销。因此，
形成了高等学校的报账型会计，学校的财务管理方法也不考虑资

金时间价值，即以静态方法处理经济问题。尽管我国已经基本形成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但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思维方式的惯性延续及其他原因，高等学校在相当程度上至今

仍然忽视经济运行中资金时间价值这一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学校资金的使用效益，甚至造成投资决策失误或不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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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学校经费来源

单一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学校自筹经费的能力逐渐增强，自筹经费的比例不断提高。高等学

校每年的经费少则几百万、几千万，多则上亿元、几个亿，有的甚至

达十几个亿。如何充分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因素，在保证学校各项事

业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提高学校资金的使用 效 益，使 资 金 更 多 增

值；怎样选择科研成果生产项目，创造更高的资金增值等问题都是

与资金时间价值有关的经济评价问题。可见，如何合理安排使用资

金，注重资金的时间价值因素，尽量使资金增值，提高学校资金的

办学效益，确实是高等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
随着高等学校校办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高校投资活动也日

益增加。学校兴办产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一是学校自筹资金；二是

银行贷款；三是社会单位或个人投资入股等。上述资金的科学投放

问题，至今在高校中仍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目前，校办产业效益就

全国而言都不理想，除少数已形成规模经营的高科技集团产业外，
各高校大多数中小校办产业举步维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学

校在投资决策中的某些失误，不能不说是其中之一。例如，在分析

投资回收期和报酬时，很多情况下都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这必

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引起决策失误。
折现率法是风险决策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在风险决策

中，将投资的折现率按照与投资项目的风险程度相适应的风险报

酬率进行调整，然后根据调整后的折现率进行风险决策。它的基本

原理是，在投资有风险的情况下，风险越大，投资项目的报酬率越

高，据此调整后的折现率也越高。这种决策方法的程序分四个步

骤：
（１）确定按风险调整的折现率。其基本公式为：
牑＝牏＋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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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牑——按风险调整的折现率；
牏——无风险的折现率；
犤——与投资方案风险相适应的风险报酬率。

通常，会计决策对某些经常遇到的风险投资项目，也可以根据

经验，按风险的大小，预先规定高低不等的折现率，然后考虑项目

的风险情况，选用合理的折现率。
（２）计算投资项目的年期望现金流入量，即在投资项目的寿命

期中，根据每年预计现金流入量及其概率分别计算出投资项目各

年的期望现金流入量。其计算公式为：

爛牏＝∑
牕牏

牐＝１
爛牏牐·爮牏牐

其中：爛牏——第 牏年的期望现金流入量；
牕牏——预计第 牏年现金流入量的个数；

爛牏牐——预计第 牏年第 牐个期望现金流入量；

爮牏牐——预计第 牏年第 牐个期望现金流入量出现的概率。
（３）根据按风险调整的折现率计算决策项目的期望净现值。其

计算公式为：

ＮＰＶ＝∑
牕

牏＝１

爛牏

（１＋牑）牏－牅

其中：ＮＰＶ——期望净现值；
爛牏——第 牏年的期望现金流入量；

牑——按风险调整的折现率；
牅——原始投资额。

（４）进行决策。决策规则是：ＮＰＶ大于 ０，方案可行；反之，则

舍弃。
【例】 某高校准备对校办企业在项目建设初一次性投资 １２０

万元，增添一套新设备，该项目使用期为 ３年，３年中可能出现的

现金流入量和概率情况如表 ５．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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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期望现金流入量和概率情况表 （单元：万元）

年 份
方案Ⅰ

概率 现金流入量

方案Ⅱ
概率 现金流入量

方案Ⅲ
概率 现金流入量

１ ０．２ ３２ ０．６ ４０ ０．２ ４８
２ ０．３ ３２ ０．４ ４８ ０．３ ６４
３ ０．５ ３２ ０．４ ４８ ０．１ ５６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各年的期望现金流入量：
爛１＝（３２×０．２）＋（４０×０．６）＋（４８×０．２）＝４０（万元）

爛２＝（３２×０．３）＋（４８×０．４）＋（６４×０．３）＝４８（万元）

爛３＝（３２×０．５）＋（４８×０．４）＋（５６×０．１）＝４０．８（万元）
如果投资方案的目标确定按风险调整为 １５％的折现率，并据

此对该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决策。
该项目的净现值为：

ＮＰＶ＝ ∑
牕

牏＝１

爛牏

（１＋ 牑）牏－ 牅

＝ ４０× １
（１＋１５％）＋４８× １

（１＋１５％）２＋４０．８× １
（１＋１５％）［ ］３ －１２０

＝（４０×０．８７０＋４８×０．７５６＋４０．８×０．６５８）

＝（３４．８＋３６．２９＋２６．８５）－１２０

＝－２２．０６（万元）
计算结果说明这个项目的净现值为－２２．０６万元，故应舍弃。

如果从静态角度看，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因素，该项目三年内的

期望现金流入量为 １２８．８万元，大于原始投资额。可见，资金时间

价值因素对高校投资决策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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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

．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意义和特征

高等学校通过长期决策和短期决策，分别提出了自己的长期

战略目标和短期经营目标。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保证决策所确定

的最优方案在实际发展中得到贯彻、执行，这就需要编制预算。预

算是对未来一定时期财务运营的计划或者说规划。预算编制实际

上是将有限的资源对照无限的需求予以分配的过程。
预算按其适用时间的长短可分为长期预算和短期预算。长期

预算主要是指一年以上的预算，它是一种规划性的预算，虽然数字

计算可以粗一点，但编制的好坏，将影响到一个学校的长期战略目

标能否实现。全面预算通常是指短期预算，又称总预算，是关于学

校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的财

务收支计划。
在局外人看来，预算无非是年末年初的事情。事实远非如此，

预算工作是一个川流不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而又常被称为预算

循环。高等学校预算循环如图 ６．１所示。

６．１．１ 高校全面预算的意义

预算管理是高等学校财务管理的中心内容，也是高等学校管

理会计的重要内容。全面预算是学校规模和事业发展方向的综合

反映，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对高等学校的事业发展有着直

接的重大影响。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明确目标，控制业务。高等学校的预算作为指导学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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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１ 高等学校预算循环图

工作的行动方案，体现了学校未来的发展趋势，它不仅能够帮助学

校全体教职员工更好地明确整个学校的奋斗目标，而且能够使全

校教职员工清楚地了解自己部门的任务。编制预算的目的是为了

贯彻目标管理的原则，指导和控制业务的执行。总之，预算能够使

管理人员未雨绸缪，养成凡事预先计划的良好习惯。
（２）内部协调，综合平衡。全面预算把整个学校各个方面的工

作严密地组织起来，而且把学校内部有关部门的配合关系也纳入

统一计划之中，使学校上下左右协调起来，环环相扣，达到平衡。学

校财务通过预算组织收入、分配支出，进行预算收支的综合平衡，
并正确处理各种财务关系，如收入预算与支出预算的关系，经常性

预算与建设性预算的关系，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的关系，教学支出

与教辅支出的关系，后勤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等等。
（３）分析比较，评价考核。预算管理工作不仅限于预算编制，而

且还包括预算的执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把实际情况与预算加以

比较，揭示差异，一方面可以考核各部门或有关人员的工作业绩，
另一方面也用来检查预算编制的质量。当然，也有些实际情况脱离

预算的差异，并不表示实际工作的好坏，而是预算本身的问题。掌

握了这些情况，有利于改进下期的预算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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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高校全面预算的特征

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１）综合性。高等学校预算是学校全部资金收支计划，它综合

了学校各项收入来源和支出用途，并进行科学分类、归纳，按照规

定的原则，将经过综合的学校财务，进行总体平衡，从而保证教学、
科研、行政、后勤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２）约束性。学校预算是经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审议通过的，确

保学校事业任务完成的重要经济计划，具有明显的限制性和促进

性。没有限制就没有促进，限制是为了促进。因此，预算具有很强

的约束力和强制性。未经学校最高决策机构，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学

校预算。学校预算一经通过，即具有指挥全校经济活动的严肃性，
就应成为校内所属各级预算单位和个人财务行为的指南。

（３）效益性。加强高等学校预算管理的目的：一是确保各项事

业计划对资金的需求，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要充分发挥资金

使用效益，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学校通过预算管理来优化

资源配置，节约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４）相对独立性。高等学校预算是学校自身的财务收支计划，

其执行结果只对学校本身发生影响，与国家财政计划没有直接联

系。也就是说，无论高等学校预算是否实现都不直接影响国家预算

的收支执行。可见，高等学校预算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这

一方面是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学校应直接

承担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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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原则和要求

６．２．１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原则

全面预算是学校未来一定期间 事 业 发 展 目 标 和 决 策 的 具 体

化，是计划的数量说明，它是控制学校未来一定期间经营管理活动

的有效手段，是强化学校内部管理的重要环节。高等学校的全面预

算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１）可靠性原则。学校编制预算时，既要考虑学校事业发展和

建设的需要，也要考虑学校财力的可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少花

钱多办事、办好事，做到“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不搞赤字预算。因

为学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不存在搞赤字预算的客观

基础，有收入才能安排支出。在编制预算时还应略有结余，留有一

定的预备费或后备基金，以便应付各种意外事件和不可预见情况

的发生。学校的各级负责人不能将“负债经营”和“赤字预算”的思

想引入学校的预算编制和执行之中。任何背离学校整体目标，超越

现实物质条件的预算都是难以实现的，其执行结果都将从不同侧

面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
（２）完整性原则。在编制预算时，必须将学校的一切财务收支

全部反映在预算中，不得遗漏和隐匿，不得在预算之外另留收支项

目。凡是会影响学校事业目标实现的业务、事项，均应以货币或其

他计量形式加以具体反映，尽量避免由于预算缺乏周详的考虑而

影响学校整体目标的实现。有关预算指标之间要相互衔接，勾稽关

系要明确，以保证整个预算的综合平衡。
（３）合理性原则。学校编制预算要做到合理安排各项资金，尤

其是要合理安排各项支出。支出预算体现了学校事业发展的规模

和方向，要正确处理“吃饭”和“建设”的关系，确保在必要人员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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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常运行开支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各项事业发展支出，做到“统

筹兼顾，保证重点”，以体现预算年度学校整体的事业目标。把有限

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在最能促进和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项

目上，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佳的办学效益。
（４）激励性原则。一般认为预算目标应有些难度，但经过努力

是可以完成的。如果预算目标被认为太难以至于实现不了，预算的

执行人员就会有挫折感并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如果成就预算目标

轻而易举，则缺乏足够的挑战力，预算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激励作

用。轻易成就的预算目标甚至会有副作用，为了避免过大的有利差

异，预算执行人员很可能不愿尽其所能。
（５）公允性原则。预算目标的公允性与预算控制的有效性密切

相关。要使预算目标能够达到它应有的激励作用，应当使预算执行

人员相信预算目标的公允。这就意味着应让预算执行人员参与预

算的编制，并由下而上，逐级上报。如果学校高层管理者要调整预

算，也应尽可能使预算执行人员信服预算调整的合理性，尽管这样

做有很大的难度。对此，学校最高管理者至少应当关心预算执行人

员的处境，并说明调整的理由。预算目标的不公平对于预算控制体

制有极大的破坏性。

６．２．２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若干要求

（１）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占有资料。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全面预

算的正确编制及其日后的有效执行，首先取决于能否获得全面、有

用的数据资料。因此，在编制学校全面预算时，除了充分利用现有

的会计核算和统计资料外，预算编制人员还应深入实际，大力开展

调查研究，认真做好事业发展和各项业务活动的预测工作，以便广

泛占有与未来一定期间的经营管理活动有关的各种情报资料，使

全面预算的编制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２）健全组织机构，完善规章制度。学校全面预算的编制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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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赖于学校内部各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 的 共 同 努 力、相 互 理

解、相互支持。但在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中，学校内部的各有关业务

和职能部门之间又是相互制约的，彼此还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

妥善解决。因此，为保证全面预算的科学编制和有效执行，必须在

最终实现学校整体目标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组织机构，制订并完

善规章制度，以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层次的积极性。妥善处理各职

能机构、各业务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学校各项业务活动和经

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和全面预算的顺利执行。
（３）领导积极参与，妥善处理关系。任何预算体系要有效地起

到预算目标的作用，都必须有学校最高管理部门的参与。学校领导

应参与预算的审查和批准，而且批准的程序不应仅是一种形式。管

理部门若不积极地参与预算的审批过程，预算执行人员有可能弄

虚作假。比如，有的管理人员可能提交很容易成就的预算目标，或

者为可解释意外事件保留过多的余地等。学校领导还应对预算的

执行结果进行认真分析。如果有始无终，没有预算执行结果的反

馈，预算体制仍然不能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在处理预算的人际关系问题上，学校的预算部门有其特殊的

难处。预算部门必须详尽地分析各业务和职能部门的预算方案，努

力确保预算方案不留有过多的余地（水分）。这样做，很可能使预算

部门与各业务或职能部门处于直接的对立位置上。预算执行人员

对差异的解释可能隐瞒了严重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轻描

淡写。作为预算部门应当实事求是，尽管这可能使有关业务或职能

部门的管理人员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预算部门应与业务或职能

部门及时进行沟通联系，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保证预

算体制的一致性。
为了使整个预算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通常可以在学校内部

专门设立一个财经管理委员会或预算委员会来负责学校预算的编

制并监督实施。它通常由学校领导、财务、校办、组织、人事、纪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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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主管人员以及总会计师等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制订和颁布

有关预算制度、管理办法等；审查和协调各部门预算申报工作；处

理有关方面在编制预算时可能发生的矛盾和争执；批准预算；下达

指标；及时检查预算的执行情况，必要时对预算作适当的调整。

．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体系和内容

６．３．１ 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体系

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体系是由宗旨、目标、方针、政策、规则和

程序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预算的最基本表达形式是“数

字”，“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数目字内包括轻重

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问题。”①

（１）宗旨。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以其独特的功能向社会表明它对

社会有用，宗旨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和使命。高等学校的宗旨

在于向社会提供高级专门人才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学校的一切

工作都是以围绕如何实现学校的宗旨而展开的。因此，学校的宗旨

也决定着学校预算的性质。
（２）目标。目标与宗旨密不可分。两者都反映组织的根本目的，

但宗旨偏向于定性，目标偏向于定量。高等学校的目标在于说明在

某一特定时期内，学校向社会输送各种合格人才和向社会提供科

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可见，高校的目标不仅决定着高校预算的性

质，而且也决定着高校预算的规模和程度，即为了实现目标必须筹

措的资源数量。高校的财务预算围绕着已经确定的需求量，重点解

决如何筹措及如何分配财务资源的两大问题，即收入预算和支出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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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方针。又称战略方针，是要解决在一定时期内，在围绕着目

标的实现已分解出来的若干具体事项中，确认重点是什么，先做什

么的问题。高等学校的战略方针旨在为资源分配明确重点、分清主

次、指明方向，其功能就在于在若干事项中区分出“轻重缓急”，它

是一个指向性很强的资源配置的总纲。财务部门对学校的财务方

针有发表自己职业见解的建议权，但无决定权。因此，在学校财务

方针决定之前，财务部门要发挥专业特长，当好学校领导的参谋；
在学校财务方针决定之后，财务部门要完整准确地领会领导的战

略意图，并且将这些战略意图贯彻到预算的编制及其执行过程之

中。
（４）政策。政策是组织在决策或处理问题时用来指导和沟通思

想与行动的明文规定。高等学校的政策对学校的正常运行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沟通及规范各部门的工作，避免政出多

门、步调不一，还有助于将一些问题及其如何处置事先确定下来，
避免前后不一。人们对政策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其说政策是

在禁止什么，倒不如说政策是在其规定的范围内，给下属单位以更

多的灵活处置的权力。好的政策的作用并不在于约束下属使之不

敢擅自决策，而是鼓励下属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自主决策，并主动

承担相应责任。
（５）规则。规则是在具体场合和具体情况下，允许或不允许采

取某种特定行动的规定，规则常以政策边界的形式出现。然而，政

策在运用中主要是鼓励下属在其职权范围内积极思考自主决策。
在高等学校的预算中，规则既包括上级不应过多地干预本属下级

职权范围之内的经费支配权，也包括下级对上级严格履行收入预

算和经费使用效益的责任。在收入预算中，规定了有关下级单位在

规定期限内必须上缴学校财政的数额；在支出预算中，同样规定了

下级单位在经费支出预算范围内应完成的工作任务和经费使用效

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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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程序。程序的实质是一系列的规则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总

和。它通常是大量的、日常的、带有重复发生性质的若干工作过程

及工作方法经过提炼和规范之后的产物。预算本身就是一项程序

化很强的工作，高等学校预算的编制和执行都必须按规定的程序

进行。这样，既可使学校领导摆脱事务缠身，减轻日常决策的负担，
集中精力抓大事、急事，也可使下属人员减轻 日 常 请 示 汇 报 的 负

担，提高工作效率。

６．３．２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内容

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体系具体体现在预算的内容之中。高等

学校全面预算的内容则由纵横交叉的项目和单位预算组成

６．３．２．１ 从纵的方面看，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由校级和所属

各级各类预算组成

（１）学校综合预算。此级预算编制的主体是学校，收入与支出

的平衡是指在全校层面上和范围内的平衡。按高等学校财务制度

的规定，学校 预 算 应 符 合“大 收 入”、“大 支 出”、“大 口 径”和“大 管

理”的要求。据此，高等学校在编制预算时，应将全校的各项收入全

部纳入预算，以利于加强对收入的统一管理；同时，也应将全校的

各项支出全部纳入预算，以利于提高资金的综合使用效益，保证支

出安排合理，资金使用得当。这样，不仅可以反映高等学校资金收

支金额，而且便于掌握和控制学校收支总体规模，还可以与会计核

算保持统一口径，及时分析考核预算执行情况。
（２）校级收支预算。此级预算编制的主体虽然仍是学校，但校

级收支预算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持校级财政收支平衡。此时的收入

和支出预算并不是学校作为独立事业法人范围内的全部收入和支

出，而仅仅包括了学校所有并可直接调节和支配的收入和支出。实

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务体制的高等学校，由于“分级”的存在

及其合法化，取得“分级管理权”的职能部门及院（系）也将各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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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收支预算，并自求平衡。各院（系）及各部门完成了按规定须向学

校缴纳的创收任务后，其余的收入也不再是校级财政收入，各院系

各部门对其拥有自主支配权，学校则不具有支配权。
（３）所属各级各类预算。学校综合预算是在校级收支预算以及

所属各级各类预算基础上的收支综合平衡。学校综合预算只有在

校级收支预算和所属各级各类收支预算各自平衡的基础上才能真

正做到收支平衡。但是，学校综合预算的收支平衡，并不能说明校

级以及所属各级各类收支预算也一定各自平衡。因为结构平衡是

综合平衡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必须认真做好学校各级各类收支预

算工作。学校通常在维持和维护收支总体平衡的条件下，根据事业

发展的需要分解出各类预算，例如根据收入的情况将支出预算分

为人员经费预算、公用经费预算、业务经费预算和专项经费预算等

四大类。在四大类预算下再列出明细项目并归口下达指标到大类

控制单位。这些大类控制单位一般为学校的相关职能部门，如人员

经费归口人事部门；公用经费归口学校行政综合管理部门；业务经

费归口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专项经费则可根据具体情况归口到

相应部门。在具体操作上也可以先将各类经费归口到学校分管领

导，再由学校分管领导分配给各职能部门。各类经费归口管理部门

再将其分配到各院（系）及各单位，做到收支平衡，留有余地；各院

（系）及各单位根据自身的收支情况，编制收支预算并自求平衡。
这样，自下而上、层次分明的各级各类预算构成了一套以自求

平衡为特征的学校综合预算体系。通过全校预算、校级预算和所属

各级预算，可以加强对各级资金收支的管理，防止产生一级预算平

衡，二级预算失衡的赤字隐患，明确各种经济责任制，形成规范和

有序化管理。
６．３．２．２ 从横的方面看，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由收入预算和

支出预算组成

（１）收入预算。高等学校的收入包括财政补助收入和非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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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收入两大类。财政补助收入的预算应根据财政部门核定的定额

或补助标准编制；非财政补助收入项目包括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等，应根据各类项目

收入的具体情况编制有关项目收入预算。在编制收入预算时，要注

意划清财政补助收入和非财政补助收入的界限；划清事业收入和

经营收入的界限；划清核算留用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应上缴财政

专户的预算外资金收入的界限。
高等学校的收入预算，可按来源测定，按部门汇总。这样，既能

明确来源构成，并与会计核算口径相一致，又能分清部门责任，便

于考核收入预算的执行情况。
（２）支出预算。高等学校的支出由事业支出、经营支出、自筹基

建支出和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等部分组成。其中事业支出按其用途

可分为教学支出、科研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

出、学生事务支出、离退休人员保障支出和其他支出等八大类；按

其内容又可分为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

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其他费用和

业 务招待费等十二项。通常将前六项称为“人员支出”或“人员经

费”，后六项称为“公用支出”或“公用经费”。学校在编制支出预算

时，要正确编列各项支出预算。应划清事业支出与经营支出的界

限，经营支出应与经营收入相配比，以正确反映经营收支结果；事

业支出并不与事业收入相配比，学校除经营收入外的各项收入，都

可直接用于事业支出，因此各项收入要统筹安排。要划清事业支出

中八大类支出的界限，正确反映各类支出情况。各类支出的具体项

目，属于人员支出的应按有关标准和人员编制等编列；属于公用支

出的，有支出定额的应按定额计算编列，没有支出定额的要根据实

际情况测算编列。
目前，部分高等学校采用复式预算方式编制支出预算，即将支

出预算区分为经常性支出和建设性支出两部分。经常性支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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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人员经费和学生奖学金，以及日常组织教学、科研、行政、后

勤、对外服务等各项事业开展所必需的开支；建设性支出是指列入

本年度的专项事业发展性开支，对这部分支出要按轻重缓急排序，
在确保经常性支出的前提下，安排建设性支出。复式预算主要是由

收入多渠道且不稳定，支出多方面且轻重缓急的程度不同两大原

因造成的，以稳定收入对应稳定支出的设想，保障了学校教学、科

研等各项事业的正常开展和基本维持；以非稳定收入的实现程度

来对应事业发展的支出项目，既促进了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又在

更大程度上避开了风险。然而，由于复式预算对编制和执行的技术

水平和管理水平要求较高，所以其广泛应用受到限制。

．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程序和方法

６．４．１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程序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编制和落实，是整个学校工作的重点，应

引起学校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应按必要的程序，依次展开各项必

做的工作。
６．４．１．１ 预算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做好调查和论证工作。首先是要落实

预算班子，包括资料收集人员、草案起草人员、参与论证和决定人

员等。其次是要明确预算目标。包括预算需体现的学校的宗旨、目

标、方针、政策等，特别是要了解各项工作的轻重缓急程度；预算需

遵循或反映的若干规则、程序及学校的远景规划等；以及预算文本

的格式及有关注意事项。第三是预算资料的调查。要摸清基本数

据，如与编制预算有关的各数量 指 标，包 括 人 数、工 程 量、工 作 量

等；检查并确认定额，弄清各定额标准的来源及依据，如历史的、政

策的、同行业平均的、其他行业参照的、本单位新测算的等等，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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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逐项论证认定；各项目需求数摸底，可由各项目单位自报，也可

参照历史情况进行推算，或根据项目对目标的贡献程度预估，在此

基础上核算出当年的总需求数；预计收入测算，应排出形成学校收

入的所有项目，分门别类地对当年预计收入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

推算出当年可供预算分配的总收入。
６．４．１．２ 预算编制阶段

高等学校的预算应履行《预算法》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

的“两上两下”的法定程序。
（１）学校提出预算建议数。高等学校在编制正式预算前，要根

据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本预算年度学校事业计划，分析各项增减

因素对学校收支的影响，提出学校本年度全部收入、支出预算的建

议数，其中包括申请财政补助建议数，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

政部门。
（２）财政部门下达预算控制数。财政部门审核主管部门报送的

学校预算建议数，看其是否合理，收入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全部列入

预算，支出是否按照有关支出标准编制。然后，结合本预算年度财

政可供资金，经平衡后下达预算控制数，并核定财政补助指标。
（３）学校根据预算控制数编、报正式预算。高等学校要根据财

政部门和主管部门下达的预算控制数，按照预算编制原则，对相关

项目进行必要调整，编制正式预算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财政

部门。
（４）财政部门批复预算。财政部门对主管部门报送的各学校正

式预算进行审核后，对符合编制要求的，在规定期限内批复下达。
高等学校取得的经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即为预算执行

的依据。
６．４．１．３ 预算执行阶段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监督和控制。首先，要监督各项预算收

入及时足额到位。取得的各项收入要及时入账，不得坐支；由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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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归口统筹的学校收入，要及时解缴，不得截留、挪用；该上缴财

政专户的预算外收入应及时足额交财政专户，并尽早申请返还使

用。其次，要根据支出预算，并结合工作进度，及时安排各项支出。
要按项目开展的要求，及时组织资金到位；按重点项目、必需项目

优先的思想安排资金供应；严格控制，不能突破预算安排数。再次，
做好预算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及时收集并反馈预算执行

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分析，
查明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作为预算调整的依据和建议。最后，
对预算进行必要的调整。维持当年收入支出的总体平衡，是预算调

整的内在要求。为了保证高等学校预算的严肃性、有效性，维持学

校预算的权威性，强化预算约束，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原则上不予

调整。如果国家有关政策或学校事业计划和任务有较大调整，对收

支预算影响较大，确需调整时，学校可以报请主管部门或者财政部

门调整预算，调整方案必须经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审查批准，并报主

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
６．４．１．４ 预算执行结果报告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检查、评价和报告。预算项目执行的具

体部门要提交该部门事业发展的情况报告；预算管理部门要提交

反映预算执行情况的决算报告。决算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预算收支的实际完成情况，分析说明预算收支与实际收支

的差异；二是事业计划的完成情况，如招生人数、学科建设、科研项

目等的完成情况。预算执行报告要做到数字准确、内容完整、说明

充分、报送及时，总结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对存在的问题要分

析原因，并提出改进意见，为下年度预算的编制打下基础。

６．４．２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方法

如前所述，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内容复杂，涉及面广，与此相

适应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高等学校在进行全面预算时可结合

·５０１·



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６．４．２．１ 固定预算和弹性预算

固定预算又称静态预算，它是根据未来固定不变的业务水平，
不考虑预算期内学校事业活动和计划可能发生的变动而编制的一

种预算。这种预算用来考核业务水平和工作任务较为稳定的部门

是比较适合的。固定预算易于编制和理解，而且具有较强和较严格

的约束力。就会计上看，固定预算也能较方便地纳入核算体系之

中，从而便于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控制。但是，如果用来衡量业务水

平和工作任务变动较大的部门，这种预算方法则往往不太适用，甚

至有时会引起人们的误解。
弹性预算也称变动预算，它是固定预算的对称。弹性预算的特

点在于：它是为一定的活动水平范围而不是为单一的活动水平而

编制的预算，其数据能够随着活动水平的变化而调整，因此，它比

固定预算更便于区分和落实责任。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因

素会影响到实际的活动结果，从而和原定的预算产生差异，为了更

准确地评价和考核它的执行情况，就有必要编制弹性预算。
６．４．２．２ 增量预算和零基预算

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是从上年的预算数开始，根据预期的预

算年度业务变动情况增加（或减少）一定的数额。在确定预算时，只

对新的业务活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而对以往已进行的业务则视

为理所当然，不再分析。可见，它是以承认现状的合理性为出发点

的，这种方法通常称为增量预算法。由于在组织的活动中，一般都

会发生削减原有业务，补充新业务的情况，各类业务活动相对于组

织的重要性也会不断变化，增量预算法有时不太适用。
所谓零基预算法，就是以零为基数的计划预算编制法。它不受

以往实际情况的影响，完全根据未来一定期间业务活动的需要和

各项业务的轻重缓急，对有关预算项目进行逐个分析和计量并从

零开始进行编制的预算。在这种预算方法下，确定任何一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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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考虑前期的实际水平，只考虑各该预算项目本身的重要程

度，其具体数据的确定始终以零为起点。
零基预算法的编制工作量较大，要从组织的年度总目标出发，

对各部门的业务活动逐一确定方案，提出各自预算，经自下而上权

衡轻重、评分划等、审查和分配预算资源，最后汇总评估而确定。一

般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学校，其具体实施步骤为：
（１）领导人先明确组织的目标，并试图将 长 期 目 标 和 近 期 目

标、当年必达目标和期望目标、定量目标与非定量目标之间的重要

次序搞清，形成一个可参照、可考核的目标体系。
（２）各部门将自身存在的价值、本部门所进行的工作对目标的

贡献、所做的工作应需的经费、经费耗费与目标实现的相互关系作

申请论证。
（３）预算人员在领导人认定的目标优先次序下，根据已被确认

的各部门、各项目、各工作对目标的贡献强度序列，在总经费宏观

总约束控制下，依顺序及强度安排经费供给。
零基预算是近几年来推广使用的一种全新的预算编制思想。

它的推广使用有利于组织全面审核下属机构，有利于淘汰无用，克

服臃肿；有利于限制组织内部支出的随意性，对目标没有实质性贡

献的项目和部门不能安排开支；有利于将资金及其他资源集中用

于大贡献部门与大贡献项目；也有利于财务预算管理人员树立全

局观念、目标观念、择优观念，开拓视野，提高管理水平。
运用零基预算法，一是要求预算编制人员有很高的管理水平，

包括很强的理解能力，分析判断能力；二是要求预算编制人员有特

殊的管理地位，即要超然超脱，且有相当的权威性；三是要求预算

编制人员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主动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勇于

开拓的大无畏精神。
６．４．２．３ 绩效预算

绩效即成绩与效率之意。绩效预算是运用企业成本分析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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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费用的一种预算制度。将成本分析应用于预算控制而设计出

绩效预算，按计划决定预算，按预算决定成本，按成本表现效率，按

效率实行考核。提出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的成绩与效率，讲求经济

与效率，是预算管理的基本任务。高等学校与企业经营一样，既有

投入，也有产出问题，也需要讲求经济核算。因此，绩效预算同样适

用于高等学校。绩效预算的具体步骤为：
一是统一规划，即预算要与学校的方针、长期计划相一致，各

项支出安排应以工作进度和工作量为基础，而不以往年支出数为

基础；二是适当分类，总体预算应分校级、职能部门、业务部门等若

干层次；三是协调配合，各计划环节要相互协调，并相互提供资料；
四是分级负责，各项工作都要进行进度与成果的控制，即每项工作

的权限与责任同时统一到承办单位；五是正确衡量，执行后提供工

作绩效报告，用以改善此类预算成本控制。
绩效预算方法以预计效益的取得安排支出，并在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及结束等各个环节始终注重绩效衡量。然而，由于很多绩效

难以量化，难以衡量，绩效预算的操作难度大，管理要求高。

． 高等学校全面预算的会计处理

６．５．１ 高等学校预算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高等学校的全面预算包括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和报告等环

节。在预算管理的各个环节中，预算控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没有一个有效的预算控制系统，再好的预算控制也难以达到预期

的目的。因此，如何有效地实行预算控制是高等学校加强预算管理

的重要课题。
高等学校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其重要任务就是搜集、加工、

整理经济信息，为高等学校制定经济决策及实施内部管理提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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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会计与学校的预算管理相互

脱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科目的分类和计算口径与

预算项目的分类和计算口径截然不同，会计核算资料无法直接与

预算数据相比较，预算项目的执行情况无法直接反映并无法进行

必要的分析；二是预算管理业务的会计处理不规范，缺乏客观性和

可验证性。在实际操作中，学校在确定当年预算后，通常是直接在

相关经费本上记录当年支出预算指标，并通过计算机输入控制。在

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会计凭证来反映支出预算指标是如何记入

控制账的，也不反映收入预算的情况，预算管理的许多业务没有通

过控制账反映，这不仅不能全面反映高等学校的预算安排情况，而

且也是违反会计复式记账基本原理的。学校在调整预算时，往往直

接修改原支出预算指标或通过收入、支出科目进行调整，这样做既

无法反映预算调整的原因，又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６．５．２ 规范高等学校预算的会计处理

针对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新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一方面

从根本上改革了会计核算体系，强调以高等学校为会计主体，实行

“大收大支”的核算体系，以适应预算管理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部

借鉴国外高等学校的经验，要求教育部直属高校在资产、负债、净

资产、收入及支出五类会计核算科目外，专门增设了预算管理类科

目。
通常，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系统，为了反映和实施预算控制，

专门开设包括预计收入、拨款、保留支出、保留支出准备等预算账

户，既包括总分类控制账户，也包括按预算收支项目开设的明细分

类账户。其中，明细账的开设数目应至少不少于预算中列明的支出

项目。借鉴国外高等学校预算会计处理做法，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

情况，教育部要求其直属高等学校使用的预算管理类科目包括“预

算收入”、“预算分配”、“预算结余”、“约定支付”、“约定支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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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个科目。通过设置预算管理类科目，高等学校可将收入预算指

标和支出预算指标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实现科学的预算控制。在不

影响真实反映学校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等情况的前提下

达 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预算收入”科目记录的收入预算指标与

收入类科目记录的实际收入数相比较，随时反映和控制预算年度

内 收入预算的执行情况；二是通过“预算分配”科目记录的支出预

算 指标与支出类科目记录的实际支出数、“约定支付”科目记录的

约定支付数的比较，随时反映和控制预算年度内支出预算的执行

情况。
预算管理类科目属于高校管理会计的范畴，它与财务会计科

目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预算管理类科目专门用于核算与预算

管理有关的业务，而不核算高等学校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
支出等财务会计要素；二是预算管理类科目通常需按收入预算数、
支出预算数或合同金额入账，而不以实际收支入账；三是预算管理

科目自成体系，具有独立的内在勾稽对应关系，自求平衡，在使用

过程中一般不与财务会计科目发生关系，不会影响财务会计的平

衡关系。可见，预算管理类科目的设置与使用能保持财务会计核算

体系的完整，有利于高等学校强化预算管理，及时提供执行情况，
从而更为有效地防止高等学校年度预算的失控。

６．５．３ 高校预算管理的账簿体系

６．５．３．１ 总分类账

将预算账户纳入到总账之中并不会影响各资产和负债账户，
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明确。在预算管理所采用的各总分类账户中，预

算收入和实际收入账户用于登记年内的预算总收入和 实 际 总 收

入；预算分配、实际支出、约定支付（已对外承诺支付，但未实际支

付的预计金额）账户用来登记年内预算总支出、实际支出和约定支

付。这些账户除本身反映了有关收支的预算与实际数据外，还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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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收支明细账起着控制作用。
６．５．３．２ 收入明细账

为收入开设明细账的目的是为了对每一收入来源实施详细的

预算控制，有关部门和管理人员可以根据收入明细账所积累的信

息来了解各项收入来源的实现情况。这些信息包括预算信息和实

际信息。这种信息对筹资部门及其管理人员更有用处，可据以其管

理收入过程，必要时甚至调整预算。
预算收入、实际收入总分类控制账户与详细收入明细分类账

户之间的关系如图 ６．２所示。

图 ６．２ 预算收入、实际收入总账与收入明细账关系图

（１）预算通过后，将当年预算收入总额借记“预算收入”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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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一收入来源的具体数字记入收入明细账“预算收入”栏内。这

时，收入明细账的借方余额表示年内可望实现的预算收入总额。
（２）收入实现时，将实际收入总额记入实际收入总账；将每一

收入来源的具体数字记入收入明细账“实际收入”栏内。这时，收入

明细账的借方余额表示当年尚未实现的预算收入数额，等于预算

收入与实际收入总账之差额。总账与明细账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

关系正是通过这种等量关系体现出来的。
６．５．３．３ 支出明细账

为支出开设明细账的目的是为了对每一支出用途（项目）实施

详细的预算控制，它能提供累计支出、未清偿约定支付及预算支出

的余额等方面的信息，这对有关部门及其管理人员也是十分重要

的信息来源，可借以加强对支出过程的管理。
预算分配、实际支出、约定支付总分类控制账与详细的支出明

细分类账之间的关系如图 ６．３所示。
（１）预算通过后，将预算支出总额应贷记“预算分配”账户；将

每一预算支出的具体项目应记入支出明细账“预算支出”栏中。这

时，支出明细账的贷方余额表示当年可发生的预算支出总额。
（２）当发生约定支付（预订或签订合同购买设备等）时，将约定

支付总额记入“约定支付”、“约定支付准备”总账；将每一具体约定

支 付记入支出明细账“约定支付”栏中，并相应计算出预算支出的

余额（即用作未来支出的预算支出数额）。
（３）实际发生支出时，将约定支付予以注销（已作约定支付的

支出）；将实际支出总额借记实际支出总账；将每一支出用途的具

体数字记入支出明细账的“实际支出”栏内。这时，支出明细账的贷

方余额表示当年尚可使用的预算支出数额，等于预算分配与实际

支出、约定支付总账之差额。
预算分配、约定支付、实际支出总账与支出明细账之间的控制

与被控制关系也是通过数字等量关系体现出来的。在任何时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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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３ 预算分配、实际支出、约定支付总账与支出明细账关系图

支 出明细账“预算支出余额”栏中的数字，应同预算分配总账余额

与实际支出、约定支付两总账余额之差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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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高等学校的责任中心和业绩考评

． 分权管理与责任中心

７．１．１ 高等学校的集权与分权

集权就是把权力相对集中于最高领导，直接统帅所属单位和

人员的活动。其主要优点：一是有助于加强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
提高管理工作效率；二是有利于协调组织的各项活动；三是有助于

充分发挥领导者的聪明才智和工作能力。由于机构精干，用人少，
还可以使管理的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主要缺点是：使领导者直

接控制面缩小，增加了管理层次，延长了向组织下达指令和信息沟

通渠道，不利于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培养出熟悉全面

业务的管理干部。
高等学校的集权是指学校的决策权集中于某一点，而高等学

校的分权则是指学校的决策权分散于许多人。什么时候分权，什么

时候集权，不能简单地说分权比集权好，只能说是某些情况需要分

权，某些情况需要集权。当高等学校处于简单而平稳的环境，而且

对决策所需信息不大时，学校领导趋向于集权；而当学校处在复杂

多变的环境时，学校领导由于时间、精力不足，以及问题的多样性、
变动性，难以处理，另外由于对工作和环境的理解程度不够时，不

得不将有关权力下放给下属人员，下放给直 线 职 能 部 门、参 谋 人

员、有关专家，让他们去处理那些非常规化程度高的工作。如各院

（系）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环境进行社会服务工作，应让各院（系）
根据其优势自行作出有关决定。在多变的环境中，允许各个教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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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根据变化迅速的社会需求，开设各种专业短训班，这也是分权的

具体体现。总之，在多变的环境中，例外情况多、非常规化程度高，
工作不可预见，一般趋向于分权。在现代社会中，国外许多大学为

了更好地适应变化迅速的内外部环境，大都采用各种分权管理体

制，调动高校教学、科研等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以促进高等教育

事业的发展。
分权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将学校的决策权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部

门的管理人员之间进行适当划分，并通过适当的授权，使各部门、
各层次管理人员都能对日常的经营活动及时作出有效的决策，以

迅速适应环境变化的需求。学校的分权管理使直接控制面扩大，减

少了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管理层次，使最高层与基层之间的信息

沟通较为直接。通过学校决策权划分，使学校最高层管理人员能将

其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组织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以保证整个

学校始终有一明确而正确的发展目标；通过决策授权，能有效地调

动校内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基层组织能从环境需

要出发，更加灵活有效地组织各项活动，从而群策群力，使全体管

理人员既能为实现学校总体目标作出贡献，又能体现其自身价值。
然而，学校分权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各分权单位之间具有某种

程度的互相依存性；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各分权单位在所有方面像

一个独立的组织那样从事经营管理活动。这就使某一分权单位的

行为不仅会影响其自身的工作业绩，而且分权单位为了其自身业

绩，还会采取一些有损于其他分权单位经营业绩甚至有损于学校

整体利益的行为。由此可见，在实行分权管理的高等学校，应十分

重视协调各分权单位之间的关系，使各分权单位之间以及学校与

分权单位之间在工作和目标上达成一致，防止各个部门为了片面

地追求局部利益，致使学校整体利益受到损害等行为的发生。高等

学校管理会计的主要功能在于利用会计信息对各分权单位进行业

绩的计量、评价和考核，具体表现为，根据授予校内各单位的权力

·５１１·



和责任以及对其业绩的计量、评价方式，将学校划分成各种不同形

式的责任中心，并建立起以各个责任中心为主体，以责、权、利相统

一的机制为基础，通过信息的积累、加工和反馈而形成的组织内部

严 密 的 控 制 系 统，即 责 任 会 计 制 度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７．１．２ 高等学校内部责任中心

７．１．２．１ 责任中心的特征

有了分工，就意味着明确了职务，承担了责任，就要有与职务

和责任相适应的权力，并享受相应的利益，这就是职、责、权相对应

的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职务要实在，责任要明确，权力要恰当，利益

要合理。
分权管理使高等学校日常的经营决策权不断地向下属部门下

放，从而使决策达到最大程度的有效统一。但与此同时，高等学校

的经营管理责任也随着经营决策权的下放一起层层落实到各级管

理部门，使校内各管理部门在充分享有经营管理决策权的同时，也

对其经营管理的有效性承担经济责任。这种承担与其经营决策权

相适应的经济责任的部门或单位，被称为“责任中心”。可见，高等

学校内部的责任中心是为履行某种责任而设立的特定 部 门 或 单

位，其基本特征是权、责、利结合。高等学校内部的责任中心的具体

特征如下：
（１）拥有与学校总体管理目标相协调，且与其管理职能相适应

的经营管理权。学校分权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管理的效率，为实

现这一目的，就应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对一些日常的经营管理权

直接授予负责该经营活动的部门，使其能针对具体情况及时作出

处理，以避免因层层汇报，延误决策时机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２）承担与经营管理权相适应的经济责任。在管理学原理中，

责任与权力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决策权力，就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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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经济责任。当学校内部一个部门或单位被授予其经营决策

权时，就必须对其决策的结果承担经济责任，这也是对有效地使用

其权力的一种制约。所以，学校内部每一责任中心必须根据授予其

经营决策权的范围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３）建立与责任相配套的利益机制。为了保证学校各部门管理

人员都能有效地行使其权力并勇于承担责任，就必须建立与其责

任相配套的利益机制，以使每个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管理业

绩相联系，这是激励管理人员和所有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负责

态度的最普通手段。
（４）各责任中心的目标与学校整体目标是协调一致的。无论是

集权管理还是分权管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实现学校的整体目标。
当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将经营决策权授予各级管理人员时，实际

上就是将学校的整体目标分解成各责任中心的具体目标。由于这

种分解是在系统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各责任中心的目标与学

校整体目标是一致的。
７．１．２．２ 高等学校责任中心的划分

高等学校的责任中心，是指根据其管理权限承担一定的经济

责任，并能反映其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学校内部单位。由于授权范

围不同，各责任中心所承担的经济责任范围也各不相同。从经济角

度看，高等学校可划分以下不同责任中心：
（１）收入中心。它是对收入负责的责任中心，其特点是只对收

入负责，而不对费用负责，因此，一般只考核收入实现情况。通常，
可将与学校收入有关且能分清责任、单独计量收入水平的内部单

位，如产业处、科技处、经营性资源的管理与开发部门以及校友会、
基金会等学校主管收入的各职能部门视为收入中心。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越来越大，财、税、费、基、
科、贷、息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多元化收入格局已经形成。为了进

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拓展筹资渠道，及时、足额地筹措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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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必须建立明确的收入目标责任制。
（２）费用中心。它是对费用负责的责任中心，其特点是只对学

校事业发展过程中投入的费用负责，也就是只对消耗负责，而不承

担收入实现的责任。因此，一般只考核费用的发生和控制情况。高

校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组织，主要是为了完成国家规定的教育、科研

等任务而发生一定数额的费用，因此，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部门都是

费用中心。
（３）收入、费用中心。它是既要对收入负责，又要对费用负责的

责任中心。需要明确的是，收入、费用中心不同于利润中心，虽然利

润中心也要既对收入负责，又对费用或成本负责，但由于收入与费

用是配比的，利润等于收入减去成本或费用，因而利润中心的考核

指标一般是有关利润的实现情况。收入、费用中心则不同，虽然它

也同时承担对收入和费用的责任，但这里的收入和费用是不配比

的，是两种责任。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指标来考核，而应该对收

入和费用进行分别考核。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学校，其院

（系）等部门既从事和承担日常教育、科研业务活动，又提供教育服

务并取得一定收入的可视为收入、费用中心。
（４）利润中心。它是对利润负责的责任中心，由于利润等于收

入减去成本或费用，所以利润中心实际上既要对收入负责，又要对

成本或费用负责。但由于其责任主要是实现目标利润，因而考核的

指标一般是有关利润的实现情况，而不是具体的收入和成本或费

用发生情况。高等学校实行企业化管理的非法人的二级核算单位

可视为利润中心。
（５）投资中心。它是对投资负责的责任中心，其特点是既要对

利润负责，又要对利润与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负责。投资中心与利

润中心相比，利润中心只有短期的经营决策权，而投资中心除此之

外，还拥有长期投资决策权。因而其权力更大，但同时其承担的经

营责任也更大，投资中心所考核的主要是投资效益。高等学校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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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校办产业等都属于投资中心。

． 高等学校的责任预算

７．２．１ 责任预算体系

责任预算是从责任中心的角度，对总预算进行分解而形成的

各责任中心自己的预算。确切地说，责任预算是一种把总预算中确

定的目标，按照学校内部各责任中心进行划分，落实到各部门和每

层组织，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确保学校总体目标实现的预

算体系。编制责任预算的目的在于将责任中心的经济责任数量化，
并以此作为责任中心努力的目标和对其进行考核的依据。

责任预算是以责任主体为对象进行编制的，按照责任主体的

责任范围及控制区域来编制不同内容的责任预算，形成责任预算

体系。
７．２．１．１ 责任费用预算

责任费用是责任中心发生的可控费用，而责任费用预算则是

责任中心应达到的责任费用水平。从责任会计的角度来看，凡是有

可控性费用支出的学校内部单位都可以也应该成为责任预算的承

担者，包括各类各级的费用中心，收入、费用中心和利润中心。学校

作为非营利组织，其产出主要是服务于体现社会效益的高级专门

人才和科研成果，不仅不能用利润指标加以衡量，而且也难以数量

化。要培养人才，要出科研成果必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学校是一个消费单位。费用是体现高等

学校投入水平的一项综合性指标，涉及面广，几乎包括了学校内部

的所有单位直到职工个人。因而责任费用预算的编制是责任会计

实务中一项非常复杂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值得指出的是，学校的

各职能部门往往仅仅发生费用支出，而且还不能完全也不应该以

·９１１·



费用支出的绝对数的大小作为评价其工作业绩的惟一标准。因此，
各职能部门应当根据各自可控性费用支出的详细项目，最好是采

用零基预算法，定期编制各自的责任费用预算。
７．２．１．２ 责任资金预算

由于学校内部不存在只对资金使用承担责任，而不对费用或

利润承担责任的责任单位，因而不需要建立资金责任中心。但是，
由于任何责任中心都会占用一定数量的资金，所以要对本中心的

资金使用状况承担责任。责任资金预算就是各责任中心的资金占

用限额。通常，我们不能用资金占用绝对额的大小单独考核责任中

心的工作业绩，而是必须与其他因素诸如费用、利润、上缴款等结

合起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资金占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以

运用利息这个杠杆，促使责任中心挖掘资金潜力。各个责任中心特

别是一些二级核算单位，不能无偿占用资金，应对资金占用负责，
并支付一定的资金占用费。

７．２．１．３ 责任收入预算

责任收入预算是就收入而言的，它以可控性收入为责任收入。
责任收入预算就是各收入中心应实现的责任收入水平。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学校

的筹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逐步形成了财、费、产、社、基、科、贷、息等

多渠道筹资的新格局。这些办学资金的筹措，收入的实现，与学校

各业务和职能部门的工作密切相关，尽管对各单位来说有些是可

控性收入，有些则是不可控性收入。因此，高等学校必须重视责任

收入预算，提高高等学校的筹资能力和收入的实现水平。
７．２．１．４ 责任利润预算

责任利润是就利润中心而言的，以可控收入减去可控成本后

的可控净收入为利润中心的责任利润。责任利润预算就是各利润

中心应实现的责任利润水平。责任利润不同于企业财务利润，它是

以责任中心为单位，以可控性为原则，也即是以利润中心的可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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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可控成本为依据计算的可控利润。
责任预算体系的设计是一个应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高等学

校应在借鉴、吸收企业责任预算有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高等学校的实际特别是学校内部管理的具体模式，建立起符合

高校特点、满足内部管理要求的责任预算体系。

７．２．２ 责任预算的编制

编制责任预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责任中心为单位，对学校

预算的有关内容进行分解的过程。学校预算往往包括了学校的各

项工作，有些内容已远远超过了责任预算的范围。责任预算涉及的

只是与责任控制、核算、考核有关的内容，也就是说，编制责任预算

对学校预算进行分解。因此，必须首先确定哪些指标属于分解范

围。按照责任会计的要求，学校预算中应该分解的指标一般包括收

入、费用、上缴利润以及资金占用等。确定了分解指标以后，就可以

进行指标分解。指标分解通常采用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程序，即

从学校预算指标开始，一直分解到最后一级责任中心。通常可采用

两种方法进行分解：一是分割法，即将学校预算指标划分为若干个

分指标，而分指标的合计数应等于预算指标数的一种方法。这种方

法通常用于绝对指标的分解，如收入总额、费用总额、资金总额等；
二是指标变形分解法，即将预算总指标分解为构成总指标的若干

要素的分指标的一种方法，如将公用经费分解为公务费、修缮费、
设备费、业务费、业务招待费、其他费用等分指标。

责任预算是通过对学校预算指标进行分解而得到的，应以满

足学校预算的要求为前提。但是，指标的分解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

方式，较高层次的责任中心向较低层次的责任中心进行指标分解

时也是如此。首先，上一层向下一层进行指标分解时，应将本层次

所承担的任务向下一层次说明，争取得到下一层次的理解和支持；
然后，通过与下一层次进行充分讨论，最终将指标分解下去，目的

·１２１·



在于使下一层次从被动地接受任务，变为主动地承担责任，从而充

分发挥其完成责任预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总之，必须正确处理责

任预算与学校预算及各责任预算指标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学校整

体的协调性和最优化。

７．２．３ 责任预算的执行

学校预算指标分解下达以后，应签订学校内部经济合同或协

议，以此来保证责任中心责任预算的完成。合同中应详细规定有关

完成指标的责任、享有的权力和奖罚条款。内部合同一经签订，就

具有约束力，有关各方必须严格执行，这也是各责任中心业绩考核

的依据。

． 高等学校的责任会计

７．３．１ 责任会计的基本原则

为了有效地控制各责任中心的职责履行情况，并合理地确定

与其职责履行相关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及

时正确地反映、评价和考核各责任中心实际经营业绩的会计制度，
这就是责任会计制度。责任会计是高校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它

要求学校运用现代管理的分权管理理论，根据教学、科研、后勤、行

政等的不同特点，把学校内部分成许多承担经济责任的责任单位，
将学校的总体目标及各种计划或预算层层分解，落实到学校中下

属各级管理部门即责任中心，以责任中心承担的责任目标为对象，
对其执行过程进行核算和控制，并考核评价各责任中心的工作业

绩。
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而在组织责任会

计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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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整体性原则。责任会计制度是学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学校内部各部门、各层次更好地

履行自己的经济责任，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从而保证学校总

体目标的圆满实现。系统论告诉我们，为了保证系统整体目标的实

现，系统内部的分目标与系统的整体目标必须保持一致。责任中心

是学校的各个局部，为了保证学校总体目标的实现，在为各责任中

心确定责任目标或进行责任预算时，应始终注意与学校的总体目

标保持一致；在进行责任控制时，同样要注意各责任中心的业绩与

总体目标的一致性。
（２）激励性原则。实行责任会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

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所确定的目标或预

算以及各种奖惩措施，都应能有效地调动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责任目标和责任预算的确定都应相对合理。目标过高，会挫伤有关

责任中心的工作积极性；目标过低，不利于保证学校总体目标的实

现。同时，奖惩措施也应适当和合理，应使各责任中心都感到目标

合理，经过努力完成目标后所得到的奖励和报酬与所付出的劳动

相比是值得的。这样就可以不断激发全体教职员工为实现目标而

努力工作。
（３）可控性原则。责任会计的特点是将会计数据同经济责任有

机结合。这一内部控制制度的正确贯彻和执行，要求最大限度地消

除学校内部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突出各自的相对独立

性，避免是非不清，责任不明。在建立责任会计时，必须明确区分有

关部门、责任者的职责范围，使其在自己能真正行使控制的条件下

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对各责任中心的责任

目标和责任预算的确定及其实施情况的核算反映，都应注意可控

性原则。从总体上看，学校发生的所有收入和费用，都是可以控制

的，但并不是每个部门每个人都能控制。所以，必须将各种收入或

费用具体分解落实到各个可控制的责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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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及时性原则。一个健全有效的责任会计制度，必须具有迅

速传递会计信息与及时完成信息反馈的功能。通过有关信息的传

递和反馈，学校内部各部门既可随时了解现 有 情 况，把 握 工 作 进

程，又可及时针对尚存的问题，采取改进办法和矫正措施。现代管

理的发展，已将事后控制发展到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目的的确定

和预算的编制是事前控制的基本方法；事中控制就是在目标和预

算的实施过程中，不断掌握其实施情况，并不断反馈信息，纠正偏

离目标或预算的差异，这样就需及时、不断地获取有关实施情况的

信息。可见，及时性是责任会计的基本原则之一。
（５）相关性原则。责任会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各责任中心的责任

履行情况进行核算、评价和报告，以提供有关 责 任 履 行 情 况 的 信

息。信息需求者对责任履行情况关心的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最基

层的责任中心出于对其切身利益的关心和事中控制的需要，要求

能尽早尽快具体地报告其责任履行情况；而上层管理部门则需要

着重了解和掌握整个学校的责任履行情况，需要掌握总括的信息。
因此，责任报告应根据具体的对象依据相关性原则进行编制。

（６）重要性原则。责任会计在对各责任中心和整个学校的责任

履行情况进行分析时，应遵循重要性原则，即重点分析和报告对各

责任中心和学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或重大差异。这与管理会计的

成本效益原则是一致的，即责任会计本身也应讲求成本效益。在责

任考核中，实际的责任履行情况与预算或目标之间必定会发生各

种大大小小的差异，但对责任中心或学校有重要影响的是其中的

重要差异。只要发现和找出产生这些重要差异的原因，并提出降低

这些差异的有效措施，责任的履行就可得到有效的控制。

７．３．２ 责任会计的基本程序

责任会计制度通常包括以下基本程序：
（１）划分责任中心。责任中心是学校内部可在一定责任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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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收入实现、费用发生和资金使用的组织单位。应按照责任控制

的原则划分责任中心。为实行责任会计，首先应根据学校行政管理

体制和强化内部管理的需要，在组织上确定对所辖业务和经济活

动承担完全责任的责任层次，划分若干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

责任中心。如前所述，高等学校的责任中心通常可划分为收入中

心、费用中心、收入费用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等。这些责任中

心的具体划分，应视学校的实际情况而定。
（２）规定责权范围。在学校内部，凡属被划定为责任中心的部

门和单位都应有其相对独立的职责权限和经济利益。应正确规定

它们各自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应拥有的职责权限。否则，就不可能

完全落实经济责任和行使真正意义上的控制。责权范围的划分，往

往涉及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之间的相关关系，因而需要在调查分析

的基础上，权衡利弊、取优舍劣，尽量避免纠纷，减少矛盾。
（３）编制责任预算。责任预算是责任中心的奋斗目标，也是考

核责任中心工作成果的依据。在建立责任会计制度时，必须为每一

责任中心确定相应的责任目标，编制相应的责任预算，以使各责任

中心明确它们在实现学校总体目标过程中应完成的具体工作任务

和要求。学校应在内部经济责任制的指标分级、归口管理的基础

上，将学校预算合理分解，落实到责任中心，使之成为责任中心的

责任预算。责任预算可分为固定预算和弹性预算两个部分，应既先

进又可行，既全面又有重点，使之真正成为责任中心的奋斗目标和

全面完成学校预算的基础。
（４）实行责任控制。责任会计应加强对责任预算过程的控制，

一方面应实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即上级责任中心对所属的下级责

任中心进行全面控制；另一方面，各责任中心对各自的业务和经济

活动要按照责任预算进行自我约束和调节，使之按既定的目标进

行。由于不同的责任中心的业务和经济活动有所不同，因而各责任

中心还应根据业务和经济活动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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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组织责任核算。责任预算执行过程的核算，应能明确反映

各责任中心的耗费及成果的责任归属，应将实际发生的耗费或取

得的成果与预算进行比较，计算差异，编制责任报告，作为考核的

基础。不同责任中心的控制范围不同，其核算方法亦有所不同。为

此，各责任中心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以及具体控制的范围，分别

采用适当的核算形式和适当的核算方法。责任预算的核算，可以与

财务会计核算分别进行，即实行“两套账”核算；也可以与财务会计

核算合并进行，即实行“一套账”核算。
（６）编制绩效报告。绩效报告也称成就报告，它是有关责任中

心在一定期间内的业务管理活动情况的集中反映，也是各责任中

心责任预算执行结果的概括说明。通过编制绩效报告，可以帮助责

任中心主管人员对预算同实绩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分析，使之

能根据本责任中心的特点和其他条件，按照实现学校总体目标的

要求，有针对性地调节、控制责权范围内的业务和管理活动。
（７）进行责任考核。为保证责任会计的正确实施，必须在计量、

分析有关责任中心责任预算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对它们取得的工

作实绩和经营成果进行严格考核与评估。对责任预算的执行结果

进行考核，应在责任中心编制的责任报告基础上，对各责任预算完

成情况进行分析，总结成功的经验，揭示存在的不足，也为编制下

一期责任预算提供资料。同时，还应根据各责任中心的预算完成情

况实行合理奖惩，以便充分调动各责任中心的积极性。

７．３．３ 责任会计核算的模式选择

责任会计核算模式选择，实际上是如何处理责任会计核算与

财务会计核算的关系问题，这直接关系到高校会计如何为学校内

部和外部服务的两大问题；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会计组织机构的设

置、会计核算内容的分工以及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告的设

计等具体问题。因此，学校在实施责任会计时，必须选择恰当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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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会计核算模式。从责任会计的组织形式看，责任会计的核算模式

有单轨制和双轨制之分。
所谓单轨制核算模式，就是将责任会计核算与财务会计核算

合二为一，设置一套账簿进行统一核算，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在核

算的形式、内容、数字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在金额上的

差异可通过一定的方法予以调整。单轨制核算模式能够简化会计

核算工作，减少重复劳动，其核算资料既能满足财务会计核算的需

要，又能适应责任会计核算的要求；同时，财务会计核算所需要的

数据是在责任会计核算提供的数据基础上形成的，两者紧密衔接，
可以清楚地了解两者数据之间的关系。但是，其核算要求较高，特

别是对财会人员的素质和学校的管理水平要求有相应的程度。
所谓双轨制核算模式，就是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分设两套账

簿，分别进行责任会计核算和财务会计核算，即财务会计按照传统

的方法设置账簿进行核算，而责任会计则根据学校内部管理的要

求，另设一套与传统财务会计不同的账簿进行核算。两者的核算内

容、核算形式、核算数字之间均没有直接联系，在同一学校内部形

成两套核算体系。双轨制核算模式的最大优点是易于理解，便于操

作。在双轨制核算模式下，财务会计的核算与考核完全可以保持原

有体系，不需作任何变动，也不会受责任会计核算与考核的任何影

响；责任会计核算与考核也完全可以按照学校内部管理的要求进

行，提供学校各责任中心责任目标完成情况的各项资料，而不受国

家财务会计制度的制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然而，双轨制核算模

式，重复劳动，核算工作大，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核算提供的双重

数据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因为两种核算的方法不同，而且存在诸多

差异，无法通过责任会计核算提供的数据资料，反映财务会计核算

的有关财务状况，反之亦然。而且由于责任会计核算账簿设置的不

完整、不系统，各责任中心提供的数据之间也 没 有 严 格 的 勾 稽 关

系，因而不易发现责任会计核算中发生的差错，不仅如此，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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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责任中心人为提高责任费用预算或降低实际责任费用及在完成

责任费用预算方面弄虚作假，留下可乘之机。
双轨制核算模式通常只适合在实行责任会计的初期采用。随

着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财会人员业务素质的加强和会计电算化

的推行，学校应由双轨制核算模式逐步向单轨制核算模式过渡。

． 业绩考核和业绩报告

７．４．１ 业绩考核

根据学校内部责任单位责权范围以及业务活动的特点不同，
可将学校内部各单位划分为费用中心、收入中心、收入费用中心、
利润中心、投资中心等责任单位，并应根据各类责任中心的特点，
确定相应的业绩评价和考核标准及重点。责任会计考核主要是利

用责任执行情况表（包括责任费用表、责任收入表、责任利润表等）
和责任报告，对责任中心各项责任预算执行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价，
总结成功的经验，揭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给予合理的奖罚，以

调动各责任中心的积极性。当然，各责任中心的考核不能以费用发

生的绝对额的多少作为评价其工作好坏的惟一标准。因为，在很多

情况下，费用发生的多少与工作好坏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工作做得

好，费用可能增加；工作做得少，费用自然也相应减少。因此，对各

责任中心除了量化的货币化考核以外，还必须结合一定的定性的

或非货币化的考核。
７．４．１．１ 费用中心的业绩考核

我们可以把高等学校看作是一个大的费用中心，以学校现有

的组织机构为基础，将那些既能划清责任，又能进行单独核算考核

的内部单位，划分为费用中心。通常，学校的党政职能部门，如总务

处、教务处、人事处、学生工作处、离退休工作处等，其工作性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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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定性的，故可建立考核其费用支出的责任中心。院（系）一方面

要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又要对教学经费支出数

额负责，因而可以建立考核教学质量和经费支出数额相结合的责

任中心。
对费用中心工作业绩的考评，主要是通过一定期间实际发生

的费用与其标准费用（预算费用）进行对比，编制业绩报告，剖析差

异形成的原因和责任。作为费用中心，其所需计量和考核的费用，
是可控费用，而不应是归属于该中心的全部费用。所谓可控费用，
是指该中心真正能够控制和调节的，受其业务活动和管理工作好

坏所直接影响的费用，它是衡量和考核该费用中心工作绩效的主

要依据。费用的可控性是就特定的责任中心、特定的时期和特定权

限而言的。某项费用对某责任中心是可控的，但对另一责任中心却

是不可控的；有些费用就基层单位来说是不可控的，但对高层管理

部门来说，则是可控的。可见，某费用中心的责任费用，即为属于该

中心的各项可控费用之和，不可控费用仅作参考。费用中心的业绩

报告就以可控费用作为重点，也可同时列示不可控费用。这样，费

用中心负责人即可全面了解与其有关的费用。根据业绩报告，可以

进一步对费用差异形成的原因和责任进行分析，充分发挥信息的

反馈作用。这有助于各个费用中心积极有效地采取措施，不断降低

其可控费用，并根据各自的特点，为实现学校的总体目标，相互协

调、卓有成效地开展有关活动，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最大限

度地提高学校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７．４．１．２ 收入中心的业绩考核

通常学校可将与组织学校收入有关且能分清责任、单独计量

收入水平的内部单位，划分为收入中心，如产业处、科技处、经营性

资源的管理与开发部门以及校友会、基金会等。收入中心的主要职

能是拓展收入范围，组织学校事业发展所需的各项资金，因此，其

考核指标应以收入的实现为主要内容。具体地说，收入中心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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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主要是收入预算的完成率以及各项收入的实现时间。收入预

算完成率越高越好，它表明收入预算完成程度越高，说明该收入中

心采取了有效措施组织收入，从而使支出预算有可靠的资金保证。
当然，收入预算完成率高也可能是由于收入预算不合理、不科学。
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收入预算，是正确评价收入中心业绩的前

提。
尽管收入中心也发生费用，但收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组织收

入，对于费用虽然需要进行考核，但可以相对简化，只需根据弹性

预算方法确定一定收入百分比的费用即可。因为，对收入中心而

言，其主要目标是扩大范围、及时组织各项收入，费用的节约则是

相对的、次要的。
７．４．１．３ 利润中心的业绩考核

利润中心是既考核成本费用也考核收入，并将成本费用与收

入进行对比，继而考核利润的责任中心。利润中心是比费用中心和

收入中心独立性更强的一级责任中心，它不仅有成本费用发生，而

且还有收入发生；不仅要调节和控制成本费用的发生，而且要调节

和控制收入、利润的实现。因此，它不仅要对成本和收入负责，而且

要对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即利润负责。利润中心按其产品或劳务的

销售方式不同，可以划分为自然的利润中心和人为的利润中心两

种类型。自然利润中心类似于一个完整、独立的企业，它与外部市

场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它可以直接对外提供劳务或销售自己的

产品，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为利润中心的产品或劳务不直接

进 入外部市场，而是按照“内部转移价格”在学校内部有关部门和

单位之间进行销售。
利润中心业绩的评价和考核，主要是通过一定期间实际实现

的 利润同“责任预算”所确定的预计利润进行比较，并进而对差异

形成的原因和责任进行具体分析，借以对其经营上的得失和有关

人员的功过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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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１．４ 投资中心的业绩考核

投资中心是比利润中心独立性更强的一级责任中心。它不仅

要对成本、利润负责，而且要对投资问题负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

投资中心，既要考核其成本和收益，又要考核其资金，全面衡量投

资报酬的大小和投资经济效益的好坏。通常，投资中心是学校内部

经营权限较大、业务活动独立性较强的责任层次，它通常拥有投资

决策权，能够对固定资产、存货和应收账款等项目行使调节、控制

职能；它不仅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能够

相对独立地运用所掌握的资金，有权购建和处理固定资产，扩大或

缩小生产能力。因而，它既要对成本利润负责，又要对资金的合理

运用负责。
根据投资中心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通常可以投资利润率和

剩余收益作为评价和考核投资中心经营成果的主要指标。

投资利润率＝
经营净利润

经营资产

经营净利润是指扣除利息费用和税金后的利润数。因为，投资

利润率所要计算的是企业如何有效运用其资产，以获得利润。但利

息费用仅与资产如何取得有关，而与资产如何使用无关。企业支付

的所得税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折旧方法、股票及债券上的投资损

益等。很明显，这些因素不会影响企业如何有效运用资产以获得利

润，因而，应将所得税排除在经营利润之外。
剩余收益是指投资中心的经营利润扣减其经营资产按规定的

最低必要收益率（即资本成本）计算的投资收益后的余额。
剩余收益＝经营利润－（经营资产×规定的最低必要收益率）
以“剩余收益”作为评价和考核经营成果的尺度，一是可以消

除利用投资利润率进行业绩评价所带来的可能掩盖某些投资中心

实际业绩的错误信号，并使人们重视对业绩进行绝对金额的评价。
二是可以鼓励投资中心负责人乐于接受比较有利的投资，使部门

·１３１·



目标和学校整体目标趋于一致。然而，单纯依靠剩余收益进行投资

中心业绩评价，也会出现错误信号。当投资中心规模不相等时，利

用剩余收益本身对投资中心进行业绩评价难以做到公平合理。

７．４．２ 业绩报告

业绩报告是责任会计提供信息的媒介，也是责任会计的工作

成果。为了正确衡量责任中心的工作业绩，学校内部各个层次的责

任中心都应定期编制业绩报告。在编制业绩报告时，既要注意报告

的适时性和适用性，尽量使业绩报告的时间同对业务经营活动进

行规划、控制的时间相适应，使业绩报告的内容最大限度地满足学

校内部不同管理层次和管理人员的信息需要，又要注意报告的相

关性和确切性，尽可能保证业绩报告所提供的资料、数据的准确度

和可信度，使各级管理者对其责任区域内的、真正能够控制的业务

活动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
业绩报告由于主要是为学校内部提供信息，因此，与财务报告

相比，在报告对象、报告时间、报告内容等方面都有其特点。
（１）报告对象。在高等学校中，对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关心的主

要是各责任中心和学校最高管理部门。因此，需要为每一责任中心

编制一份与其工作绩效相关的业绩报告，并为学校最高管理部门

编制一份总括性的业绩报告。但是，由于责任中心的划分往往是分

层次的，对处于中上层的责任中心，其业绩报告的编制通常是对下

属责任中心的责任报告的汇总。同时，由于不同的责任中心所包含

的责任内容、范围不一样，因此应根据具体对象确定报告的内容。
（２）报告形式。业绩报告的形式，主要可采用报表、数据分析和

文字说明等。将责任目标、实际履行情况及其产生的差异用报表予

以列示是业绩报告的基本方式。业绩报告是对各责任中心的责任

履行情况所作出的专门报告，因此在揭示差异的同时，必须对重大

差异予以分析，查找其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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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责任中心和学校最高管理部门进一步予以控制。可见，报告的

形式除报表外，还必须利用数据分析和文字说明等方式。
（３）报告时间。由于各责任中心的特点各异，为各责任中心所

确定的报告期也不尽一致。最基层的责任中心，需要随时掌握和控

制其责任目标的完成情况，可经常予以报告，如一旬、半月等；中上

层的责任中心可能需要掌握和控制每个责任中心的责任目标完成

情况，以便掌握各责任中心与其责任目标完成情况相关的利益分

配情况，报告期可适当长一些。因此，为各责任中心所确定的报告

期可以灵活变化。
（４）报告内容。由于费用中心、收入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

等各类责任中心的性质不一样，各类责任中心的业绩报告内容也

会有所不同，但基本要求是必须报告其责任目标或预算，及其实际

执行情况和产生的差异，以便各责任中心进行自我控制，以及上层

责任中心对下属责任中心予以控制。同时，对重大差异应作进一步

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在业绩报告内容中，最具有建设性的是有关缩

小差异的建议：一是对责任中心在履行职责中如何控制差异的建

议；二是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如何及时适当地调整责任衡量标准

的建议。需要指出的是，所提建议必须在各责任中心的可控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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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信息

． 建立基于成本核算的高等学校会计

信息系统势在必行

教育成本是学校管理者、投资者、政府部门、学生家庭以及社

会各方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它是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资源利

用效率的重要依据；是政府部门制订学费标准、分配财政性教育资

金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家、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教育投

资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的教育成本问题虽然已经引起了政府财

政和教育部门的重视，教育经济界和会计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对此

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但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统计或测

算角度的教育成本，其研究成果缺乏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关部门

曾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进行过调查研究和测算，其基本思

路是正确的，结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许是由于样本过少，
或者是由于方法过于粗糙，或者是由于工作量过大等原因，缺乏准

确性和可操作性。教育成本及其核算尚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形成

制度。我国教育成本的分析受到很大限制：一是现有的教育经费统

计，在各项教育支出中均包含非教育成本项目的支出，用教育支出

代替教育成本，口径过大；二是在教育经费统计中，只有相当于社

会直接成本的统计，而不包括受教育者非学费的个人教育直接成

本；三是对于社会间接成本、个人间接成本、个人学费以外的直接

成本，还缺乏比较科学、准确的统计调查；四是我国的教育经费拨

款长期以来实行基础加发展的方式，即使是实行按生均定额拨款，
其标准也不是以生均教育成本为依据来确定的，缺乏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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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于成本核算的高等学校会计信息系统，既是高等学校

加强内部管理，合理有效利用办学资源的迫切需要，也是政府部门

统筹规划教育工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进行宏观调控的客观

要求。
第一，教育成本核算是高校取得教育成本信息，加强内部管理

的基本手段。教育成本是高校教育经济活动中资源耗费的综合反

映，它是高校教育工作质量的综合性指标，也直接反映了学校的经

营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包括民办高等学校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

机构至今都难以准确提供教育成本信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尚未建立以教育成本核算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
第二，教育成本核算为高校向学生收费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

学生及其家长是高校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和消费者，高等教育服务

属准公共产品，学校按教育成本的全额或一定比例向学生收费。学

生及其家长十分关心高校教育服务价格的确定，作为购买者的学

生及其家长有权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高等学校根据国家的规

定，采取一整套科学而规范的教育成本核算方法，可以向学生及其

家长乃至社会提供准确而完整的教育成本信息。
第三，教育成本核算为民办高校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和取

得投资回报提供依据。教育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必须考虑投资效

益。教育效益是与教育成本紧密相关的，只有教育产出大于教育投

入的成本时，民办高校才能组织正常的教育活动，才能取得办学效

益。只有有办学效益，民办高校的投资者才愿意对民办高校进行投

资；也只有有办学效益，民办高校的投资者才可以从中取得合理的

投资回报。
需要指出的是，高等学校通过开展正常教育经济活动，能给学

校带来结余或者说“利润”，这同高等学校的非营利性并不矛盾。这

是两个问题，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高等学校的非营利性是就高等

教育的性质而言的。通常，包括民办高校在内的高等学校是以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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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会法人实体，其主要任务和宗旨是为社会提

供高级专门人才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任何一个高等学校，不管它

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要计算收入和支

出，都要进行经济核算，都要设法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经营得当，
管理有方，民办高校可以也能够产生“利润”。问题的关键是，民办

高 校经营之后所得的“利润”不同于企业经营之后所得到的利润。
企业的利润在扣除公积金、公益金等之后分配给投资者；而民办高

校 作为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经营者所得的“利润”，主要是作

为发展教育的基金，即使是向投资者分配一定的投资回报，这也不

同于企业，它主要是为了鼓励并调动投资者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教育服务。这正是高等

学校非营利性的体现。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

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

营利为目的。”
民办教育机构的产权归属及能否营利的问题，是近几年来民

办教育讨论中的一个热点，也是民办教育立法中的一个焦点。对这

个敏感问题的处理，必须坚持既保护和鼓励社会各方面投资办学

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兼顾维护和提高教育的公益性或公共性，防止

营利目的对教育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四，教育成本核算也为政府部门统筹规划教育工作，加强对

高校的管理，进行宏观调控提供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 促进法》都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营利为目 的 举 办 学

校。然而，要实施上述教育法规，必须进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近

年来，一些民办教育机构及其举办者或明或暗地把办学直接作为

营利手段，乱办学、乱收费，内部管理混乱，举办者变相抽走办学资

金，必要的教育投入没有保障，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许多举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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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谋取更多的利润，常将学校资产用于其他投资回报率更高的领

域；一些办学者在学校之上设立教育集团、教育公司等，将学校资

产在学校和集团、公司之间倒来倒去。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没

有统一规范的以教育成本核算为基础的财务会计制度。

． 现行高等学校会计信息的严重缺陷

现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确认高等学

校的收入和支出，不计算教育成本，只提供教育事业支出，包括教

育成本支出和非教育成本支出，其计算口径远大于教育成本。收付

实现制即收入与费用的确认以款项是否收付为依据，凡是本期收

到的款项，均作为本期收入入账；凡是本期支付的款项，均作为本

期费用入账，而不论这些收入和费用是否是在本期实现或发生。收

付实现制的会计记录方法比较简单，但对各期收益和费用水平的

反映却不尽合理。当收益实现和收到款项的时间不在同一期间时，
收付实现制确认的收益便不能代表当期营业活动的实际结果。同

样，当费用发生与支付不在同一期间时，收付实现制确认的费用便

不能正确地反映当期营业活动所发生的实际代价。
在现行高等学校的会计信息中存在着严重缺陷，既不能满足

学校加强教育成本管理的需要，也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学校的财

务状况和收支情况，无法预警某些决策的长期影响，难以提供高等

学校行为的长期持续能力的信息。
一是不能将高等学校教育服务成本与绩效相匹配，难以满足

更加注重办学效益的高校内部管理。教育成本核算对于防止高等

学校在开展教育业务活动中的损失和浪费，节约各项教育业务支

出，以及评价和考核高等学校的绩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不能真实反映当年的收支结余情况，并造成收支规模各

年度之间不正常的波动。在收付实现制下，高等学校存在一些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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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匹配，如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学费，在实际收到时就确认为学

校的当期收入，而实际上相关的支出大部分可能在下年度才发生；
又如学校购置的固定资产及低值易耗品或低值耐用品等，在款项

支付时就确认为学校的当期支出，而实际上其功能的发挥、价值的

损耗和费用的发生是在当年及以后各个年度。学校并非每年都均

衡地购置固定资产，固定资产购置多的年度，学 校 的 支 出 规 模 就

大，反之则小。可见，由此计算的高等学校的收支结余也就不可能

是真实的结余，而且各年度之间差别明显波动大。
三是不能真实反映学校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虚增，少计资产

和负债。在收付实现制下，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在资

产负债表上无法反映固定资产的净值。在资产负债表上仅反映固

定资产的原始价值，没有反映其损耗程度，虚增了资产总量，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背离也越来越大。同

时，由于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导致其教育成本计算不

完整。另外，在货物采购时，高等学校通常在支付款项时记账，这样

对于先收到货物后支付款项或款项暂欠的，就少计了学校的资产

和负债。同样有些采购合同如建造合同、劳务合同等，货物和劳务

的提供与款项的支付两个时点的间隔较长，这就会造成账实不符，
也不利于学校资产的管理。

四是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学校的资金运作和工作业绩。以收

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实

际上只是学校的现金运动，有许多业务如应收的学费、应付的工资

等应收应付款项，固定资产的折旧等业务已经发生，但由于没有发

生现金的收付和流动，不能在会计上得到反映。可见，在以收付实

现制为标准的确认原则下，就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学校资金运动

和业务运作情况，不利于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评价。
五是会计报表项目列示不科学、不合理。在现行高等学校执行

会计制度中，资产负债表中不仅包括了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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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还列示了收入类项目和支出类项目。众所周知，资产负债表

是反映单位财务状况的静态会计报表，而收入类项目和支出类项

目应在单位收支结余的动态会计报表中反映。将动态的收支情况

和静态的财务状况混合在一张会计报表中，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

导致了收支项目的重复列示。

．基于成本核算的高等学校会计信息

系统的基本框架

高等学校的会计信息应当适应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有关部门

管理的要求，适应举办者和有关方面了解高等学校财务状况及收

支结余的需要，应有利于学校加强内部管理。高等学校会计信息的

使用者，通常都关注高等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提供教育服务的

效率和效果，以及持续提供教育服务的能力。反映这方面情况的会

计信息包括财务状况、收支情况、现金流量以及教育成本等。高等

学校的会计信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使用者：
第一，出资者和捐资人，包括对高等学校投资或捐资的政府部

门、公司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他们更加关注高等学校持

续运作的能力，以便决定是否继续给予投资或捐资；同时还关心所

投入或捐赠的资产是否按指定用途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的使用效

果，即关心学校的现金流量和收支情况。
第二，债权人和供应商，包括向高等学校提供贷款的各类金融

机构和提供教育仪器设备及劳务的厂商企业和个人。他们尤其关

注高等学校资产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即关心学校的财务状况和

现金流量情况，以决定是否继续提供贷款、货物和劳务，并保持其

债权债务关系。
第三，接受教育服务的学生及其家长。他们特别关注高等学校

持续提供教育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以及提供教育服务的效率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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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需要了解高等学校的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以及教育成本的有

关情况，以决定是否愿意接受教育服务并支付学杂费。
第四，政府管理部门，包括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国有

资产管理以及税务部门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通常关

注高等学校的全面情况，包括财务状况、收支情况和现金流量等；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着重关心高等学校使用国有资产的有关情况，
包括国有资产规模、增减变动情况，并进行监督检查；税务部门则

更关注高等学校的经营服务范围和收支状况以及有关 税 务 的 情

况。高等学校提供的会计信息是政府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制订政

策、管理与监督高等学校的教育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信

息依据。
第五，学校内部管理者和职工。内部管理者时刻关注高等学校

的全面情况，尤其是收支情况和现金流量，高等学校的会计信息在

反映学校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的同时，也反映学校资金的运行状况，
是学校内部管理者制订财务收支计划，进行日常管理和控制的重

要依据；单位职工则主要关心学校的持续运作能力和收支情况及

其效益，以确定其所期望的工作稳定性和报 酬、福 利 等 方 面 的 待

遇。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会计的目标包括经管责任性目标和决策

有用性目标两个方面。经管责任也即受托责任，是指高等学校对所

接受的投资者投入的教育资产承担管理和使用责任。为了使教育

资产的投资者监督评价这种责任的履行情况，高等学校必须提供

有关的会计信息，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决策有用性是指

高等学校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与使用者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

等相关，即会计信息能够作为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重要依据。会计信

息的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作出各种正确的决策，为了

满足使用者的这种需求，高校必须提供与之相关的会计信息。具体

而言，高等学校的财务会计应当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以下几

·０４１·



个方面的信息：
（１）提供反映高等学校资产的规模、构成及其流动性大小，负

债的规模、构成以及偿债能力的强弱，净资产的规模、构成及其变

动情况等方面的信息，用以评价其财务状况。
（２）提供高等学校收入和支出以及收支差额的组成、数量等方

面的信息，用以评价学校收支情况及教育业务活动的效率与效果。
（３）提供现金流入、流出、增减变动及其原因等方面的信息，用

以评估学校的未来现金流量和持续运作能力。
（４）提供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方面的有关 信 息，包 括 教 育 总 成

本、生均教育成本、不同学科和不同层次学生的教育成本及其构成

等情况，用以评价学校经费使用的合理性和收费依据的充分性。
从本质上讲，高等学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其提供的教育

服务属于公共产品，讲求办学的社会效益是其从事教育服务活动

的主要目的；然而，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社会教育资源，提高教育

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引入市场机

制，也是必要和可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私人部门和私

人产品的属性。可见，高等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介于公共产品和

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为了实现高等学校的会计目标，其

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充分考虑上述特点，除了要符合会计的一般原

则外，还要考虑普通高等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特点，特别是要

强调以下两条原则：
（１）以权责发生制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

制是高等学校核算教育成本、进行收支匹配的记账基础。高等学校

实行权责发生制不是为了计算盈亏，而是考核教育活动的业务成

果、制定学生收费标准、筹划办学资金等经济决策，都需要利用以

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成本核算信息。权责发生制还是高等学校推

行经济责任制的需要，它不仅有助于进行正确的教育成本核算，而

且能如实地反映高等学校在教育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责任。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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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制会计要求对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以权利已经形成和义务或

责任已经发生为标准，即凡是本期已经实现的收入，无论款项是否

在本期收到，都应作为本期收入入账；凡是本期已经发生的费用，
无论其款项是否在本期支付，都应作为本期费用入账；凡是不在本

期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费用，即使款项在本期收付，也不应作

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权责发生制会计要求采用递延、应计、匹配、
摊销等会计程序和方法。高等学校的权责发生制会计主要是就非

限定性资金而言的。但由于高等学校会计具有基金制会计的特点，
对那些具有专门用途和指定用途的专项资金、专用基金等，要求实

行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有的甚至要求单独提供会计报告，出资者

关心的是资金是否按其指定的用途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因

此难以采用或没有必要实行权责发生制会计，对这类资金的收支

宜采用收付实现制会计。
（２）专款专用原则。高等学校应按规定用途使用具有专门用途

和指定用途的各类专项资金和专用基金，并进行单独反映，这就是

专款专用原则。高等学校的各类专项资金、专用基金以及科研经费

等的出资者对所提供的资金不具有资本收益和资本回收的要求，
但具有按指定用途使用的要求。这样在资金管理和核算上就受到

一定的限制，专款专用原则对于高等学校的资金使用权限固然有

所削弱，但这却是出资者对其资金使用的一种约束和控制，是对高

等学校不要求投资回报的资金使用的一种要求，是出资者权利的

体现。
高等学校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需

求基本一致，有的需求各有侧重，有的需求各不相同，会计信息不

可能完全满足所有使用者的各种需求。对于高等学校来说，通常可

以通过资产负债表、收支情况表、现金流量表以及附表（教育成本

表、结余分配表等）、报表附注、补充资料等，提供尽可能满足共同

需要的、通用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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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是反映高等学校一定期间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
它表明高等学校在某一特定期间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

担的现有义务和出资者对净资产的相关权利。它是根据资产、负债

和净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和一定的顺序，把

高等学校一定期间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各项目予以适当排列。高

等学校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类项目和负债类项目的分类标准和排列

方法可在参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结合高等学校特别是民

办高校的特点，对个别项目作适当调整，如设置“学费坏账准备”、
“应付出资者回报”、“代管款项”等项目；对净资产类项目则应充分

考 虑不同类型高等学校净资产的构成及其特点，设置“出 资 者 投

入”、“资本公积”、“结余公积”、“专用基金”、“不可分配结余”、“未

分配结余”等项目。
收入支出表是反映高等学校在 一 定 会 计 期 间 内 各 类 资 金 收

入、支出及其结余情况的会计报表。收入支出表是根据收入、支出

和结余之间的相互关系，按一定的顺序，将高等学校一定会计期间

内取得的收入、发生的支出以及结余的构成情况进行计算排列。高

等学校可根据收入、支出和结余的构成及特点，设置“财政补助收

入”、“普通教育收入”、“成人教育收入”、“培训收入”、“其他收入”、
“科研事业收入”；“普通教育成本”、“成人教育成本”、“培训支出”、
“其他支出”、“财政专项支出”、“科研事业支出”；“普通教育结余”、
“成人教育结余”、“培训结余”、“其他结余”、“科研结余”、“财政专

项结余”等项目。
现金流量表是高等学校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编制的财务状况变

动表，它反映高等学校在一定会计期间内现金的流入与流出情况，
表明学校获取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能力。高等学校在一定会计期

间内产生的现金流量可归纳为三类：一是教育科研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二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是指高等学校

长期资产的购置和不包括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投资及 其 处 置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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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三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筹资活动是指导致高等学校

净资产及债务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的活动，包括接受出资者投资、
捐赠、分配出资者回报等。

教育成本表是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综合信息的载体，是使用者

获取高等学校教育成本信息的主要渠道，包括高等学校教育总成

本表和高等学校生均教育成本表。教育总成本表和生均教育成本

表是全面反映高等学校在一定教育成本核算期间所发生的学校不

同学科专业教育总成本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层次生均教育成

本情况的会计报表，它是收入支出表的附表。
结余分配表是反映高等学校一定会计期间对实现的可分配结

余的分配或赤字弥补情况的会计报表，它是收入支出表的另一附

表。高等学校可根据可分配结余的构成及特点，设置并按一定顺序

分步计算排列结余及其分配项目。根据下列公式可先后计算并排

列“普通教育结余”、“本年结余”、“可供分配结余”和“未分配结余”
等项目。

①普通教育结余＝普通教育收入＋经常性财政补助收入

－普通教育成本

②本年结余＝普通教育结余＋成人教育结余＋培训结余

＋其他结余

③可供分配结余＝本年结余＋年初未分配结余

④未分配结余＝可供分配结余－计提公益金－计提发展基金

－计提风险保证金－应付出资者回报

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为月报表；现金流量表和结余分配

表为年度报表；教育总成本表和生均教育成本表与教育成本计算

期有关，通常可按学年和学制周期编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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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对象、范围和项目

成本作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资源耗费的综合表现，可以反映

一个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

一定目的，就必须拥有、配置并耗费一定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

财力等。成本通常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对象化的

各种耗费或支出。
教育成本概念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 ６０年代初随着教育经济

学的产生而出现，它的提出与教育资源耗费以及教育投资收益的

计量分析有关。教育成本的实质就是教育资源耗费的价值表现形

式，或者说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它包括以货币支出的

教育资源价值，也包括这些资源用于教育而非用于其他经济活动

所造成的价值损失，即机会成本。高等教育成本，是指在高等教育

活动中为提供培养学生等教育服务而耗费的教育资源的价值，它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高等教育成本是指培养一个高校学生，国家、家庭和社

会所耗费的全部费用。美国高等教育经济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

将高等教育成本分为三类：（１）教学成本，指学校（教育机构）为教

学支付的费用，包括教师工资、辅 助 人 员 工 资、图 书 杂 志、仪 器 设

备、教学用建筑、水电费用等等。这些成本通常可见于学校的日常

预算和开支账目中，它们的开支形式是工资、津贴、设备购置费用、
折旧损耗、维修费用等等。（２）学生生活成本，包含学生和家长为住

宿、伙食、日常生活开支，以及为学习需要的书本、文具、往返交通

支付的费用。这些成本与学生的生活水平、居住情况（住校、租屋、
走读）和院校所在地区有密切的关系。（３）学生放弃的收入（即机会

成本），学生为了上大学而不参加生产劳动，个人就业时间缩短而

减少的收入，同时，社会也损失了实际的劳动生产力和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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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高等教育成本仅指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用于

培养学生所耗费的、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教育资源的价值，它不包括

社会和个人投资高等教育而丧失的机会成本。本章讨论的主要是

狭义的高等教育成本即高等学校教育成本。

８．４．１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对象

成本对象，是指计算成本过程中归集与分配成本费用的客体。
成本对象可以分为中间成本对象和最终成本对象。最终成本对象

是指累积的、不能再进一步分配的成本归集点，它通常是一件产品

或一项服务，是一个单位或部门的最终产出物。中间成本对象是指

累积的成本还应进一步分配的归集点，也称成本中心。成本中心是

与成本相关联的某个部门，它是将共同成本按某个分配基础进一

步分配给成本对象之前的一个成本归集点。为了正确计算产品成

本，首先就需要确定成本对象，以便按照每一个成本对象，分别设

置产品成本明细账，来归集各个成本对象所承担的生产费用，计算

出各个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因此，正确确定成本计算对象，
是保证成本核算的关键。

高等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高等学校的教育产品就是学校

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教育服务作为高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教育产

品，理应是教育资源耗费的承担者。由于高等学校有文科、理科、工科、
农林、医学、教育、艺术、经济、管理等不同学科类别之分，每个学科类

别又有博士生、硕士生、本专科生等不同层次之分，高等学校向不同学

科类别、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不同的，由此而产生的教

育成本也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同一学科类别、同一层次的学生，由于专

业不同其教育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为了准确核算教育成本，高

等学校应当视不同学科类别、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层次的学生为不同的

教育服务对象，分别设置教育成本明细账，将高等学校在一定期间内

提供教育服务过程中耗费的全部教育资源价值进行归集和分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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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每一个学生接受一定期间的教育服务而形成的教育成本。按照一个

学年计算的教育成本，可称之为学年教育成本；按照学生培养周期计

算的教育成本，可称之为毕业生教育成本，它可由学生培养周期内不

同的学年教育成本相加而得到。根据不同的成本对象，可以计算获得

高等学校学年教育总成本、学年生均教育成本以及毕业生生均教育成

本等。

８．４．２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范围

成本核算一般包括费用的汇总核算和成本计算两部分。费用

的汇总必须首先确认成本开支的范围，对于不应该计入成本的费

用予以剔除，然后按照一定程序进行归集，并采用一定标准在各成

本核算对象间进行分配，以汇总所耗费的费用总额。成本计算就是

按照成本计算对象，把汇总的费用进行分配，计算各个成本对象的

总成本和单位成本。教育成本费用的实际内容和范围应该由国家

作出统一的规定，明确哪些费用可以计入，哪些费用不可以计入。
高等学校则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合理、准确地计算和核算教育

成本。
８．４．２．１ 正确划分教育成本项目和非教育成本项目的界限

凡是高等学校发生的直接用于培养学生或与培养学生密切相

关的教育活动费用都应计入有关教育成本项目；凡是高等学校发

生的与教育活动无关的教育资源耗费都不能计入教育成本项目，
如校办企业、附属单位、捐赠、赔偿、罚没、灾害损失等支出。

８．４．２．２ 正确划分资本性支出是与收益性支出的界限

资本性支出指其收益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会计年度的各项支

出，如为取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而发生的支出；收益

性支出是指某项支出的发生是为了取得本期收益，也就是说支出

仅仅与本期收益有关，如办学过程中所发生的教职工工资、办公用

品、教学实验材料、零星维修等经常性支出。构成资产的资本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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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当在产生收益的几个会计年度内合理摊销；收益性支出全部

计入本会计年度的费用成本。区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目

的，是为了正确确定应计入当期的成本费用，准 确 地 核 算 教 育 成

本。假设将资本性支出列作收益性支出，其结果必然是少计了资

产，多计了当期成本费用。反之，可能多计了资产，少计了当期成本

费用。不论是何种情况都不利于正确计算教育成本。
８．４．２．３ 正确划分本期费用和非本期费用的界限

对于虽在本期支出但与几个会计期间收益有关的费用，要进

行合理摊销，如一次性发生的大型修理费用、引进人才的费用、预

付的水电费等；对于本期虽未支付但应该由本期负担的费用，应通

过预提的方式及时计入本期教育成本，如高校举债办学向银行支

付的贷款利息等。
８．４．２．４ 正确划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界限

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是学校为提供全日制学历教育、成人学

历教育和举办培训班等各种教育服务而发生的教育资源耗费，包

括直接教育费用和间接教育费用。直接教育费用是指直接用于培

养学生并可以明确确定由某一教育产品，如某一学科、专业、层次

的教育服务负担的费用。间接教育费用是指与培养学生相关的，但

不能明确确定由哪一教育服务产品负担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

分配计入教育服务成本的费用。直接费用应直接计入该教育产品

的成本明细账；间接费用应先进行汇总归集，再按一定的标准分配

计入相关的教育成本对象。

８．４．３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项目

成本项目是指按经济用途对成本费用进行的分类，它说明费

用支出的用途。为了满足成本管理的需要，把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

按其经济用途划分为若干类别，以便反映产品成本的构成情况。教

育成本项目是指构成教育成本的费用类别。设置教育成本项目的

·８４１·



目的是提供教育成本分析和控制的信息，以利于更有效地使用有

限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由于不同的行业经营特

点不同，成本管理和核算的要求各不相同，各种费用支出的组成及

其比重也不一样。对高等学校教育成本项目的设置，也有多种意见

和观点。
根据我国高等学校教育资源耗费的特点，并有利于加强对教

育成本的管理和核算，可将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费用划分为薪金、
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公务费、业务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缮

费、财务费用、其他费用等类别。薪金，是指高等学校支付给在职教

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用于引进人才发生的

工资性费用，包括基本工资、各项津贴、奖金等。职工福利费，是指

高等学校用于在职职工各项福利性支出，包括独生子女费、医疗费

用、病假两个月以上期间的人员工资、职工探亲路费、职工退职金、
职工死亡丧葬费、遗属生活补助、长期赡养人员补助费等。社会保

障费，是指高等学校支付给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及其他支出，为

职工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支出，包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

疗保险金及其他保险金。公务费，是指高等学校用于日常行政管理

及有关公务活动的费用，包括办公费、邮电费、水电费、交通费、会

议费、租赁费、招待费等。业务费，是指高等学校为完成教学业务活

动所需的消耗性费用开支，包括教学材料购置费、资料版面费、教

材编审费、教学差旅费、实习费、毕业设计费、军训费、外籍教师费、
招生费、毕业生派遣费、接待费等。固定资产折旧费，是指高等学校

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包括房屋建筑物折旧费、专用设备折旧费、
一般设备折旧费、图书资料折旧费以及其他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缮

费，是指高等学校为保持固定资产的正常工作效能而开支的修理

和维护费用，包括设备、房屋建筑物、基础设施的修理和维护费用，
室内装修改造费等。修缮费发生不均衡、数额较大的，可以采取分

期摊销或者预提的办法。财务费用，是指高等学校筹集办学经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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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支出、汇兑损失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其他

费用，是指高等学校为提供教育服务而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以外的

其他必要支出。

．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核算

高等学校的直接教育费用可按成本对象归集，直接计入各成

本对象。高等学校的间接教育费用按用途和发生地点，归集于各教

学单位、教学辅助单位、行政管理部门等。月末，按一定的标准分配

计入各成本对象。为准确核算和计算教育成本，对跨期费用要进行

合理的摊销和预提。

８．５．１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科目设置

建立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会计核算体系，在会计科目的设置

上与现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相比有很大不同，应按权责发生制的

要求设置“学费坏账准备”、“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累计折

旧”、“预收学费”、“预提费用”、“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普通

教育成本”、“成人教育成本”、“间接教育费用”等科目，并调整收入

类科目和净资产类科目，使之与支出类科目相匹配。高校会计科目

简表见表 ８．１
８．５．１．１ 普通教育成本

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用于培养全日制学生而发生的教育资源

耗费，包括直接记入本科目的直接教育成本和经分配转入的间接

教育成本。本科目应设置“直接教育成本”、“间接教育成本”两个二

级明细科目。在二级明细科目下还应分别设置薪金、职工福利费、
社会保障费、财务费用、公务费、业务费、折旧费、修缮费和其他费

用等三级明细科目。本科目还应按学科、专业和年级进行项目核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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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高等学校会计科目简表

序号 编号 科目名称 序号 编号 科目名称

一、资产类 三、净资产类

１ １０１ 现金 ２６ ３０１ 出资者投入

２ １０２ 银行存款 ２７ ３１１ 资本公积

３ １１１ 短期投资 ２８ ３２１ 盈余公积

４ １１２ 应收票据 ２９ ３３１ 专用基金

５ １１３ 应收及暂付款 ３０ ３４１ 普通教育结余

６ １１４ 学费坏账准备 ３１ ３４２ 成人教育结余

７ １２１ 存货 ３２ ３４３ 培训结余

８ １３１ 待摊费用 ３３ ３４４ 其他结余

９ １４１ 长期投资 ３４ ３５１ 结余分配

１０ １５１ 固定资产 ３５ ３６１ 不可分配结余

１１ １５２ 累计折旧 ３６ ３９１ 以前年度结余调整

１２ １６１ 在建工程 四、收入类

１３ １７１ 无形资产 ３７ ４０１ 财政补助收入

１４ １９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８ ４１１ 普通教育收入

二、负债类 ３９ ４２１ 成人教育收入

１５ ２０１ 短期借款 ４０ ４３１ 培训收入

１６ ２１１ 应付票据 ４１ ４４１ 科研事业收入

１７ ２１２ 应付及暂存款 ４２ ４５１ 其他收入

１８ ２１３ 预收学费 五、成本支出类

１９ ２１４ 应付工资 ４３ ５０１ 普通教育成本

２０ ２１５ 应付出资者回报 ４４ ５０２ 成人教育成本

２１ ２２１ 应缴财政专户款 ４５ ５０３ 间接教育费用

２２ ２２２ 应缴税金 ４６ ５１１ 培训支出

２３ ２２３ 预提费用 ４７ ５２１ 科研事业支出

２４ ２３１ 长期借款 ４８ ５３１ 其他支出

２５ ２４１ 代管款项 ４９ ５４１ 财政专项支出

高等学校在培养全日制学生过程中，直接发生在某一教育产

品（某一学科、专业、年级）的费用，如教师的工资性支出、教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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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教学公务费、学生事务支出、教学用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缮费

等，直接记入本科目，即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材料”等科

目；发生设备购置费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

目；计提折旧时，借记本科目，贷记“累计折旧”；从“间接教育费用”
科目分配转入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间接教育费用”科目；年终结

账时，结转教育成本，借记“普通教育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年终

结账前，本科目借方余额为学校本年度发生的普通教育成本总额；
结账后，本科目总账无余额。

８．５．１．２ 成人教育成本

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用于培养成人教育学生而发生的教育资

源耗费，包括直接记入本科目的直接教育成本和经分配转入的间

接教育成本。本科目应设置“直接教育成本”、“间接教育成本”等二

级明细科目。在二级明细科目下还应设置薪金、职工福利费、社会

保障费、财务费用、公务费、业务费、折旧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等

三级明细科目。本科目还应按学科、专业和年级进行项目核算。
高等学校在培养成人教育学生过程中，直接发生在某一教育

产品（某一学科、专业、年级）的费用，如教师的工资性支出、教学业

务支出、教学公务费、学生事务支出、教学用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缮

费等，直接记入本科目，即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材料”等

科 目；发生设备购置费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科 目；计提折旧时，借记本科目，贷记“累计折旧”；从“间接教育费

用”科目分配转入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间接教育费用”科目；年终

结账时，结转教育成本，借记“成人教育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年

终结账前，本科目借方余额为学校本年度发生的成人教育成本总

额；结账后，本科目总账无余额。
８．５．１．３ 间接教育费用

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不直接用于培养全日制学生和成人教育

学生而发生的教育资源耗费，如教学辅助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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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管理部门人员的工资性支出、公务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固定资产

的折旧费和修缮费等。本科目应设置薪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

费、财务费用、公务费、业务费、折旧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等明细

科目。
高等学校发生间接用于培养全日制学生和成人教育学生的费

用 时，记入本科目，即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材 料”等 科

目。每月根据有关分摊标准，进行计算分配，借记“普通教育成本”、
“成人教育成本”科目，贷记本科目。分配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８．５．１．４ 培训支出

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举办各类培训班或提供非学历教育而发

生的费用支出。本科目应设置薪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财务

费用、公务费、业务费、折旧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等明细科目。高

等 学校发生培训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现金”等

科目；培训完成结转时，借记“培训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８．５．１．５ 待摊费用

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已经支出，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分别

负 担的分摊期限在 １年以内（包括 １年）的各项费用，如预付保险

费、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等。超过 １年以上摊销的固定资产大修理和

人才引进费用等，应当在“长期待摊费用”科目核算，不在本科目核

算。本科目下可按成本项目设置明细科目。发生待摊费用时，应借

记 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材料”等科目；按受益期限分期平均

摊销时，借记有关支出成本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借方余额表

示各种已经支付但尚未摊销的费用。
８．５．１．６ 长期待摊费用

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已经支出，但摊销期限在 １年以上的各

项费用，包括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引进人才费用等。固定资产大

修理支出采取待摊方式的，实际发生的大修理支出应当在大修理

间隔期内平均摊销；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应当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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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有

关科目。摊销时，借记“成本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期末

借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尚未摊销的各项长期待摊费用的摊余价

值。
８．５．１．７ 累计折旧

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高等学校应当根

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消耗方式，合理地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

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并根据科技发展、环境及其他因素，选择合理

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高等学校的下列固定资产应当计提折旧：房

屋和建筑物；在用的机器设备、仪器仪表、运输工具、工具器具；季

节性停用、大修理停用的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和以经营租赁方式租

出的固定资产。下列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以外

的未使用或不需用固定资产；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已

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按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

账的土地。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以采用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

法、双倍余额递减法等。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高等学校一般应按月提取折旧，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

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
从下月起不提折旧。固定资产提足折旧后，不管能否继续使用，均

不再提取折旧；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也不再补提折旧。
高等学校按月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借记有关支出成本等科

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提取的固定

资产折旧累计额。
８．５．１．８ 预提费用

用于核算本期已经受益，预先计入本期成本费用，但将在以后

支付的费用。高校的预提费用一般有借款利息、职工培训费、逾期

未缴的水电费等。总账科目下可按成本项目设置明细核算。预提

·４５１·



时应按预提费用的部门和用途，分别计入有关成本、费用科目的借

方，贷记“预提费用”科目；实际支付时，记入“预提费用”借方，贷记

“银行存款”或“材料”等科目；“预提费用”的贷方余额为已经预提

尚未支付的费用。

８．５．２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程序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确

定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核算期；设置成本项目；设置成本科目和成

本计算单；记录、归集和分配费用；汇总计算各项教育成本；编制教

育成本报表。
８．５．２．１ 记录、归集和分配费用

高等学校教育费用的归集和分配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１）将学校的全部费用区分为与教学有关的费用和与教学无

关的费用。对所发生的费用进行审核和控制，根据教育成本开支范

围的规定，区分应计入教育成本的教学费用和不应计入教育成本

的非教学费用。
（２）将教学费用划分为直接教育费用和间接教育费用。按用途

和发生地点，分别归集于学院等教学单位、教学辅助单位、行政管

理部门的相关教育成本账户。
直接教育费用按教育产品归集，并直接记入教育产品的成本计算

单中。间接教育费用按用途和发生地点，先归集于教学单位、教学辅助

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准确核算教育成本，有些费用的开支要通过

“待摊费用”或者“预提费用”进行合理的摊销和预提。
（３）分配教学辅助部门的费用。高校的教学辅助部门有图书

馆、计算中心、实验中心、试测中心等。根据成本核算重要性原则，
为简化核算，各教学辅助部门之间相互提供服务的费用可不交互

分配，而直接按一定标准分配至各教学单位。
（４）分配校级行政管理部门的费用。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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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管理和组织全校教学、科研活动而发生的，属于全校性的共同

费用，可按一定的标准直接分配到教育产品中去。同理，校级各行

政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提供服务的费用也不进行交互分配，直接按

一定标准分配至各教学单位。
（５）分配各教学单位（院、系）相互提供服务的费用。各教学单

位除为本单位各专业学生提供教学服务外，往往还承担大量的外

单位教学任务。同时，本单位教育产品的成本中还应包括外单位所

提供的教学服务费用。各教学单位实际计入教育产品的直接成本

为该教学单位直接发生的费用加上由其他教学单位分配转入的费

用减去该教学单位分配转出的费用。因此，各教学单位要计算出本

单 位的教学服务（课时）的总成本及构成和单位成本，然后相互分

配结转。
（６）计算各教学单位的成本，教学单位内按专业、年级分配教

育费用。对于各专业、各年级而言，教学单位内的费用也有直接和

间接之分，对于间接费用要按一定标准分配到各专业、各年级，计

算出各专业、各年级学生的教育成本。
８．５．２．２ 计算各项教育成本

通过上述费用的归集、分配、再归集、再分配，最后将应由本期

教 育产品负担的费用，都归集到“普通教育成本”和“成人教育成

本”科目的借方和教育成本计算单上，将各成本项目进行汇总，就

可以得到各种教育产品的总成本。将总成本除以相应的学生数，就

可以得到生均教育成本。
８．５．２．３ 编制教育成本报表

在教育成本计算出来后，可以根据教育成本的账簿记录和教

育成本计算单编制教育成本报表，见表 ８．２。根据当年的教育成本

计算单及有关账簿记录，可汇总编制当年学校教育总成本和生均

教育成本，见表 ８．３；根据一届学生一个周期内不同学年的教育成

本计算单及相关账簿记录，可以汇总编制成毕业生生均教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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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８．４为学生人数统计表。
表 ． 成本支出明细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项 目
合
计

薪金

职工

福利

费

社会

保障

费

财
务
费
用

奖
助
学
金

公
务
费

业
务
费

折
旧
费

修
缮
费

其
他
费
用

普通教育成本

其中：间接费用

成人教育成本

其中：间接费用

培训支出

其他支出

科研事业支出

财政专项支出

成本支出合计

表 ． 教育总成本与生均教育成本情况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行
次

学科 总成本
生均成本

本专科 硕士 博士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１ 文科

２ 理科

３ 工科

４ 农林水

５ 医学

６ 艺术

７ 体育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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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学生人数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人

行
次

学科 本专科 硕 士 博 士

１ 文科

２ 理科

３ 工科

４ 农林水

５ 医学

６ 艺术

７ 体育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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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高等学校的财务合并

“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以来我国高等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既定方针。高校合并的目的是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发挥学科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
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早在 １９９２年我国就启动了这

项改革。通过合并调整，我国高校重复设置、办学规模过小的局面

开始改善，并形成了一些文理工农医等各大学科门类较为齐全、规

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学校财务既是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事业发

展的财力保证，同时又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财务合并是一

种深层次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它不仅影响全校师生员工的切身利

益，而且关系到合并高校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因此，如何适应高校

合并实践的需要，研究探讨高校合并中财务 合 并 的 新 问 题、新 情

况，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思路和办法，既是高校改革和发展的重大

理论问题，也是高校合并办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 高等学校合并的特点

９．１．１ 高等学校合并及其标志

高校合并是指两所或两所以上的高等学校合并组成一所高等

学校。高等学校合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中央部委属院校之间

的合并，有地方院校之间的合并，也有中央部委属院校与地方院校

·９５１·



之间的合并；有同类项合并即科类相同、重复设置、结构布局不合

理学校之间的合并，也有互补型合并即科类不同的学校之间为了

优势互补，增强实力，使科类更加综合而进行的合并。从高校合并

的主体变更方式看，具体有两种形式：一是吸收合并或称兼并，即

以一所大学为主，兼并其他一所或几所院校。合并以后，保留兼并

高校的法人地位，而取消其他被兼并院校的法人地位；另一种形式

是创立合并或称新设合并，即两所或两所以上的院校合并为一所

新的院校。合并以后，以新设立的院校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原有院

校的法人地位被取消，经过学科调整重组，原有布局、结构被打破，
原有院校仅在地域上作为新院校的校区存在。

可见，合并是联合办学的最高形式。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是

实质性合并，都是由原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单位，变成一个

法人单位。高校实质性合并的标志是“五个统一”：
一是统一的学校主体。学校合并后，只有一个学校主体，一个

法人单位，一个学校名称。合并后的学校在地域上可以有几个校

区，但各校区不是独立的办学主体，不具有法人资格，也不是一个

相对独立的核算单位。
二是统一的组织机构。学校合并后，只能有一套统一的行政领

导机构、一套统一的领导班子。合并后的学校应根据新的实际和需

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统一进行机构和领导班子的调整，不能

机构重叠、政出多头，更不是独联体式的。
三是统一的管理制度。学校合并后，必须统一管理制度，包括

行政管理制度、组织人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教学科研管理制度、
后勤管理制度等等，以统一调整和规范学校 教 学、科 研 等 各 项 活

动。
四是统一的发展规划。学校合并后，应从一个统一的整体出

发，制订学校统一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既不是合并前的各院校发

展规划的简单相加，也不以合并后的各个校区为单位编制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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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而是以新设立的学校为一个整体，按调整后的学科建设要求，
编制统一、完整的发展规划。

五是统一的学科建设。学校合并后，应在新的学校领导班子的

领导下，根据新的学校发展规划，进行学科、专业、课程的调整与建

设，促进相同学科的深度融合，并根据需要合理调整师资结构，优

化教学、科研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益，提高教学质量和科

研水平。

９．１．２ 合并高等学校的特点

实质性合并是学校合并成功的惟一正确的途径。只有进行实

质性合并，才能达到合并高等学校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布局结构、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的目的。高校合并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的重要举措。随着“共建合并”这种形式的推行和扩大，建立中

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 级 人 民 政 府 统 筹 为

主，条块有机结合的新体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将逐

步实现。高校合并涉及许多深层次的重大问题，如中央、地方政府

很多部门、行业、单位的管理权限、利益分配以及财政拨款体制、人

事组织制度等。就合并高校自身而言，也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
（１）学校主体由多变单。如前所述，高校合并是指两所或两所

以上的高等学校合并成为一所高等学校。学校主体由原来的两个

或几个变成了一个。合并前的各校均是一个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

担民事责任的社会法人实体，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都结合各自的

情况，从实际出发，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和布局结构，与之相适

应的行政管理、组织人事、财务管理等各项制度也自成体系，各具

特色，且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合并以后的高校是一个整体，办学主

体只有一个。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原有的观念、习惯、做法等都将

有形或无形地发挥作用。因此，由于办学主体的变化，更需要统一

认识，步调一致；更需要转变观念，尊重习惯；更需要求大同，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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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更需要区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
（２）隶属关系由单变多。与学校主体由多变单相反，合并高校

的行政隶属关系则由单变多。如前所述，高校合并的形式是多种多

样的，有中央部委属院校之间的合并，有地方院校之间的合并，也

有中央部委属院校与地方院校之间这种不同行政主管部门院校之

间的合并，即使是前两种情况也存在不同行政主管部门的问题。我

国原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一种国家集中计划、中央各部委和

省级人民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直接管理的条块分割的体制。高校

合并一方面打破了这种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克服了办学分散、重

复设置、规模小、效益低下等弊端；另一方面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

两级管理、分工负责、条块有机结合的办学体制的逐步形成，使合

并高校的行政隶属关系多元化，一个学校主体由原来的隶属一个

行政主管部门变为了隶属多个行政主管部门。这种行政隶属关系

的变化，使合并高校的财政拨款渠道多元化，经费的管理、使用方

式和要求也多元化，因此要求学校协调和处理好与各主管部门的

关系，要按照不同主管部门的不同要求开展各项工作。
（３）办学规模扩大，管理层次增加。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

成的“条块分割”办学体制的突出问题是重复设置、规模过小、效益

低下。高校合并的目的之一就是扩大规模，提高效益。１９９２年至今

已有 ６１２所高校合并组建成为 ２５０所高等学校，也就是说合并高

校的平均规模是合并前的近 ２．５倍。再加上近几年招生规模的不

断扩大，合并高校的全日制在校生人数大多在万人以上。大的合并

高校如浙江大学、吉林大学等已达到四万人左右。办学规模的扩大

势必要求管理层次增加，合并前的院校普遍实行校系或校院两级

管理，而合并后的高校大多要求实行校院系或校院所三级管理。如

浙江大学实行的是“三实二虚”的五级管理体制，即学校、学院、研

究所为管理实体，学部和系为虚体。办学规模的扩大和管理层次的

增加，无疑对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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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地域布局分散，管理空间扩大。合并前的高校不仅办学规

模相对较小，而且地域布局相对集中，通常是集中在一个地块上，
并用围墙与外界隔开。地域集中，空间跨度小，管理相对比较方便。
合并后的高校地域分散，尽管有的是一墙之隔或一街之隔的几所

大学之间的合并，但更多的是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距离的几所

大学合并而成。一个学校的几个校区可能分布在一个城市的东南

西北，校区之间的距离近则两公里，远则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如

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组建而成

的新的浙江大学就是典型的一例，将各校区连成一圈就达五十多

公里。地域的分散，管理空间的扩大，不仅给学校的管理增加了难

度，而且也增加了管理费用。因此，为了适应这一特点的要求，建立

合理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既能方便广大师生，提高工作效率，
又能节约管理费用，提高办学效益。

９．１．３ 高校合并与高校财务合并

合并后的高校由原来若干个法人合并为一个法人、一个领导

班子、一个建制，统一管理资产，统一调配资源。财务合并是指实行

合并办学的高等学校，将原来自主办学、独立核算的若干个财务主

体合并为一个自主办学、独立核算的财务主体的过程。高校合并与

财务合并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高校合并决定

着财务合并，而财务合并又反作用于高校合并，制约或促进着高校

合并。
学校合并的程度决定着财务合并的程度，学校合并的模式决

定着财务合并的模式。学校的实质性合并，要求财务也进行实质性

合并。中央在关于浙江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决定中明确

指 示：“新组建的浙江大学实行一个法人、一 个 领 导 班 子、一 个 建

制，并撤销原有学校的独立建制”，“原四校的在编人员、资产全部

划 归新的浙江大学统筹管理”，“双方投入的经费由新浙大统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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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使用”。可见，财务的实质性合并是合并高校的内在要求。财务

合并应该根据学校整个合并工作的进程，积极、有序地推进。合并

后学校的财务管理体制必须与新学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教学管理

体制、学科建设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相适应。财务合并的实质是

合并高校重新确立新的财务管理体制的过程。新浙江大学成立后，
根据“人、财、物、教学、科研统一管理”的要求以及学校规模大、校

区分散的现状，确立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旨

在集中校级财力，加强宏观调控，提高办学实力和能力。“统一领

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具有丰富的内涵，“统一领导”是基

础，是前提，是高校财务管理工作的基本准则。对合并之初的高校

来说，实施财务的“统一领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校合并之

初，财务工作千头万绪，确立新的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迫

在眉睫。如何抓住财务工作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实现财务实质性合

并的关键。实施财务实质性合并，应着重抓好“五个统一”的工作，
即统一财务机构、统一预算管理、统一会计核算、统一经济政策、统

一财务规章。
然而，财务合并不仅是高校合并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合并的

关键，财务合并制约着高校的合并。高校合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

由教学、科研、人事、财务、后勤等多个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相互

作用、相辅相成。财务合并不能脱离其他工作孤军深入，同时财务

工作又是整个系统中极其关键的、最基本的要素，因为经济是一切

工作的基础，学校的教学、科研以及后勤工作 都 离 不 开 财 务 的 保

障，财务又牵涉到每个教职工和学生的切身利益。高校合并过程归

根结蒂是深层次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其中经济利益的调整主

要通过财务合并过程集中地表现出来。学校合并过程中大多数问

题最终都归集在财务问题上。因此，财务能否实现实质性合并，关

系到学校整个合并工作的成败，财务实质性合并的进程制约着高

校合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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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高等学校财务合并的原则

财务合并是高校合并的关键问题之一，财务合并的顺利与否，
成功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职工的眼前利益，也决定着其长

远利益；不仅影响到整个学校合并的当前工作，也决定着合并后学

校的长远发展。因此，财务合并不仅是学校领导和全校教职工共同

关心的敏感问题，也是上级主管部门和政府领导十分关注的问题。
为了保证财务合并积极、平稳、有效、有序推进，财务合并必须坚持

以下原则。

９．２．１ 整体性原则

所谓整体性原则，就是指合并后的高等学校是一个独立的整

体，财务合并时应充分考虑其整体性。如前所述，学校合并包括吸

收合并和新设合并，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的 合 并，都 是 实 质 性 合

并，都是由多个法人单位合并成一个法人单位，由原来的若干个财

务主体合并成为一个财务主体，原来学校的法人实体和独立财务

主体已不复存在。合并后的高等学校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受民

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来各校已丧失独立的民事能力，
无法承担民事责任，其独立的财务主体地位也随之消除。因此，无

论是在合并过程，还是在合并以后都必须考虑整体性原则；无论是

制订财务政策，从事财务活动，还是处理各种财务关系，都必须坚

持整体性原则；无论是对外提供财务报告，还是对内进行财务管理

活动过程，都必须体现整体性原则。任何各行其是，从自身小团体

利益出发的行为，都将影响学校的合并工作，乃至以后的发展。

９．２．２ 全面性原则

所谓全面性原则，就是指财务合并工作在内容和范围上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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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方位的。合并后的学校作为一个独立法人、一个整体，其财务

活动涉及的范围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校级财务，也包括二级财

务；既包括预算财务，也包括产业财务。其财务内容也应该是全面

而完整的，既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也包括收入和支出；既包括

资金的筹集，也包括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既包括反映，也包括监督。
因此，财务合并必须全面、完整地反映学校整体的全部经济活动和

综合经济实力。同时，财务合并既包括财务活动、财务业务的合并，
也包括财务机构的合并，决不允许账外建账，成立财务处以外的一

级财务机构。

９．２．３ 发展性原则

所谓发展性原则，就是指财务合并要着眼于长远，有利于合并

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如前所述，学校合并的目的就是为了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利用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学校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是合并的目的。不能因为眼

前的局部利益，影响和牺牲学校的长远发展。高校合并中的财务合

并必须从合并以后学校的全局和整体出发，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财力保证。

９．２．４ 有序性原则

所谓有序性原则，就是指学校合并过程中财务合并必须区分

轻重缓急，循序渐进。高校合并特别是几所较大规模学校的合并，
情况复杂，头绪多，任务重。财务合并工作也一样，合并过程中必须

抓住主要矛盾，以此带动整体工作。高校合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关

系，合并过程中出现和存在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因此，合

并过程中必须考虑和兼顾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要调动各方面的

积极因素，既要考虑合并后学校的政策统一性，也要考虑原有各校

财务运行的特点，保持必要的连续性；既要考虑和承认教职工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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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益，又要考虑合并后学校的整体实力。财务合并应先易后难，
先主后次，稳中求统，逐步推进。

９．２．５ 可行性原则

所谓可行性原则，就是指财务合并必须方便可行，易于操作。
财务管理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保障并促进高校的教学、科研、
产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就要求高校合并过程中，财务合并必须

从实际出发，遵循可行性原则。也就是说要将该校所处的环境、办

学规模、历史渊源、组织形式等各类因素结合起来，充分考虑自身

办学特点。在财务合并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整体性，有利于加强

学校的宏观调控，同时又要有利于日常各项 工 作 的 管 理，方 便 可

行。

． 合并高等学校财务合并的程序

高校合并从原各自独立的财务 主 体 形 成 一 个 统 一 的 财 务 主

体，需要有一个过程。为了确保高校在合并过程中，改而不乱，稳中

有治，逐步规范，财务合并必须采取先维持后统一，逐步理顺，逐步

完善的办法。从财务清算到账务合并，从原有政策规章的清理到新

体制的确立，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程序。

９．３．１ 稳定合并过渡期的财务运行

合并过渡期，具体是指从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学校合并之时到

正式宣布合并学校成立之日的那个时期。保持学校合并过渡期各

校财务的正常运行，对学校合并工作的顺利进行，乃至合并后学校

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是学校合并成败的关键之一。在

这一时期，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校在财务管理上很可能形成

一个“真空期”，容易导致财务上某种程度的失控，给学校的合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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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合并后的学校发展埋下隐患，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上级主管部

门 必须及时制订“学校合并过渡期的财务规定”，明确各校在财务

上的职责权限和对合并后学校财务运行应负的责任，要责成学校

有关人员和部门严格把关。各校领导必须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从

合并后学校的大局和长远发展出发，把维护合并后学校的整体利

益作为一条政治纪律。

９．３．２ 财务清算

财务清算，就是指当高等学校的行政隶属关系与管理关系发

生变动时，对一定时点上的学校财务状况进行全面清理清查和核

算，以确定学校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核实学校的收入、支出和结

余情况，为学校财务管理体制和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奠定财务基

础。两所或两所以上的高等学校合并，原有各校的法人实体被取

消，而确立了合并后高等学校的法人主体地位，这就要求必须对合

并前各校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对学校的各项收支

等财务状况进行科学核算。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情况，摸清家底，发

现问题，提出建议，以达到合并后关系顺畅、运转协调之目的；也只

有这样才能有效维护合并以后学校的经济利益，保护学校资产的

安全和完整，防止学校资产的流失和不必要的损失。
财务清算是学校财务合并的首要环节。合并的高校必须高度

重视，认真对待。高校合并的财务清算工作必须在主管部门的监督

指导下进行。高校合并必须按有关规定成立财务清算机构，财务清

算机构应对清算期间学校的财务运行状况负责。财务清算机构的

主要职能：一是组织对合并学校的资产、负债及相应的净资产等财

务状况进行全面清理和科学核算；二是负责督促各校认真执行国

家、政府部门的财经法规，贯彻学校合并工作领导小组的有关文件

精神，保证学校财务的正常运作；三是对合并后学校的财务管理体

制提出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选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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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３ 账务合并

合并账务，就是指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合并后学校的

实际需要，统一设置账簿，统一全校的会计核算程序和办法，统一

对外提供会计报表等会计事务。为全面完整地反映合并后学校的

财务状况，保证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统一性，在 财 务 清 算 的 基 础

上，合并原各校的账务，包括会计制度、账簿、报表等。对执行不同

会计制度和会计政策的原各校的账项按统一的可比口 径 进 行 调

整，并制订统一的内部会计制度和会计政策，作为全校处理各项会

计业务的依据和规则。原各校应按有关规定，结束旧账，将所有资

产、负债及相应的净资产移交给合并后的学校。结束旧账的形式，
可视合并后学校采用的会计核算形式即集中核算还是分散核算而

定，可以以表代账，并表不并账，也可以既并表又并账。合并高校应

充分运用现代会计电算化手段，尽快实现一套账的实时运作。但无

论采用哪一种形式，账簿的设置和核算口径必须统一。

９．３．４ 财经政策和财务规章的清理

政策规章的清理，主要是指对原各校的经济政策和财务规章

制度等进行汇总、分析，保留必要和共同适用的部分，而清理取消

不必要的和不适合合并后学校运行的某些政策规章的过程，以理

顺各种经济关系和财务规则，确保合并后学校各项经济工作和财

务活动的有效开展和正常运行。由于合并前各学校情况各异，条件

不一，其经济政策和财务规章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合并以

后，原来各自独立运行的学校成了一所统一的学校，必须以合并后

学校的长远发展出发，从学校的大局、整体出发，分析清理原各校

的各项经济政策和财务制度，“求大同，存小异”。在不影响学校稳

定的前提下，暂停、取消乃至统一必要的政策制度，为确立新的财

务管理体制和学校大政方针的统一，作好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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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５ 确立新的财务管理体制

合并以后的高等学校作为一个自主办学、独立核算的法人实

体，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在遵循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结

合具体情况，确立合适的财务管理体制。这种财务管理体制的基本

点是，坚持校（院）长负责制、实行以学校法人为首的经济责任制，
校（院）长应对合并学校的整体财务状况全面负责。坚持事权与财

权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模式，学

校经济工作和财务活动的大政方针以及重要的财务规章制度，预

决算等重大的问题必须由学校决策。学校各职能部门和院系所各

级在接受学校统一领导，遵循学校政策制度的前提下，对与其事权

相适应的财力有支配权和调整权。健全和完善学校财务机构，学校

财务处是学校惟一的一级财务机构。各院系以及校办产业、总务、
基建等单位只能设置二级财务机构，并接受学校财务处的领导和

监督。各校区也只能作为一个管理部门，在事权范围内支配相应的

财权，不能也没有必要设置一级财务机构。校区财务部门是学校财

务处的派出机构，接受学校财务处的领导，它与校区管理部门的关

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监督与被监督的

关系。

． 合并高等学校财务合并的内容

高等学校合并中的财务合并，实际上是原各校财务运行向合

并后学校的财务运行转轨的过程，是新的财务管理体制的确立过

程，其内容包括全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

９．４．１ 经济政策和财务制度

通常，合并前各院校都有一套完整的财务规章制度和比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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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支标准和经济分配政策等。这些政策制度都

是原各校在遵循国家政策法规及规章的前提下，结合各自的实际

情况制定和形成的。各校在政策制度上存在差异也是十分正常和

明显的。合并以后，原各校已不再存在，原有的布局和结构也将被

重新调整。因此，原有政策制度有相当一部分已不能发挥作用，也

不适应合并后学校的实际情况。同时，合并以后由原来的多个法人

实体变成了一个法人实体，为了避免在一个学校里，由于执行不同

的政策和制度而造成管理上的失控和学校经济秩序的混乱，防止

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局面，必须在对原各校的经济政策和财务规

章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制定一套既遵循国家有关财经法规规

定，又符合合并后学校实际，能保证学校经济和财务有效运行的经

济政策和财务制度，以确保学校在合并中以及合并以后有章可循，
改而不乱，逐步推进。经济政策和制度合并的主要内容包括经费开

支标准、经济分配政策、财务管理制度等。

９．４．２ 综合预算和财务决算

高校的综合预算是学校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的年度

财务收支计划，它是学校日常组织收入和控制支出的依据，也是一

个学校规模和事业发展方向的综合反映。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和

使用对学校的事业发展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因此，也有人称综合预

算是学校工作的“牛鼻子”、“指挥棒”。高校的财务决算是学校预算

执行结果的反映，它反映了学校全年的实际收支情况，说明了学校

的总体规模、办学效益和综合实力。
合并后的学校必须从学校整体出发，根据全校的事业发展需

要和资金供给情况，坚持“打实收入，打足支出，量入为出，收支平

衡”的原则，搞好复式预算。在保证全校教学、科研、行政、教职工正

常生活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区分轻重缓急，合理安排事业发展所需

资金，以充分发挥综合预算在学校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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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年度终了应编制学校整体的

财务决算，以全面完整地反映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全部经济

活动情况和整体财务状况。

９．４．３ 会计账务和财务报告

合并之前，原各校都有一套完整的账簿体系和会计报表体系，
以及完善的账务处理程序和办法，独立地对外提供会计报表。合并

以后，不再需要以原各校名义单独对外提供会计报表，原各校的账

务处理体系和处理程序也随之改变。合并后的学校作为一个财务

报告主体，应该单独完整地对外提供有关会计信息。为此，必须确

立科学有效的会计核算组织形式，并建立相应的会计账簿体系和

会计报表体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账务处理程序和办法。账务合并

包括账簿的合并和会计报表的合并。合并以后的会计核算可以视

具体情况不同，采用集中核算、分散核算或者集中核算与分散核算

相结合的会计核算工作体制。

９．４．４ 财务机构和财会人员

建设一支高效、精干的财会队伍，建立职责分明、运行顺畅的

财务机构，是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符合学校改革与发展的财务管理

体制的前提和保证。这有利于维护合并高校的正常秩序，增强学校

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促进学校各方面的深度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学校财务机构设置是财务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财务机

构的设置必须有助于加强对学校各项经济活动和财经 工 作 的 管

理，并且与所实行的财务管理体制相适应。合并前各学校都设有财

务处，作为学校管理全校财务工作的职能部门。合并以后若干所学

校变成了一所学校。财政部和教育部已三令五申高等学校必须建

立健全财务机构，以加强对学校各项资金的管理，并明确指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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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是学校惟一的一级财务机构，是学校财务管理的职能部门，
在 校（院）长和总会计师的直接领导下，对全校的财务经济活动进

行归口管理，全面负责学校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不允许设

立第二财务处。因此，必须合并财务机构，统一管理并合理安排财

会人员。
学校合并之初，财务工作千头万绪，确立新的财务管理体制和

财务运行机制迫在眉睫。如何抓住财务工作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实

现财务实质性合并的关键。实施财务实质性合并，应着重抓好“五

个统一”的工作，即统一财务机构、统一预算管理、统一会计核算、
统一经济政策、统一财务规章。

． 合并高等学校的会计信息系统

高校合并前，各校都有一套独立完整的会计核算制度，并建有

与之相应的账簿、报表体系。随着学校的合并，这种各自独立的会

计核算体系已不适应合并学校的管理要求。高校合并确立了合并

高校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业法人和财务报告主体的地位，客观上需

要合并高校按照统一的会计制度、方法和程序进行会计核算。因

此，统一合并高校的会计核算，建立科学的与合并高校自身特点相

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实现学校财务管理的目标，是财务实质性合

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９．５．１ 合并高校对会计信息系统的要求

会计核算是会计主体通过设置账簿、凭证和报表等会计核算

系统，运用特定的方法，以价值形式连续、全面、系统地确认、计量、
记录、报告本单位经济业务的行为和过程，以便及时有效地提供会

计信息。衡量会计核算体系是否理想，不仅在于会计核算能否适应

学校体制变革对会计工作的要求，发挥会计的职能，还在于系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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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否便于操作。理想的会计核算系统应是两者的和谐统一。合

并高校在设置会计核算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主管部门对会

计核算的不同要求，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学校内部的组织特点。
９．５．１．１ 能够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具有

规范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

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合并高校，出现了受中央财政与地方

财政部门，中央教育主管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共同管理的情况。由

于不同主管部门对财务信息需求的不同，合并高校在设置账簿、报

表时，要统筹兼顾，使学校会计信息既能满足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

预算管理的需要，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又能满足不同教育主

管部门加强对高校的管理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为了避免和减少因

实行不同会计制度造成的信息失真，合并高校在设置会计核算系

统时，必须坚持规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规范性是指合并高

校的会计科目、项目设置及其反映的内容必须符合《事业单位会计

准则》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要求，学校财务应按照相同的原则

设置、使用会计科目与项目编码，并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

序来反映、报告经济业务，以保证会计核算的目标一致。灵活性是

指合并高校为体现合并的特点，在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增设科目与

层次，划分项目的类别与属性，细化会计核算来实现内外部不同会

计信息使用者的管理要求。
９．５．１．２ 能够实现学校内部不同管理层的管理要求，具有整

体性与局部性相统一的特点

高校合并后，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要使学校保持组织有序、
高效运转，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内部会计信息系统来保障，既要及时

反映学校的整体收支和财务状况，又要准确反映学校内部各级各

部门的财权和财力情况。这就需要学校财务在项目编码、部门编码

设置上，做到层次分明、上下关系明确，便于各管理层对经费使用

的控制和效益的考核，以体现核算的完整性，同时满足学校内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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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部门管理的局部需要。
９．５．１．３ 有利于会计电算化的实施，具有前瞻性与操作性相

统一的特点

会计电算化的应用，突破了合并高校核算时空和跨度上的局

限性，使学校财务管理过程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成为

可能，而且准确及时。但会计软件也对合并高校在科目、项目、账

务、报表的设置等上有一定的约束，这就要求学校的账务设置要做

到前瞻性和现实操作性的统一。前瞻性是指合并高校在设置账务、
报表体系时，不能只考虑眼前的管理与核算要求，还应把握未来一

定时期学校新的要求，要留有余地。操作性是指合并高校的账务、
报表设置要便于会计人员的使用，做到简明、可理解和满足现实管

理的需要。

９．５．２ 合并高校会计信息系统的设置

９．５．２．１ 合并高校的会计科目设置

科学设置会计科目，明确规定其核算内容，才能发挥账户的记

录、跟踪和核算作用，使会计信息真实完整；相反，如果对会计科目

的核算内容规定模糊，科目的名称与编码、科目和科目间的核算内

容与范围交叉、重复，就会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缺乏可比性。
合并高校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核算主体和报告主体，应该也

必须统一会计制度。为确保合并高校账务处理的有序进行和会计

信息的真实可靠，会计科目设置在遵守国家会计制度统一规定和

满足拨款单位对会计核算具体要求的前提下，必须充分体现合并

高校内部组织结构的特点，做到科学规范，内容明确，结构合理，层

次清楚。（１）可以新增必要的总账科目。新设置的会计科目要符合

会计制度的要求，不能影响学校的会计核算和会计报表的编制。如

设置内部抵销科目“总校往来”与“校区往来”科目，反映总校与校

区间的资金调拨等内部业务往来情况；其内部结算凭证一般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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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费调拨单”、“资产调拨单”等。（２）可以增加有关科目的明细

层次。如实行一套账实时运作的多校区学校，对“现金”与“银行存

款”可分别按校区设二级明细账。（３）可以灵活使用“预算分配”科

目。“预算分配”科目反映了高等学校各类支出预算指标的分配及

其调整情况。合并高校由于校区布局分散，为了既方便教职工，提

高办事效率，节约管理费用，又有利于加强预算管理，可在“预算分

配”科目下设置总校预算分配户、校区预算分配户及校区预算经费

核算户等，以全面反映和控制学校预算经费的分配和执行情况。
９．５．２．２ 合并高校的核算项目设置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强调了学校经费的项目管理，项目核算

一般是以学校内部各单位或各类经费为对象，反映各项目在一定

时期内的收入（包括预算分配）、支出、暂付、结存等情况。合并高校

通过核算项目的设置，既能防止经费超支，落实单位的经费责任，
同时也能为评价单位的经费使用情况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核算

项目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合并高校的特点，满足学校管理的要求。
（１）项目设置必须便于管理。如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要求“单

独核算、专款专用”，合并高校对专项经费的核算，一方面可采用辅

助账的形式，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合理设置项目，从关联科目中取得

相应的数据信息，以避免重复记账，提高会计核算效率，降低会计

核算成本。
（２）项目设置必须规范、科学。项目的规范与科学主要表现在

项目的分类与其关联的核算科目的关系等方面，同类项目的关联

科目必须保持一致，以便于年终结账。项目的设置不仅应满足当前

的需要，而且还应考虑学校发展的需要，在编码设置上要留有一定

的余地。在确定项目编码位数和具体编码排序时，对项目编码中的

长度、顺序要符合一定的要求，遵循一定的原则。既要充分考虑类

别的需要，又要尽可能简洁、明了，具有规律性。
（３）项目设置必须全面、完整。通过对项目核算内容、项目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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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目类型、代码、名称及项目与其关联科目的收支控制设置，
项目核算应能完整地反映合并高校内部各单位的经济业务，便于

经费的核算、统计、分类汇总及项目查询等。
合并高校的项目编码一般可由部门编码与经费编码组成。学

校可根据内部管理要求的不同，设计项目编码的属性、长度、经费

控制的级次等。部门编码一般应按隶属关系，从上往下设计，在核

算内容与空间范围上体现上级部门涵盖下级所属部门。部门编码

一般应能区分校区、部处、学院、科室、系所等。设置校区编码主要

是为了反映经费的校区地域分布，以利于管理和核算。经费编码应

能反映项目的经费类别、入账科目或支出明细、项目序号等内容。
经费类别可按收入来源、经费性质等进行区分；支出明细编码是在

经费核算类别的基础上，按支出科目明细或预算明细项目内容设

置的。由于各经费大类关联的收支科目不同，支出明细编码的设置

也各不相同。如代管、专用基金等经费的收支在同一科目核算，收

支余关系明确、直观，其项目的设置也就比较简单，可按各自科目

的级次顺序设置项目编码；而预算分配经费的项目，由于收支科目

对应关系复杂，支出明细编码则应按预算分配的经费项目设置。另

外，不同来源的科研经费由于学校实行不同的经济分配政策，在经

费类别设置上必须按经费来源分别归口，明细类别可表示课题立

项的时间即年份，序号可在同一年份下编排，以反映课题经费的来

源、性质及立项的时间，为日常报账及对外报表提供方便，为科研

项目的清理与管理奠定基础。
９．５．２．３ 会计科目与核算项目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管理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不同的，能满足学校主管

部门需要的会计信息，不一定能满足学校内部管理部门的要求。会

计科目与核算项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相互补充。会计科目是对相同性质的经济业务所作的科学分类，设

置会计科目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学校外部对共同财务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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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核算项目一般是为满足学校内部管理的要求而自行设置的，用

以反映和控制某一项目经费完整的财务情况，为考核和评价其业

绩提供信息，因而更具有针对性。会计科目核算包含项目明细，项

目核算则总是与一定的会计科目相关联。收到经费立项时，根据经

费类别的不同，在科目与项目中分别核算，项目余额随收入（或预

算分配）科目的贷方发生额的增加而增加；发生费用或借款时，项

目余额会随支出或往来科目的借方发生额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只

要对项目编码的部门、经费类别、使用明细、序号等属性的长度合

理设置，对项目所关联的核算科目正确定义，就能够满足学校内外

管理的要求，做到从科目中了解有关项目的经费收支情况；从项目

中灵活反映各关联科目的收支内容。《项目经费汇总表》和《单位经

费收支情况表》正是基于科目与项目间存在的内在关系而设计的，
它能及时准确地为学校内部管理提供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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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的制度安排

． 高等学校的产权分析

１０．１．１产权及产权关系

１０．１．１．１ 产权的内涵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产权问题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目前，对产权概念的说法各异，如“产权泛指财产权”，“产权是财产

所有权”，“产权是指经营权”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理论

界对产权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从法律角度对产权的理解，可

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产权就是拥有财产的权利，即人们围绕财产而结成的权利

关系，财产产权是权责利相一致的，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民事权

利；谁掌握财产，利益归谁，谁负责任。
（２）产权是一种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它以所有权为核心，

但并不等于所有权。产权制度的重点在于法律对产权的确认和收

益的保障。《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权

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财产所

有权是产权的主要形式，其他形式的产权都是由财产所有权派生

的。
（３）产权可分为原始产权和派生产权。原始产权通常是指所有

权，原始产权的性质决定派生产权的基本性质。产权关系一旦确

定，派生产权主体就可以在其合法的范围内自主地运用产权，谋求

自身利益，但必须实现原始产权的收益。一个主体可以拥有多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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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但一项特定产权只能归属一个主体。不仅原始产权可以派生出

派生产权，派生产权也可以再派生出派生产权，这种派生过程可以

连续进行，使产权关系越来越复杂。
（４）产权是一组权利，它可以分解或分离。如果一个主体拥有

特定财产的全部权利，那么这些财产的产权是合一的，该主体对财

产的产权是完整的。产权的分解或分离，是指原来掌握全部产权的

主体，把除所有权以外的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分权等其他产

权分离出去。产权的分解实际上是社会分工在产权管理或行使上

的具体体现。
１０．１．１．２ 产权关系

产权关系是产权主体之间，在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发

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包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所有者与所有

者的关系，所有者内部各种监督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经

营者之间的关系等等。财产所有者和财产经营者或使用者，都是产

权主体。它们之间在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发生的关系，都

是产权关系。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是所有权的四项权能，
这些权能可以部分与所有者分离，并在分离后通过不同的组合，形

成不同的产权。如占有、使用和处分三项权能的结合构成经营权；
占有、使用和收益三项权能相结合构成承包经营权；占有和使用两

项权能相结合构成使用权等。因此，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围

绕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形成的。
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一条重

要原则。经营权是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是相对独立的，它不仅

可以排除第三人的妨害，而且可以抗辩所有权人。然而，经营权与

所有权的分离并不是绝对的，所有者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权，经营者

也不能侵蚀所有者的所有权。因此，一方面要强调落实经营权，另

一方面也要强调保障所有权，经营权和所有权必须同时兼顾，片面

强调所有权而干预经营权，或者片面强调经营权而侵蚀所有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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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错误的。
１０．１．１．３ 法人财产权

由出资人投入法人实体的资本金或投资额及其增值和法人实

体在经营中负债形成的财产，构成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就是法

人实体对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拥有的独立支配权。通常，出资人拥

有法人实体的权益，但不直接拥有法人实体的财产，法人实体在存

续期间内对出资人的投资和负债构成的全部法人财产，享有以其

名义独立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见，法人财产权比传

统的经营权更具有主体性和独立性，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法人财产独立和自主经营的要求。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

产权关系明晰，权利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关系明晰

要求法人企业具有独立于出资者的法人地位。法人企业的国有财

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

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

人实体。也就是说，国家保留终极所有权，法人企业获得法人财产

权，并以其全部法人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出资者承担资本

保值和增值责任。与这种产权关系相对应的权利责任关系，一方面

是企业在享有法人财产权的同时，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保证出

资者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则是出资者在以投入企业的资

本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同时，享有所有者权益。

１０．１．２ 高等学校的产权及其管理

高等学校产权是教育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产权是一个

全新的教育经济学概念，它是人们围绕特定的教育财产而结成的

权利关系。教育财产包括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物质资料等有形

资产，也包括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在办学过程中的校风、教育特色

以及由此形成的教学经验和教育思想，还有由整个办学过程凝聚

而成的“名牌”社会效应等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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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权是对特定的教育财产的权利，是由教育财产的所有

权、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等一组权利组成的。如果一个主体拥有

某特定教育财产的全部产权，那么这些产权是合一的，该主体拥有

的教育产权则是完整的。明晰教育产权是要明确教育投资主体，教

育产权的分解则是要明确具体运作的教育主体及其责任范围，并

真正把不同的权利落实到具体主体身上，使教育产权运行良性化。
如同国有企业产权可以分解、分离一样，国有教育产权也应按照现

代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分解、分离出 除 所 有 权 以 外 的 产

权。
教育产权的运作就是要提高办学的效益，但办学效益最终要

通过学校管理来实现。高等学校作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事业法

人实体，依法享有法人教育财产权。高等学校作为特定教育资源的

集合实体，其全部财产均服务于学生学习和教职工的教学、科研这

一特殊对象。与企业相比，学校资产有着强烈的彼此依赖性而体现

出完整性或非绝对分割性。因此，教育产权的分解、分离，不能简单

地采用绝对量上的分解，而应更多地从权利上分解。高等学校的产

权一般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整体法人财产权和学校内部

治理结构。高等学校作为独立的社会法人实体，与外部主要是学校

的投资者确定的关系，也就是学校法人与各个投资者之间的产权

关系。这一关系的确定与划分，界定的是学校拥有什么或享有哪些

产权，这是学校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学校只有拥有独立的、边界

清晰的权利范围，才能合理合法地存在。如果学校连自己独立存在

的权利都没有，或一切资产权利都属于学校以外的主体，那么学校

也就不成为真正的学校了，学校作为独立法人的地位也就无从谈

起。
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法人财产的主要来源是：①国家财政

拨款形成的资产；②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开展有偿服务取得收入形

成的资产；③无偿调入或接受捐赠形成的资产；④通过负债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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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开始恢复，近几年已逐

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我国的民办教育改革经过多年的探索，其重要作用和成

就在社会上得到了普遍认可。民办教育在缓解公共教育经费不足，
扩大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等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据统计，
２００１年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已达 １３００多个，其中，具备颁发学

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为 ７６所。党中央、国务院已经作出创造条

件、积极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决策，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

“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为促进民办教

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规范管理者和办学

者的行为，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这里所

说的民办教育和民办学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私立和私学，而是现

代社会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的办学体制。
我国的民办高校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公办转制学校，即

将公办学校交由民间承办，引入市场机制，提 高 办 学 的 质 量 和 效

益。其具体做法是学校的教育事业费和日常运行费由承办者筹集，
学校可按教育成本向学生收费。学校原有资产及增值资产属国家

所有，承办者享受民间办学的政策优惠和自主权。如浙江万里学院

就属于这一类型。二是公办学校举办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学校，即公

办学校利用学校资源优势，挖掘教育潜力，主要是通过扩大招生名

额，并按教育成本向学生收费，筹集教育事业费和日常运行经费，
目前很多高校的民办二级学院均属于这一类型。三是公办高校与

地方政府合作举办高等学校，这类高校通常是由公办高校利用自

身的教育资源优势，地方政府在资金、土地及其他有关政策上给予

一定支持而举办的，学校按教育成本向学生收费，如浙江大学城市

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等就属于这一类型。四是民间集资或

投资举办的学校，即完全由企业、民间团体和公民个人出资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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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校可按教育成本向学生收费，出资者或投资者可根据办学

的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经济回报。如温州大学的部分学院、浙江

省的大多数进修院校均属于这一类型。从以上各种类型的民办高

校来看，它们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办学主体为非政府组织；二是

办学资金多为来自社会的非财政性教育资金；三是按教育成本向

学生全额收费；四是学校内部大多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五是无论以什么形式举办的何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学校中的

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高等学校的法人财产权，就是指对全部法人财产拥有的独立

支配权，即以其名义独立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高等学

校必须保障其法人财产的安全、完整，合理、有效地使用法人财产，
以提高学校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确保投资者目的的实现。
明确了高等学校的法人财产权，并不等于学校资产就一定能运作

起来。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建立，是学校产权具体运作，是学校各

项事业得以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有效保障。建立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就是把学校的法人财产权在学校内部进行分解，即通过设置各种

机构，配备各种人员，界定不同机构和人员的职能、权利、义务和利

益，使学校产权得以分解和落实。学校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必须把

具体权利与义务落实到不同的部门和人员身上。内部治理结构是

否合理、科学，直接关系到学校运转的效率。可见，忽视学校内部管

理与忽视学校产权问题一样，都是不科学的。在教育投资严重不足

和教育资源严重浪费并存的今天，如果说，教育投资不足是教育投

资主体即体制的问题，那么，教育经费、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则是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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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的委托代理关系

１０．２．１ 代理及代理关系

代理及代理关系等概念经常作为重要的法律名词来使用。代

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后者授权范围内所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代理关系被定义为一种契约，根据这一契约，一个人或若

干人（委托人）雇佣另一个人（代理人）并授予其一定的决策权力，
使其代表雇主的利益从事管理活动。一个组织是由一系列不同层

次的委托代理关系组成的总体。当委托人雇佣代理人完成某项工

作，并授予代理人一定的决策权时，代理关系便成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委托—受托权责关系即代理关系，是管理过

程的核心。代理关系的发生、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它的广度和深度直接体现和制约着社会进步的程度，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委托—受托关系缘起于社会经济生活，又

推动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委托—受托关系的出发点是受托人

比委托人更了解所委托的利益及其从事的活动，亦即在委托人与

受托人之间不存在先验的逻辑的利益的冲突的前提下，委托人为

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发挥受托人的某种优势。委托人与代理人是

构成委托—受托关系的两个当事人，只要委托与受托行为发生，受

托责任也随之产生。
代理关系的机制是现代生活制度的核心机制，如果这种代理

关系机制消失或不能正常运转，则现代组织也将消失或不能正常

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组织实际上是一系列代理关系或一系

列代理契约（有形、无形）的集合体。
事实上，在现代组织代理关系产生、运行、解除过程中，委托人

（主人）和受托人（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平衡情况。代理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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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短期行为，甚至牺牲主人利益以提高自己的利益，主人也

有可能损害代理人的利益。可见，代理关系的产生、运行过程中会

存在摩擦和矛盾。为了理顺代理关系，提高代理效益，就需要建立

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运行机制，以调动双方的积极性，使委

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一致。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要构建委托人和代

理人之间的合理的信息通道，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及时沟通，排

除摩擦和干扰因素，否则势必导致无序和紊乱，从而最终影响代理

双方的利益。
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责任及利益是双向的，即代理人须

对 所代理财产的完整性和履行责任的情况，向委托人（被代理人）
定期报告；而被代理人则负有监督和激励代理人的行为而支付一

定代价的责任，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其意志，该代

价即为代理成本。
代理效益是指代理关系产生、运行所形成的效益，它包括代理

活动本身的效益和代理人在使用资源时所提供的效益，前者涉及

代理契约的签订、检查、解除等，后者涉及代理契约存续期间资源

的运营。从性质上看，代理效益又可分为经济性代理效益和社会性

代理效益，前者主要是代理关系的微观、直接的经济效益，后者则

为综合社会贡献等因素考察代理关系运行的间接、宏观的社会效

益。经济性代理效益与社会性代理效益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前者好未必后者也好，反之亦然。因此，现代组织必须既讲求经济

性代理效益，又讲求社会性代理效益。
在现代组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关于组织的种种认识和

观念也在发展变化着，组织内部各层次的代理关系被重视的程度

也在变化。现代组织管理的产权管理、系统管理、目标管理和定量

管理等特点正体现了管理为了更好提高内部各层次的代理效益而

更加关注各层次代理关系的协调。
综上所述，代理关系机制是现代组织的核心和基础，而理顺代

·６８１·



理关系，提高代理效益，进行高效率的代理关系管理和协调就必须

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建立信息通道。这一任务可以通过在组织

中建立会计信息系统，开展会计信息服务活动来完成。因此，现代

会计信息系统应与现代组织的代理关系相适应，以利于理顺代理

关系，提高代理效益。

１０．２．２ 高等学校的委托代理关系与会计信息系统

目前，我国的高等学校基本上属国有教育资产，国有教育资产

是全民所有的公有资产。但是，它不可能让每个公民都去管理教育

资产，而只能委托给国家或政府。然而，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也

不 可能由抽象的“国家”去承担，只能委托给特定的机构或个人去

代理。高等教育产权可以由教育产权机构，把教育产权中所有权以

外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等都委托给高等学校来代理经营，高

等学校是承担了受托责任的高校教育产权的代理人。
高等学校虽然与企业不一样，它不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目

的，而是以最佳的社会效益为目的。其可能有的经营性经济收益是

建立在办学质量、社会声誉及整体条件基础上的，而且不能像企业

一样，依每个环节、每个阶段、每个人事行为来分解可能有的经济

收益，并使之彼此相联结。但是，教育是重要的社会资源，高质量

的、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更始终是一种稀缺资源。如何占有与有效利

用这一社会资源是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教育经营是教育发展方

式的一次革命。高等学校可以在有效经营中获得大量的教育经费

收入，以解决教育投入总量性短缺和教育资源浪费这一矛盾。教育

是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教育的非营利性是就教育的性质而言的。
作为高等学校，不管它愿不愿意，其首先要承担的就是国家教育目

的及其相关政策要求的职责和义务，并以此为前提去开展教育和

科研活动。但是，任何一个教育单位包括高等学校在内，不管它提

供的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 要 计 算 收 入 与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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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都要实行经济核算，都要设法增加收入，减少支出。高等学校是

以谋求公共利益即社会效益为目的的公益社团法人，尽管高等学

校可以通过教育活动、科研活动等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可以将这

些收益用于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添置设备，改善办学设施等，也

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提高教职员工的工资福利等待遇，以调

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组织形式。高等学校环境分内外

两个层次：一方面，高等学校作为社会协作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与社会其他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高等学校作为一

个独立的社会法人实体，又有着自身的组织机构和内部分工子系

统。也就是说，高等学校一方面处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外环境之

中，另一方面又有着其自身的内部经营管理内环境。基于对高等学

校环境的划分，我们可以把高等学校错综复杂的代理关系概括划

分 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学校资源提供者（委托人）与学校管理

者（代理人）之间的以财产经营责任为核心的代理关系；第二层次

是高等学校管理者与高等学校教职员工之间的以提高内部管理效

益为核心的代理关系。
与高等学校代理关系的结构层次相适应，现代高等学校会计

至少要提供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关于理顺第二层次代理关系，即

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会计信息，如各责任单位责任预算指标的完

成情况，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评价等情况；二是理顺第一层次代理关

系的会计信息，如学校办学资源的完整与安全情况，学校资源的合

理有效利用情况，学校整体的财务收支情况，学校事业的完成和发

展情况等，明确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者的财产经营责任和业绩。其中

第一方面的会计信息主要通过高等学校管理会计来提供。
从代理关系层次出发来分析和设计高等学校会计系统结构同

现代会计理论中的管理会计、财务会计的二分法在核算范围等方

面有一定的共同点。基于会计活动自身规律性的制约，提供会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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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成本效益比较、信息本身的交叉性和管理效率等因素，高等学

校并不需要设立两个界限分明的会计子系统，而是可以充分地实

现数据共享，也就是说可以日常的会计核算为基础，经过必要的调

整和分析比较，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和管理会计报告。

． 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

在现代组织中，由于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组织内外环境的日

益复杂，组织结构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许多管理学家在分析组织活

动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组织生命力的强弱往往与其组

织结构有直接的关系。组织结构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人为的

结果。它是在组织目标的指引下，为了实现目标，在分工协作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某种责权关系。高等学校也是现代组织的一种，高

校的组织结构模式规定了学校内部各部门各层次之间 的 相 互 关

系，规定了管理权力的作用方式。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模式大致有

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学院部制与矩阵结构五种。

１０．３．１ 直线制

直线制即各级的一切指挥与管理职能基本上都由行政负责人

自己执行，从组织的最上级至最下级管理机构形成一条“指挥链”。
高等学校的直线制组织结构模式如图 １０．１所示。

直线制组织结构模式形式简单，命令统一，指挥及时，责任与

权限分明，但是要求行政负责人通晓学校一切情况，能自己处理各

种业务。这种管理模式不适合普通高等学校，只适合规模较小的成

人高校。

１０．３．２ 职能制

职能制模式即每级领导管理机构都根据不同的管理职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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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１ 高等学校直线制组织结构模式

立若干职能机构，分别承担某一职能。这些职能机构受本级组织领

导机构的委托，有权向下一级机构下达命令和指令，下一级必须服

从。高等学校的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如图 １０．２所示。

图 １０．２ 高等学校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

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可以使领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从各项具

体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考虑有关全局性问题。但是当

学校各职能机构对院系有指挥权时，系主任受到多头指挥。我国普

通高校一般也不采用这种形式。某些成人高校为了减轻兼职校长

的具体指挥工作而采用这种形式。

１０．３．３直线—职能制

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既保持了直线制的指挥链，又在

每一级设有承担具体管理职能的职能机构。高等学校的直线—职

能组织结构模式如图 １０．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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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３ 高校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

在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下，职能管理人员是直线指挥人员

的助手。只能对下级机构进行业务指导，而不能对它们进行直线指

挥和命令。它摒弃了职能制结构多头领导，指挥不统一的缺点，保

留了职能制结构管理专业化的优点，吸取了直线制结构统一指挥

的长处，因而有助于提高管理效能。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都实行

这一模式。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各职能部门之间

横向联系较差，职责接口不明确，易造成多种矛盾，影响工作效率；
二是职能部门权力过大，形成实际上的多头领导。

１０．３．４ 学院部制

这是一些规模较大、学科综合的大学所试行的模式。学校之下

设学院，学院之下设系，是一种分权管理的组织结构模式。高等学

校学院部制组织结构模式如图 １０．４所示。
高等学校学院部制组织结构模式可以使学校领导减少管理幅

度，便于集中精力抓大政方针；校属学院可以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和

自主性，提高办学的积极性。国外多数大学都实行这一管理体制。

１０．３．５ 矩阵结构

矩阵结构模式是在原有按直线指挥系统与职能部门组成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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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４ 高等学校学院部制组织结构模式

向垂直领导系统的基础上，又建立一种横向领导系统，两者结合起

来组成一个矩阵。高等学校的矩阵结构组织模式如图 １０．５所示。

图 １０．５ 高校矩阵结构组织模式

矩阵结构组织模式更符合对学科交叉、多学科共同协作项目

管理的要求。高等学校的各系科专业要获得迅速发展，需要跟许多

相关的学科专业交叉，以借各家之长，形成综合优势。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常常使得一项重大科研项目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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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共同完成。但是，由于矩阵结构组织模式实行纵横双重领

导，处理不当，就会因意见分歧而造成工作中的扯皮现象和矛盾。

．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运行的体制环境

１０．４．１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种管理模

式：一是中央集权型。这种管理体制的特点是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决策

和学校内部的日常运行决策即微观管理均由中央集中作出。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初创阶段、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的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阶段以及 １９７６～１９８５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恢复阶段，
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二是行政分权型。这种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学校

宏观管理和高校内部日常运行两个层次的决策均由地方政府作出。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的分级管理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文革”两个阶段，我

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基本属于行政分权型。三是学校自主型。这种

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学校宏观管理的决策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集中

制订，而学校内部日常运行则由各高校自主管理。自 １９８５年以来，我

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向高校自主型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必将并正在发生根本

性的改变。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上，将逐渐淡化政府对高等学校办学

过程中微观管理的直接行政干预，由过程管理转化为目标管理，并广

泛通过立法、拨款、指导、评估和信息服务等途径对高等学校实施间接

管理，以保证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高等教育的质量。１９９３年出台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

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

学”的体制，并为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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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行民主管理”。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的高等学校已经或者正

在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

１０．４．２ 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政府直接办学，不仅学校的

人、财、物由政府统管，而且办学过程实际上也成了执行一系列政

府行政命令的过程，高校成为政府这架行政机器上的一个执行部

件。这种以行政体制构建的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校即政

府，学校即社会。在这种管理体制下，高等学校履行的仅仅是政府

行政职能在学校的延伸，高等学校则是政府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
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已在实践过程中暴露无遗。在市场经济体制

下，必须实行政事分开，高校是一个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独立的

事业法人实体。与此相适应，高等学校享受充分的内部管理和日常

运行的自主权，同时高等学校也必须承担相应的办学质量和办学

效益的责任，表现为学校在责、权、利方面的高度统一和结合。随着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等学校

办学的各项权利必须逐步落实，与此同时，高等学校办学的责任也

必将更加明确和重大。因此，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运行机制，
明确和落实内部经济责任制，促使学校内部各级各部门之间既相

互协调配合，又相互制约，从而建立起责任明确、权力制衡、利益约

束、科学有效的学校内部运行机制，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而这

既是高校管理会计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高校管理会计反映和监

督的基本内容。

１０．４．３ 高等学校的经济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高等学校

内部管理的一种有效运行机制，建立和健全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

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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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高等学校承担着发展教育事业、科教兴国的重大政治、经济

和社会的委托责任，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资金的提供者、受教

育者以及社会公众等都有权监督、检查、考核和评价高等学校各项

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为了保证学校全面履行各项受托责任，提高

高等学校办学的效益，就必须建立和健全以经济责任制为核心的

责任制度。其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赋予高等学校办学自主

权的同时也必须明确高等学校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和健全经

济责任制可以使学校的法定权利与其承担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相适

应，使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再次，高等学校作为一个面向社会自主

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必须面向市场，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但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也必然面临

各种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建立和健全经济责任制，可以增强学校

各级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从而强化管理，避免和减少各

种风险，提高办学效益。最后，“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高等学校财

务管理体制，也必然要求通过经济责任制的层层推行和落实，确保

学校经济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高等学校的经济责任制能否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是关系学

校各项工作能否正常开展，学校各项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全局性

问题。推行和落实高等学校的经济责任制，就必须按照财权与事权

相匹配，归口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就是将学校的各种经济权力和

经济责任落实到各级各部门直至个人身上。在高等学校的经济单

元逐步细化，管理层次逐渐增加，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校

（院）长或总会计师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只能从宏观上把握全局，
在微观上建立起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单位，并明确其工

作目标和经济责任，一层管一层，层层有人管，事事有落实，形成完

整的校内经济责任制体系，以保证学校整体目标的实现。需要强调

的是，由于高等学校的各项工作通常是归口由一位校级领导来负

责的，而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都涉及到财务收支问题，也即经济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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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问题。因此，这个权力和责任也必须落实到归口管理的校级领导

身上。科学的经济责任制不仅要求给予各级责任承担者应有的权

利，以确保责任的履行，而且要配之以激励机制；不仅要权责利统

一，而且要权责利结合，做到奖罚分明，否则，经济责任将很难全面

履行。
高等学校的财经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高等学校的经济责任

制，就其层次而言，应由校（院）长经济责任制、分管校领导经济责

任制、校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负责人经济责任制、院（系）领导经济

责任制、基层组织负责人经济责任制以及相关各级财务部门负责

人 经济责任制等若干层次组成。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

则，按照经济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职责权限不同，高等学校应建立由

单位负责人和财经工作主管人员两条责任主线及其相应层次的经

济责任主体构成的经济责任制。第一条主线的经济责任主体是各

级各部门负责人，按层次分为校长，副校长，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学院负责人，系所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基层单位负责人。第二条主

线的经济责任主体是各级财经工作主管人员，按层次分为校长，总

会计师，学校财务部门负责人，二级单位财务负责人，基层单位财

务负责人。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求一级管好一级，逐级

落实经济责任制。
学习贯彻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财经法律法规，执行学校的经

济政策和财经制度；执行学校综合财务预算，确保事业计划的完成；自

觉接受校内外审计、财务、纪检、监察部门对本单位财务工作的检查和

监督，这是各级经济责任人应负的共同责任。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

人，对学校的财经工作负有全面的法律责任；审定学校年度财务预算、
决算、预算调整方案、基本建设计划；审定校内经济分配政策和奖励政

策方案；审定重大经济决策方案；审定重大经济合同和经济协议并署

名签字；审批重大支出项目；对学校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负责。副校长协助校长负责所分管范围的经济工作；对所分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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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经费预算进行安排调配；参与审议学校年度财务预算方案、预算

调整方案和重大经济决策方案。总会计师协助校长全面管理学校财经

工作；筹集学校资金，组织预算管理实施，严格资金使用控制；审议财

务决算；组织学校经济分配政策的制订和调整；审议学校重大经济事

项，协调校内外经济关系；审批重要支出项目；组织协调国有资产管理

工作；审定校内单位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决定学校二级财务机构设

置和财务主管人员配备。学校财务部门负责人负责管理学校的日常财

经工作；组织编制学校财务预决算草案、预算调整草案；合理调度资

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负责校内财务制度的制订、完善和实施工作；
组织全校会计核算工作；开展经济活动分析和预测，为校领导提供经

济决策参考；组织实施全校财务监督与检查；参与审议学校经济决策

事项；审批日常支出项目；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二级单位财务机构设置

及其财务主管人员任免方案；负责全校财会人员业务管理。业务主管

部门负责人组织落实学校下达的收入任务；按学校要求合理分配业务

经费，对其使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负责；对本部门经费收支和其他经

济行为负责。学院负责人组织落实学校和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收入任

务；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努力提高使用效益；对学院及其下属单

位的经费收支和其他经济行为负责。二级单位财务负责人组织本单位

会计核算工作，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和完整；开展财务分析，为单位领导

提供经济决策参考；拟定本单位财务实施细则；实施对本单位和下属

单位财务监督与检查；负责对本单位和下属单位财会人员的管理。系、
所负责人组织落实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收入任务；确保国有资

产的安全完整，努力提高使用效益；对系、所经费收支和其他经济行为

负责。项目负责人组织落实项目经费，保证项目及时完成；对项目经费

使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对项目组的其他经济行为负责。基层单

位负责人组织落实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收入任务；确保国有资产的安

全完整，努力提高使用效益；对本单位经费收支和其他经济行为负责。
基层单位财务负责人组织本单位会计核算工作，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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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开展财务分析，为单位领导提供经济决策参考；拟定本单位财务

管理实施细则。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校办企业法人在学校（或董事会）
授权范围内组织经营活动；熟悉财经法规，合法经营，正确处理国家、
学校和企业三者的经济利益；组织落实学校下达的利润上缴和有关费

用返回任务；对本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对本企业会计工作

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对本企业其他经济行为负责。校办

企业财务主管应熟悉财经法规，组织本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确保会计

资料真实和完整；开展财务分析，为企业领导提供经营决策参考；拟定

本企业财务管理实施细则。全校各级财会人员都应熟悉财会法规，具

备会计从业资格；遵守职业道德，严格按照财务规章制度办理各项财

会业务，尽职尽责完成所在岗位工作。
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的内容，包括资金筹措或收入目标责任

制，预算编制与执行经济责任制，经费收支日常管理经济责任制，
经济政策和财经制度制订与调整的经济责任制，重大支出项目和

安排的经济责任制，对外投资的经济责任制，国有资产管理经济责

任制等等。具体可分为：（１）日常预算收支的经济责任制。学校预

算一经正式确定，就应成为全校经济工作的“指挥棒”，必须按管理

层次将组织收入、控制支出的权利和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哪个层次上出现问题，其上一级必须及时

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并追究相应层次有关人员的责任。（２）经济政策

和财经制度制订与调整的经济责任制。学校必须明确规定各个层

次制订、调整经济政策和财务制度的机构和人员，并保证学校各项

经济政策和财务制度既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又统一协调。校内单位

出台的政策必须服从于学校利益，不能政出多门、搞小集体政策；
发现问题，校级经济政策制订者必须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校领导，
并进行处理。（３）财务管理体制确立与改变的经济责任制。学校财

务工作必须坚持“统一领导”的原则，但实行“集中管理”还是“分级

管理”，集中和分级分别如何管理，必须在不违反国家和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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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经校领导集体研究确定 并 明 文 颁 布；一 经 确

立，不得随意变更；凡不按规定设立的机构，必须予以撤销。（４）财

务主管人员任用与变动的经济责任制。校内各级财务主管人员的

任用和变动，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逐级报批、备案。（５）国有资产完

整和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制。学校各级国有资产的管理要贯彻财

物并重的原则，切忌重财轻物。要严格物资采购计划审批制度，按

计划采购，建立健全物资入库、领用、维护、报废、转让制度，加强财

务监督，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安全。（６）重大支出项目安排和对

外投资的经济责任制。学校总体财务收支计划中，除必须确保日常

性支出安排外，随改革发展需要，还需要安排一些金额较大的支出

项目。对这些项目，必须反复、缜密的论证，按金额大小制订相应的

决策签字负责制，谁签字谁负责。其中，基本建设项目尤其要严格

按照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办事，明确项目负责人，确保规划严格、
经费来源可靠、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工程款项，不得拖欠，确保工

程质量优良。学校的各项对外投资要谨慎论证、及时入账、确保安

全和有效益，坚决杜绝无效益投资。以上经济责任制的内容应始终

贯穿于高等学校财经工作的全过程。
校（院）长作为高等学校事业法人实体的代表，作为一校之长，

具有全面领导和管理学校各项工作的法定权力，相应地也必须承

担包括经济管理工作在内的各种责任的法定义务。在权力和责任

面前，校（院）长必须依法维护学校的权益，建立起以校（院）长为首

的经济责任制，并加强和发挥审计、财务、纪检、监察和人事等部门

的作用，建立健全学校内部经济责任监督制度，将各级经济责任人

财经工作实绩纳入学校日常人事考核制度中，使学校的经济责任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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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ｉｔ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ｐａｒｔｉｓ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ｐ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ａｒｔｓ．

Ｐａｒｔ２（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４）ｍａｉｎｌ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ｔｏｔ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３（Ｃｈａｐｔｅｒ５－６－７）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ｎａｍｅｌ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ｉｓｐａｒｔ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ｏｄｙｏｆｔｈｅ

ｂｏｏｋ，ａｎｄｉｔｓｅｒｖｅｓａｓａ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ａｔｌｉｎｋ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ｈａｖｉｎｇｂｏ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ａｎｄｇｕｉｄ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

·７０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４（Ｃｈａｐｔｅｒ８－９）ｍａｉｎｌｙｐｒｏｂ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ｗｏｍａｊｏｒｉｓｓｕｅｓｗｉｄｅ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ｅｒｇｅｒ．Ｉ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ｏｓｔｉｎｇ，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ｄｅａ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ｆ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ｅｒｇｅｒ．Ａｓ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ｔｈｉｓｐａｒｔｂｅａｒ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Ｐａｒｔ５（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０），ｔｈｅｌａｓ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ｉｓｂｏｏｋ，ｃｈｉｅｆｌ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ｉｓｓｕｅｓ，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ｆｏｒ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ｉｔ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ｙｓａｖｉｔ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８０２·



后 记

《高等学校管理会计研究》是我从事学校财务与会计管理和研

究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浙江省教育厅下达的研究课题——《高等学

校管理会计研究》的科研成果。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本人主要从事学校

的财务与会计管理工作。在教育部财务司、浙江省教育厅和学校领

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同事们的积极配合和协 助 下，我 结 合 实 际 工

作，围绕与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密切相关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了

对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有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初

步成果。为了把研究成果条理化、系统化，我在课题研究报告的基

础上着手撰写本书。在书稿付梓之际，我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相反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书中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

不足，希望得到同行的认可、指点，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在本书出版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袁飞教授和 李文富 教

授。袁先生和李先生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德高望重，能

得到这两位名师的指导和教诲，我深感自豪和荣幸。是他们，在学

术上悉心地指导和鼓励我，使我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是他

们，在工作上支持和理解我，使我能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卓有成效；
是他们，在生活上关怀和帮助我，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师长的和蔼可

亲。
本书是在众多领导、专家、同事的关心、支持和鼓励下完成的。

全国预算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王庆成先生在百忙之中对本书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为本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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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祖辉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柴彭

颐教授、林坚教授、杨义群教授、张忠根教授和徐文才博士，对课题

研究和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宝贵意见；浙江省教育厅计划财务处褚

子育处长、韩剑副处长、泮伟川同志对课题的研究和本书的出版给

予了大力支持；浙江大学总会计师蒋绍忠教授，计划财务部部长葛

祥富高级会计师，计划财务部副部长胡奎副研究员、罗泳江高级会

计师，高级经济师孙振华，高级会计师韩丽华、周莉、杜楚雨、周小

萍、何邦进、黄东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计划财务部部长王兴荣副

研究员等，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指导和配合，并无私地分担本该

由我完成的大量工作，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本书的写作。可以

说，本书也是浙江大学计财务部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工作经验的总

结；本书还得到了浙江大学“侨福建设基金”的出版资助，浙江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关心；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本

书的出版给予了全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课题研究和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本人参考并吸收了同行的

许多研究成果，在此无法一一列出。值此书稿付梓之际，一并向所

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专家和同行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我的爱妻王珏人女士，是她给予了我极大

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是她默默地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和养育

孩子的责任，才使我有信心、有时间、有精力专心于课题研究和本

书的写作，在此我要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最诚挚的感谢。

作者

２００３年 ８月 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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