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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核算应用于高校财务管理的
理论与实践探索一

口邱均成[西南石油大学成都610500]

[摘 要】 专项核算是会计电算化特有的会计核算方式。运用专项核算进行高校部门预算、

专项收支、事业收支、经营收支及科研项目管理，不仅可以优化数据处理结构，提高会计核算效率，

而且将财务管理纳入会计核算的轨道，实现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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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核算是会计电算化对会计核算的创新。使

用专项核算，能够大大提高会计核算效率，优化数据

处理结构，因此专项核算广泛应用于高校会计核算

中。部门预算、专项收支、事业收支、经营收支及科研

项目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五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囊

括了高校财务资金管理的各个方面。运用专项核算

归集和整理这五项管理信息，不仅能够提高会计业务

处理效率，而且可使财务信息更直观，更易于统计和

查询，从而使整个财务管理工作更为高效便捷。因此

充分运用专项核算，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对当前高校

财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专项核算的概念和特点

(一)专项核算的概念

所谓专项核算，简而言之，即分项目核算。它是

一个会计电算化概念。这里所指的“项目”，可以是一

个部门、单位、成本核算对象、科研课题、专款项目

等等‘11。

在高校日常财务核算中，经常需要对某些“项目”

(如部门、科研课题等)进行专门核算。在手工核算方

式下，通常通过设置明细科目的方法来进行。以科研

项目管理为例，为了达到分项目核算的要求，需要将

项目名称或编号设置为明细科目。这种通过设置明

细科目以达到分项目核算的方法使科目明细表极为

繁杂，增加了会计电算化数据的冗余，同时也不利于

各项目财务信息的归集。例如要了解某项目当年经

费支出总额，需要手工汇总该项目在各支出科目下的

发生额幢1。

为此，会计电算化引入了专项核算。专项核算是

会计电算化特有的核算方式，专门用于解决现实中需

要按“项目”进行会计核算的情况。在专项核算方式

下，通常将项目按其类别进行专门管理，并在项目和

核算科目之间建立联接，即每个项目有其对应的科

目，每个科目有其对应的项目。这样项目与科目形成

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服务于相关会计信息。在进

行与专项相关的业务处理时，每笔会计信息同时对应

专项核算科目和项目，使科目核算与项目核算既相对

独立，又彼此统一。

由此可见专项核算是将项目信息进行集中管理

的会计核算方式。它将项目从科目的设置中抽离出

来，使科目核算更为简洁明朗。同时由于对项目集中

管理，也使项目管理更为规范整齐。

(二)专项核算的特点

专项核算具有以下特点：

1．从电算化数据处理结构的角度来说，专项核算

是对关系型数据库关系的规范化，它将科目关系分解

为专项关系、类别关系和项目关系。分解遵循“一事

一地”的原则，让一个关系只描述一个概念、一个实体

或实体间的一种联系。因此专项核算整合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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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模式的高级范式。

2．专项核算充分利用了关系型数据库的三种操

作：选择操作、投影操作和连接操作。通过上述三种

操作，会计核算人员可以轻松获取各个专项项目的各

项收支的汇总和明细信息。

3．专项核算可以对专项项目的收入和支出进行

集中管理。它充分利用了电算化数据库的设计理念，

将属性不同的各个科目数据相加或相抵直接得出“结

余”，为其在财务管理中的广泛运用奠定了基础。通

过电算化系统专项余额和专项账页查询功能，专项项

目的收支信息可同时反映在一张表中，并直接显现出

“结余”。专项核算的这一特色为财务管理带来了不

言而喻的便利。

研究

二、专项核算应用于高校财务管理的理论

了解并掌握专项核算的基本原理将为更好地利

用专项核算进行财务管理奠定基础，因此在实际运用

专项核算前，有必要对其基本理论和应用前提进行深

入研究和探讨。

(一)适于专项核算的会计业务的特性

适于专项核算的会计业务具有以下共同的特性：

1．这类会计业务以某个专项“项目”为主体展开

核算。譬如，部门预算管理以某个部门为主体，管理

者关注于各个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科研项目管理以

某个项目为主体，管理者关注于各个项目的收支结余

状况等等。

2．这类会计业务的项目涉及多个会计科目。这

正是实施专项核算优越性最显见、最直接的体现。当

多个会计科目都涉及共同的项目时，将这些项目从科

目中抽离出来，组成对应于多个科目的项目组，使科

目脉络清晰，项目规范整齐，同时减少了数据信息

冗余。

3．这类会计业务的项目涉及收入和支出两类科

目。一般来说，运用专项核算进行财务管理是为了方

便快捷地了解各个项目的财务收入、支出及结余的整

体状况，从而实施更有效的控制。因此，专项核算会

计业务通常同时涉及项目的收人与支出。

(二)运用专项核算进行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

1．专项核算是对关系型数据库二维“关系”的最

佳利用。传统通过设置明细科目来达到分项目核算

的方法，其会计信息逻辑存储是分散的“树形”层次结

构，即以每个总账科目为“根”，各明细科目为“干”，各

项目为“叶”。在信息查询时，只能由“根”至“叶”查询

到单一的会计信息。而专项核算其信息逻辑存储是

集中的二维“网状”结构，除保留原先“树形”结构外，

各个项目分别对应着相关科目，形成以项目和科目为

二维“关系”表横轴或纵轴的交叉信息结构。由于它

充分运用了关系型数据库的各种操作，在进行专项查

询时，既可以查询到以项目为主体的各个科目信息，

又可以查询到以科目为主体的各个项目信息。

2．专项核算的基本恒等式。专项核算对财务管

理信息的反映和监督通过其基本恒等式来实现。由

于财务信息系统通常将会计科目“借方”或“贷方”发

生额分别用正数或负数表示，因此属性不同的科目其

余额相加或相抵将得出“结余”。专项核算正是利用

了这一设计理念，通过同一项目收入类和支出类科目

余额“合计”，即时反映出该项目的“结余”。由于记账

方向不同，不同属性科目余额“相加”实际数据操作是

“相减”，因而专项核算的基本恒等式为：(某专项)项

目结余=(某专项)收入类科目合计一支出类科目

合计。

3．专项核算的财务管理功能。会计电算化引入

的专项核算，不仅能够如传统会计一样进行会计核

算，同时还具备财务管理的功能。专项核算的财务管

理功能通过信息系统对专项信息的反映和监督来实

现。专项核算可以将专项收支结余汇总及明细信息

反映在同一账簿中，形成管理型账簿。管理者通过会

计信息系统既可以随时掌握某个专项某项收支信息，

又可随时查询某个专项各项收支结余信息、某项收支

各个专项信息及各个专项各项收支结余信息，从而实

施有效的资金监控，达到财务管理的目的。

(三)运用专项核算进行高校财务管理需增设的

会计科目

由于现行会计制度和会计科目所限，专项“项目”

往往没有确定或者适于财务管理使用的收入类科目，

这时候需要增设管理型会计科目。具体到高校财务

管理，通常需要增设以下三个会计科目：

1．经费内部拨款。该科目主要用于核算高校划

拨二级单位的教育事业费预算控制指标。该科目借

方反映高校拨出的预算指标，贷方反映各二级单位收

到的预算指标。由于拨出的预算指标始终等于各二

级单位收到的预算指标，该科目总账期末无余额。

2．经费内部结算。该科目主要用于核算高校二

级单位之间因相互提供劳务和服务而发生的教育事

业费预算指标的结转。该科目借方反映二级单位转

出的经费指标，贷方反映二级单位转人的指标。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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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的经费指标始终等于转入的经费指标，该科目总核算，管理者可根据财务管理的实际需要，确定支出

账期末无余额。该科目加强了部门预算控制的灵 控制的范围，对所涉及的支出科目进行全部专项设置

活性。 或部分专项设置。

3．科研内部结算。该科目主要用于核算高校内 2．专项核算个人借款科目的设置。对个人借款

部单位因向科研课题组提供物资、服务或劳务而发生 科目进行专项核算，是为了切实防止由于借款未报销

的科研经费指标结转。该科目借方反映因接受物资、 而发生的经费超支现象。如在部门预算管理中，经常

服务或劳务而转出的科研经费指标，贷方反映因提供会发生一个部门的预算指标已结余不多或已为负数，

服务或劳务而收到的科研经费指标。由于转出的指该部门职工还借有大量的预算经费尚未报销。为了

标总是等于收到的指标，该科目总账无余额。 从源头上全面控制这种情况的发生，需对高校的个人

以上列举了高校实施专项核算需要增设的常用借款科目设置“个人往来”和“专项”双重核算。在借

会计科目，由于各个高校会计业务内容不尽相同，管款时，即以借款额扣除该“项目”的经费，报销时收回

理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减适合自身核算特点的会的余款，冲抵其经费。此时，可将个人借款科目看作

计科目。 专项项目的支出类科目。

(四)运用专项核算进行高校财务管理需设置的

票据 三、专项核算应用于高校财务管理的实践

运用专项核算进行财务管理必须有相关的票据探索

作为媒体，以承载财务监控信息，严格业务处理手续，

并方便责任单位参与经费使用情况的监控。具体说 根据专项核算的基本原理，它可广泛应用于高校

来，运用专项核算进行高校财务管理通常需要使用三部门预算、事业收支、专项收支、经营收支及科研项目

种票据： 管理五个方面。

1．预算拨款通知单。该票据主要用于划拨各二 (一)部门预算管理

级单位教育事业经费预算指标。财务部门将该票据 部门预算管理是高校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

作为划拨指标并进行账务处理的依据，二级单位将该预算总经费，划拨所属二级单位预算指标，对比其实

票据作为收到指标的依据。 际支出进行预算执行情况考核的预算管理方式。部

2．内部转账单。该票据主要用于记载二级单位门预算管理存在着“双轨制”和“单轨制”两种模式。

对教育事业经费预算指标的使用情况。财务部门将“双轨制”将预算管理与会计核算相分离，自成体系。

该票据作为预算经费开支及账务处理的依据，各二级 由于预算控制信息主要反映在会计核算中，“双轨制”

单位将该票据作为预算指标结转、使用和管理的不仅造成大量重复劳动，也不利于及时反馈预算信

依据。 息。“单轨制”将预算管理与会计核算相统一，通过增

3．科研内部转账单。该票据主要用于记载科研设的预算管理科目，在会计核算的同时进行预算管

项目经费的收支情况。财务部门将该票据作为科研理，大大减化了预算管理工作量，并能即时反馈预算

项目经费收入、支出及账务处理的依据，提供物资、劳控制信息，便于管理者及时掌握预算指标使用情况，

务及服务的内部单位将其作为收到科研经费的依据， 对预算执行情况及时分析和调整。运用专项核算进

项目组将其作为科研经费收入、结转、使用和管理的行部门预算管理，是“单轨制”的具体体现。

依据。 部门预算管理适用于实施“一级核算，二级管理”

由于各高校会计业务存在复杂性和特殊性，管理的高校。在这种管理体制下，高校一般要与其所属二

者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增减适合自身业务特点的级单位签订《经费包干责任书》，对部门经费实行包干

票据。 控制。因此，部门预算管理实质上是对二级单位的经

(五)专项核算会计科目的设置 费实行总量控制，它融通了二级单位对各项开支使用

除将增设的用于财务管理的会计科目设置为专 的灵活性，充分发挥了二级单位预算管理的主观能动

项核算外，对其他涉及专项核算的科目应作如下性，避免了预算制订的不科学对预算管理带来的诸多

设置： 问题和不便。

1．专项核算支出科目的确定。在会计核算实践 实施部门预算管理，应将部门权限范围内可控支

中，并非所有涉及专项的支出科目都必须设置为专项 出，如办公费、差旅费等设置为专项核算；不可控支出

  万方数据



JournaI of UESTC(SociaI Sclences Edition)Oct．2006，V01．8，No．5

如工资、社保费等不分专项，采用科目核算；这一方面

可以更为直观地反映各二级单位对预算指标的控制

成效，另一方面可以切实防止二级单位挤占由财政拨

款保障的人员经费。

专项核算应用于高校部门预算管理的具体操作

如下：

1．下拨预算指标的核算：

预算管理人员在期初向二级单位拨入预算指标，

填写预算拨款通知单，会计作

借：经费内部拨款一预算总户

贷：经费内部拨款一×单位

2．二级单位相互结转预算指标的核算：

转出指标方开具内部转账单，交转入指标方，会

计作

借：经费内部结算一×单位(转出方)

贷：经费内部结算一×单位(转入方)

3．二级单位领用材料的核算：

领用材料单位开具内部转账单，交物资部门，会

计分录同2。

完成上述会计处理后，会计人员将内部转账单结

转通知联加盖内部结算章，由转出方交给物资部门作

为指标已结转的依据。

月末，会计人员依据物资部门交来的领料单记载

的该部门实际领料总额，作

借：教育事业支出一业务费一×单位

贷：材料

同时以此金额，作：

借：经费内部结算一物资部门

贷：经费内部结算一×单位

二级单位接受劳务或服务，其核算方法与领用材

料相同。

4．个人借款核算：

由借款单位开具内部转账单，会计作

借：应收及暂付款一教育经费借款一×人

(×单位)

贷：货币资金

在作个人借款分录时，不仅要选择往来个人，同

时要录入专项金额。对于设置了双重核算的科目，财

务系统会自动提示录入所属部门金额。

5．教育事业支出核算。运用专项核算处理支出

业务与日常操作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在处理未预借

款的支出报销业务时，需要支出单位开具内部转账

单，在录入已设置为专项核算的可控支出科目时，需

同时录入该项支出所属部门的金额。

上述业务处理，使会计核算始终反映以下预算控

制等式：(某部门)预算指标结余=(某部门)经费内部

拨款+(或一)经费内部结算一个人借款一可控教育

事业支出。通过查询专项余额和账页，财务人员可以

即时获得各部门各项收支的汇总、明细信息以及指标

结余信息。

(二)专项收支管理¨1

专项收支管理是对高校财政补助收入中专项性

经费收支的管理。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通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单独设立了专款收支

科目进行此项核算。但现行高校会计制度考虑到专

款的收支实际上是高校正常收支的组成部分，同时为

保持“收支两条线，收入按来源，支出按用途”的科目

分类体系，没有单设专款收支科目，而是将专款的核

算纳入相应的收支科目。在这种“大收大支”的核算

体系下，对财政拨款中的专项性经费进行专项核算将

切实保证“专款专用”，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专项收

支管理按专款项目名称设置专项，核算方法与部门预

算管理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收人类科目为教育经费

拨款或其他经费拨款，资金监控等式为：(某专项)经

费结余=(某专项)教育经费拨款或其他经费拨款一

教育事业支出。

(三)事业收支管理"1

事业收支管理是对高校开展教学及辅助活动所

发生的专项性收支的管理。事业收支管理所涉及的

收入主要包括高校办班收入、语音室开放收入等，反

映在“教育事业收入一其他收入”科目中。其所涉及

的支出为开展这些活动的支出，反映在“教育事业支

出”科目中H1。事业收支可以按班级名称或取得收入

的部门进行专项核算。通过专项核算，管理者可以即

时了解收入项目的结余状况，考察部门绩效。其核算

方法与专项收支管理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收入类科

目为其他教育事业收入。收支管理等式为：(某部门

或班级)事业收支结余=(某部门或班级)教育事业收

入(其他收入)一教育事业支出。

(四)经营收支管理b1

经营收支管理是对高校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

动取得的收入与发生的各项支出的管理。经营收入

主要是由高校利用学校的技术、后勤设施等为社会提

供各种有偿服务所取得的，包括非独立核算的招待所

收入、车队收入、场地租赁收入、电讯服务收入等。它

是高校各项业务开支和发展事业所需资金的必要补

充。经营收支可按收入项目进行专项核算，以便于管

理者及时掌握经营状况，考察经营单位绩效。其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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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所涉及的收支科目为经营收入和经营支出，核算

方法与事业收支、专项收支基本相同，收支管理等式

为：(某项目)经营结余=(某项目)经营收入一经营

支出。

(五)科研项目管理

运用专项核算进行科研项目管理的实质是充分

利用关系型数据库的特性，通过设置科研课题为专

项，将各收支科目串联起来，虚拟出收支相抵的总账

和流水明细账，使各项目经费结余即时反映在账簿

中，以便于监控。科研项目专项核算方法与部门预算

管理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管理媒介为科研内部转

账单，肩负科研经费收、付、转三种功能；所涉及的收

入类科目为科研经费拨款、科研事业收入，支出类科

目为科研事业支出，内部管理科目为科研内部结算；

科研项目借款需与教育经费借款相区别，单设“科研

借款”明细科目，并采用“个人往来”和“科研专项”双

重核算。科研项目核算始终反映以下资金监控等式：

(某项目)科研经费结余=(某项目)科研经费拨款+

科研事业收入+(或一)科研内部结算一科研借款一

科研事业支出。

总之，专项核算应用于高校财务管理，大大提高

了会计业务处理效率，增强了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和资

金控制的严肃性。它将财务管理纳入会计核算的轨

道，充分显示了会计反映和监督的两大职能，实现了

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完美统一。专项核算在高校

财务管理中广泛深入的应用，必将使高校会计信息质

量产生质的飞跃，财务管理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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