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

财预字〔１９９８〕１０５号

１９９８年 1 月１日起试行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教委、教育（高教）厅：

为规范高等学校会计核算行为，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事

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结合高等学校会计核算特点，我们制定了《高等学

校会计制度（试行）》，现印发给你们，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试行。试行中

有何问题，望及时函告我们。

附件：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

第一部分 总说明

一、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规范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

《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财预字〔１９９７〕２８６号），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依照执行。企业事业组织、社

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的上述学校参照执行。

独立核算的高等学校校办产业的会计核算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令

第５号）和同行业或者相近行业企业的会计制度。

国家对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投资的会计核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三、高等学校会计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

四、高等学校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

五、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但经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采用

权责发生制。

六、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记账以“元”为单位，元以

下记至“角”、“分”；发生外币收支的，应当折算为人民币核算。

七、高等学校应按本制度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不可减少或合并会计

科目。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指标汇总，以及对外提供统一会计报表

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分设一级科目，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本制度统一规定会计科目的编号，以便于编制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查阅账

目，实行会计电算化。各高等学校不得改变或打乱重编。在某些会计科目之间留



有空号，供增设会计科目之用。

高等学校在填制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时，必须填制会计科目的名称，或者同

时填列会计科目的名称和编号，不得只填科目编号，不填科目名称。

八、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务管理体制的高等学校，可采用两级核

算方式核算二级单位的收支；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的前提下，具体核算办

法由各高等学校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九、本制度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十、本制度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试行。

第二部分 会计科目

一、会计科目表

会计科目表

顺序号 编 号 科目名称 顺序号 编 号 科目名称

一、资产类 20 341 事业结余

1 101 现金 21 351 经营结余

2 102 银行存款 22 352 结余分配

3 110 应收票据

4 112 应收及暂付款 四、收入类

5 115 借出款 23 411 教育经费拨款

6 120 材料 24 413 科研经费拨款

7 131 对校办产业投资 25 415 其他经费拨款

8 132 其他对外投资 26 421 上级补助收入

9 140 固定资产 27 431 教育事业收入

10 150 无形资产 28 432 科研事业收入

29 451 经营收入

二、负债类 30 461 附属单位缴款

11 201 借入款项 31 471 其他收入

12 211 应付票据

13 212 应付及暂存款 五、支出类

14 221 应缴财政专户款 32 511 拨出经费

15 222 应交税金 33 521 教育事业支出

16 230 代管款项 34 531 科研事业支出

35 551 经营支出

三、净资产类 36 561 上缴上级支出

17 301 事业基金 37 571 对附属单位补助

18 310 固定基金 38 581 结转自筹基建

19 320 专用基金

二、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第１０１号科目 现金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的库存现金。

高等学校内部周转使用的备用金，在“应收及暂付款”科目中核算，不在本

科目核算。

２．收到现金，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支出现金，借记有关科目，贷

记本科目。本科目借方余额反映库存现金数额。

３．高等学校应设置“现金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

务的发生顺序逐笔登记。每日业务终了，应计算当日的现金收入合计数、现金支

出合计数和结余数，将结余数与实际库存数核对，做到账款相符，并编制“库存

现金日报表”。

４．有外币现金的高等学校，应分别按人民币、各种外币设置“现金日记账”

进行明细核算。

第１０２号科目 银行存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存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各种存款。

２．将款项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提取

和支出存款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借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银

行存款数额。

３．高等学校应按开户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款种类等，分别设置“银行

存款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的发生顺序逐笔登记，每

日业务终了应结出当日发生额及余额。“银行存款日记账”必须及时与银行对账

单核对。月份终了，高等学校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之间如有差额，必须逐

笔查明原因，并按月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

４．有外币存款的高等学校，应在本科目下分别按人民币、各种外币设置“银

行存款日记账”进行明细核算。

发生外币银行存款业务时，必须将有关外币金额折合人民币记账，并同时登

记外国货币金额和折合率。所有外币账户的增加、减少，一律按国家外汇牌价折

合为人民币记账。外币金额折合为人民币记账时，可按业务发生时的国家外汇牌

价（原则上采用中间价，下同）作为折合率，也可按业务发生当期期初的国家外

汇牌价，作为折合率。月份（或季度、年度）终了，高等学校应将外币账户的余

额按期末国家外汇牌价折合为人民币，作为外币账户的期末人民币余额。调整后

的各外币账户的人民币余额与原账面余额的差额，作为汇兑损益列入各类支出。

第１１０号科目 应收票据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从事经营活动收到的各类商业汇票，包括商业承兑

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２．收到应收票据，借记本科目，贷记“应收及暂付款”、“经营收入”等

科目。应收票据到期收回的票面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如

为带息票据到期，按收到的本息，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票面金额，贷记本

科目，按其差额，贷记“其他收入”等科目。

３．持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向银行贴现，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即扣除贴现息

后的净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贴现息部分，借记“经营支出”科目，

按应收票据的票面金额，贷记本科目。如应收票据是带息票据，应按实际收到的

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票面金额，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部分借记或

贷记有关支出类科目。

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因承兑人的银行账户不足支付，申请贴现的高等

学校收到银行退回的应收票据和支款通知时，按所付本息，借记“应收及暂付

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４．高等学校应设置“应收票据备查簿”，逐笔登记每一应收票据的种类、

号数和出票日期、票面金额、对外服务合同号和付款人、承兑人、背书人的姓名

或单位名称、到期日期和利率、贴现日期、贴现率和贴现净额，以及收款日期和

收回金额等资料，应收票据到期结清票款后，应在备查簿内逐笔注销。



第１１２号科目 应收及暂付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应收取或结算的各种应收、暂付款项，包括各类预

付款、备用金、预支差旅费等。

２．发生各种应收及暂付款，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收回或结算各种

款项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借方余额为尚未结算的应收及暂付

款数额。

３．本科目应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１１５号科目 借出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借给附属单位的周转金。

２．借出周转金，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附属单位归还所

借的周转金，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将借给校办产业的周转金转为投资，借记“对校办产业投资”等科目，贷记

本科目；同时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

金”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借给附属单位的各类周转金总额。

４．本科目应按借款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第１２０号科目 材料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库存的各种材料。包括专用材料、文具办公用品、

低值易耗品等。

高等学校随购随用的办公用品和一般材料物资，根据其不同的用途和实际成

本，借记各类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及暂存款”等科目，不通过

本科目核算。

２．购入各种材料并验收入库，按购入材料时实际支付的价格及运费等实际

成本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及暂存款”等科目；发出材料，按

材料的实际成本，借记“现金”、“银行存款”及各类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

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方法计算确定。

对不同的材料可以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材料计价方法一经确定，不能随意变更。

３．高等学校清查盘点材料，发生盘盈或盘亏和毁损等情况，属于正常的溢

出或损耗，按实际成本，借记或贷记本科目，贷记或借记支出科目。

４．本科目借方余额为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



５．本科目应按各类材料的保管地点、材料的类别、品种和规格设置材料明

细账。材料明细账应根据材料入库凭证和出库凭证逐笔登记。

第１３１号科目 对校办产业投资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以货币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等向校办产业的投资。

２．以货币资金向校办产业投资，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同时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

目。

以材料向校办产业投资，借记本科目，贷记“材料”等科目；同时借记“事

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

以固定资产向校办产业投资，应按评估价或合同、协议确认的固定资产价值

借记本科目，按固定资产账面原价贷记“固定资产”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

“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同时，按固定资产原价借记“固定基金”科目，

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

以已入账的无形资产向校办产业投资，按评估确认的无形资产价值借记本科

目，按账面原价贷记“无形资产”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科目；同时按无形资产账面原价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

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

以未入账的无形资产向校办产业投资，先按评估确认的无形资产价值借记

“无形资产”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同时借记本科目，贷

记“无形资产”科目，并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科目。

收回对校办产业的投资，借记“银行存款”、“材料”、“固定资产”等科

目，贷记本科目，按收回投资与投资成本账面数的差额，借记或贷记“其他收入

——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科目；并按投资实际成本借记“事业基金——投资基

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同时按收回的固定资产价值借

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３．本科目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对校办产业投资总额。

４．本科目应按投资对象进行明细核算。

第１３２号科目 其他对外投资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对校办产业投资以外的其他各类投资。

２．本科目设置以下二个明细科目：

（１）债券投资；



（２）其他投资。

３．购入各类债券，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

科目，同时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

金”科目；债券到期收回本息或出售债券，按实际收到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

科目，按实际成本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其他收入——其他投资收

益”科目；同时，按实际成本借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贷记“事业

基金——一般基金”科目。

４．以货币资金向其他单位投资，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同时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

目。

以材料向其他单位投资，借记本科目，贷记“材料”等科目；同时借记“事

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

以固定资产向其他单位投资，应按评估价或合同、协议确认的固定资产价值

借记本科目，按固定资产账面原价贷记“固定资产”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

“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同时，按固定资产原价借记“固定基金”科目，

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

以已入账的无形资产向其他单位投资，按评估确认的无形资产价值借记本科

目，按账面原价贷记“无形资产”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科目；同时按无形资产账面原价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

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

以未入账的无形资产向其他单位投资，先按评估确认的无形资产价值借记

“无形资产”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同时借记本科目，贷

记“无形资产”科目，并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科目。

用留本基金投资，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收回对其他单位的投资，借记“银行存款”、“材料”、“固定资产”等科

目，贷记本科目，按收回投资与投资成本账面数的差额，借记或贷记“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科目；并按投资实际成本借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

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同时按收回的固定资产价值借记“事

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５．本科目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对校办产业投资以外的其他各类投资总额。

６．本科目应按债券种类和投资对象进行明细核算。

第１４０号科目 固定资产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原价。

２．高等学校应根据规定的固定资产标准和分类，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制

定固定资产目录，作为固定资产明细核算的依据。

３．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应按下列规定，确定其原价，登记入账：

（１）购入、调入的固定资产，按照实际支付的买价或调拨价、包装费、运

杂费和安装费等记账。购置车辆按规定支付的车辆购置附加费计入购价之内。

（２）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照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记账。

（３）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的固定资产，应按改建、扩建

发生的支出减去改建、扩建过程中的变价收入后的净增加值，增记固定资产。

（４）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协议确定的设备价款、运杂费、安装费

等支出记账。

（５）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照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根据捐赠者所提

供的有关凭据记账。接受固定资产时发生的各项费用，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６）盘盈的固定资产，按重置完全价值记账。

（７）已经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移交手续的固定资产，可先按估计价值记账，

待确定实际价值后，再进行调整。

４．已经入账的固定资产，除发生下列情况外，不得任意变动其价值。

（１）根据国家规定对固定资产价值重新评估；

（２）增加补充设备或改良装置；

（３）将固定资产的一部分拆除；

（４）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

（５）发现原记固定资产价值有错误。

５．购置固定资产时，应分别借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或相关支出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６．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借记各类支出科目，贷

记“其他收入——捐赠收入”科目。同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７．融资租赁固定资产，按应付租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及暂存款”

科目；定期支付租金，按租金支付额借记“应付及暂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同时借记各类支出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８．因转让、报废和毁损等原因减少的固定资产，应按固定资产原价借记“固

定基金”科目，贷记本科目。固定资产转让和清理所得的净收入借记“银行存

款”、“材料”等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

９．用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时，按“对校办产业投资”或“其他对外投资”科

目的有关规定处理。



１０．盘盈固定资产，按重置完全价值借记本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盘亏固定资产，按实际成本借记本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１１．高等学校应设置“固定资产登记簿”和“固定资产卡片”，并按固定

资产分类进行明细核算。

第１５０号科目 无形资产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著作权、版

权、商誉等各种无形资产的价值。

２．购入无形资产，按实际支出数，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其他单位或个人捐赠给高等学校的无形资产，按确认的无形资产价值，借记

本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

用无形资产对外投资时，按“对校办产业投资”、“其他对外投资”科目的

有关规定处理。

转让已经入账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收到的转让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贷记“教育事业收入”、“其他收入”、“经营收入”科目；结转转让无形资产

的成本，借记“经营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各种无形资产应视实际情况合理摊销。摊销无形资产时，借记有关支出

科目，贷记本科目。

４．本科目的借方余额为尚未摊销的无形资产的价值。

５．本科目应按无形资产类别进行明细核算。

第２０１号科目 借入款项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从财政部门、上级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借入的有偿

使用的款项，包括科研借款、周转金借款、其他借款等。

２．借入各类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支付借款利

息和有关费用，借记有关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归还各类借款，

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经批准借款转拨款，借记本科目，贷记

“科研经费拨款”、“上级补助收入”等科目。

３．本科目贷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尚未偿还的借款总额。

４．本科目应按借款种类和债权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第２１１号科目 应付票据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对外发生债务时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

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２．开出商业汇票或以商业汇票抵付货款，借记“材料”、“应付及暂存款”

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的手续费，借记有关支出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科目；收到银行支付本息通知，借记本科目和有关支出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科目。

３．高等学校应设置“应付票据备查簿”，详细登记每一应付票据的种类、

号数、签发日期、到期日、票面金额、收款人姓名或单位名称，以及付款日期和

金额等详细资料。应付票据到期付清时，应在备查簿内逐笔注销。

４．本科目贷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尚未兑付的各类应付票据总额。



第２１２号科目 应付及暂存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应付、暂收的各类款项，包括应付货款、预收款、

暂存款等。

２．发生各种应付、暂存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支

付或结算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用商业汇票支付或结算，

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票据”科目。

３．本科目贷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尚未结算的应付及暂存款总额。

４．本科目应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２２１号科目 应缴财政专户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规定应缴入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

２．实行预算外资金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办法的高等学校，收到预算外资金收

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实行预算外资金按比例缴入财政专户办法的高等学校，收到预算外资金收

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规定的比例分别计算应缴财政专户

数和核准直接留用数，贷记本科目和“教育事业收入”等科目。

实行预算外资金结余缴入财政专户办法的高等学校，收到预算外资金收入，

先全额通过事业收入进行核算，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教

育事业收入”等科目。定期结算出应缴财政专户资金结余时，按应缴财政专户数

借记“教育事业收入”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将预算外资金缴入财政专户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３．本科目贷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应缴未缴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

第２２２号科目 应交税金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规定应交纳的各种税金。

２．计算应交纳的税金时，借记“经营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交

纳税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３．本科目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多交的税金，贷方余额为应交未交的税金。

４．本科目按类别进行明细核算。

第２３０号科目 代管款项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接受委托代为管理的各类款项，包括党费、团费、

学生会会费、学会会费、工会会费等。



２．收到代管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支出时，

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３．本科目贷方余额为各类代管款项的数额。

４．本科目应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３０１号科目 事业基金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拥有的非指定用途的净资产，主要包括滚存结余资

金等。

２．本科目设置以下二个明细科目：

（１）一般基金；

（２）投资基金。

３．高等学校以货币资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对校办产业、其他单位进

行投资，按“对校办产业投资”、“其他对外投资”科目的有关规定处理。

收回附属单位归还的人员工资，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科目。

按照规定提取项目管理费，借记有关支出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

金”科目。

４．结余分配按规定结转事业基金时，借记或贷记“结余分配——结转事业

基金”科目，贷记或借记本科目。

５．年终结账后，如发生以前年度会计事项的调整或变更，涉及到以前年度

结余，凡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应直接通过“事业基金”科目

进行调整，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上加以说明。

６．本科目贷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可自主安排的净资产。

７．本科目应按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第３１０号科目 固定基金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因购入、自制、调入、融资租入（有所有权的）、

接受捐赠以及盘盈固定资产所形成的基金。

２．新建、购入、接受捐赠固定资产时，借记有关支出及专用基金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其他收入”等科目，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本科

目。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按实际支付的租金，借记有关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

出售、对外投资转出固定资产，按账面原价借记本科目，贷记“固定资产”、

“事业基金”等科目。

盘盈的固定资产，按重置完全价值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盘

亏的固定资产，按账面原价借记本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

第３２０号科目 专用基金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照规定计提、设置的有专门用途的资金的收支及

结存情况。

２．本科目设置以下六个明细科目：

（１）修购基金；

（２）职工福利基金；

（３）学生奖贷基金；

（４）勤工助学基金；

（５）住房基金；

（６）留本基金。

３．按规定计提修购基金，借记有关支出科目中的修缮费、设备购置费等明

细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收到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借记“银

行存款”、“材料”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用修购基金修缮房屋，借记本科目，贷记“材料”、“银行存款”等科目；

用修购基金购置设备，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并借记“固定资

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４．按规定计提职工福利费，借记有关支出科目中的职工福利费明细科目，

贷记“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科目；按规定从当年经营结余中提取职工福

利基金，借记“结余分配——提取专用基金”等科目，贷记本科目；使用职工福

利基金，借记本科目，贷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

５．按规定计提学生奖贷基金和勤工助学基金，借记“教育事业支出”科目，



贷记“专用基金——学生奖贷基金”、“专用基金——勤工助学基金”科目；发

放奖贷学金或勤工助学补助时，借记本科目，贷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

目。

６．按规定出售住房收到售房款，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

记“专用基金——住房基金”科目。用住房基金新建职工住宅，借记“结转自筹

基建”，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年终结账，借记本科目，贷记“结转自筹基

建”科目。发生住房基金的其他支出，借记本科目，贷记“现金”、“银行存款”

等科目。

７．收到捐赠的留本基金，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专

用基金——留本基金”科目；用留本基金的收益增加留本基金本金时，借记“其

他收入”科目，贷记本科目。

８．高等学校按照规定设置的其他专用基金，可按其性质设置相关明细科目

进行核算。

９．本科目贷方余额为已经计提或设置但尚未使用的专用基金和留本基金本

金。

１０．本科目应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３４１号科目 事业结余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在一定期间除经营收支、未完专项项目收支以外的

各项收支相抵后的余额。

２．计算事业结余时，将“教育经费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其他经

费拨款”、“上级补助收入”、“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附属

单位缴款”、“其他收入”等科目中非专项收入全部结转本科目，借记收入科目，

贷记本科目；将“拨出经费”、“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上缴

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结转自筹基建”等科目中非专项项目发生

的支出余额，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支出科目。

已完专项项目收支相抵后的结余，按规定留归高等学校使用时，借记有关收

入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余额为当年的事业结余，借方余额为当年事业

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年终，应将当年事业结余或事业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全部

结转，借记或贷记本科目，贷记或借记“结余分配”科目。结账后，本科目无余

额。

第３５１号科目 经营结余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在一定期间已完工项目经营收入与其支出相抵后的

余额。

２．项目完工结算经营结余时，将已完工项目的经营收入转入本科目，借记

“经营收入”科目，贷记本科目；将已完工项目的经营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

科目，贷记“经营支出”科目。

本科目贷方余额为已完工项目实现的经营结余，借方余额为已完工项目发生

的经营亏损。

３．年终结账，经营结余应全额结转，借记本科目，贷记“结余分配”科目。

结转后本科目无余额。如为经营亏损则不结转。

４．本科目应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３５２号科目 结余分配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当年结余分配情况和结果。

２．本科目设置以下三个明细科目：

（１）可分配结余；

（２）提取专用基金；

（３）结转事业基金。

３．结转事业结余或事业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

目，贷记或借记“结余分配——可分配结余”科目。结转事业基金时，借记或贷

记“结余分配——结转事业基金”科目，贷记或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科目。

４．结转已完工项目的经营结余，借记“经营结余”科目，贷记“结余分配

——可分配结余”科目。经营结余按规定计提专用基金，借记“结余分配——提

取专用基金”科目，贷记“专用基金”科目。计提专用基金后的余额转入事业基

金，借记“结余分配——结转事业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科目。

５．年终结账时，将本科目下“提取专用基金”、“结转事业基金”明细科

目的余额转入“可分配结余”明细科目。结账后，本科目无余额。

第４１１号科目 教育经费拨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从各级财政获得的各类经常性和专项性教育经费拨

款。

２．收到各类教育经费拨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拨款

退回，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３．当专项项目完成结账时，将专项项目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

记“教育事业支出”等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４．年终结账时，结转经常性教育经费拨款，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结余”

科目；将当年未完成专项项目的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教育事业

支出”等科目。

５．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发生额为高等学校从各级财政取得的教育经费

拨款；结账后，本科目贷方余额为尚未核销的专项教育经费拨款。

６．本科目按项目和国家财政预算级次进行明细核算。

第４１３号科目 科研经费拨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从各级财政获得的专项和非专项科研经费拨款。

２．收到各类科研经费拨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拨款

退回，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３．当专项项目完成结账时，将专项项目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

记“科研事业支出”等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４．年终结账时，结转非专项科研经费拨款，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结余”

科目；将当年未完成专项项目的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科研事业

支出”等科目。

５．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发生额为高等学校从各级财政取得的科研经费

拨款；结账后，本科目贷方余额为尚未核销的专项科研经费拨款。

６．本科目按项目和国家财政预算级次进行明细核算。

第４１５号科目 其他经费拨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从各级财政和有关部门获得的，除教育经费拨款、

科研经费拨款以外的其他各类专项与非专项拨款。

２．收到其他经费拨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拨款退回，

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３．当专项项目完成结账时，将专项项目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

记有关支出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４．年终结账时，结转非专项其他经费拨款，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结余”

科目；将当年未完成专项项目的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支出科

目。

５．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发生额为高等学校从各级财政取得的其他经费



拨款；结账后，本科目贷方余额为尚未核销的专项其他经费拨款。

６．本科目按项目和国家财政预算级次进行明细核算。

第４２１号科目 上级补助收入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包

括专项补助与非专项补助。

２．收到上级补助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收入退回，

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３．当专项项目完成结账时，将专项项目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

记有关支出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４．年终结账时，结转非专项补助收入，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结余”科

目；将当年未完成专项项目的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支出科目。

５．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发生额为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

的非财政补助收入；结账后，本科目贷方余额为尚未核销的专项上级补助收入。

６．本科目按来源进行明细核算。

第４３１号科目 教育事业收入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教学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专项收入

和非专项收入。

高等学校收到的从财政专户核拨的预算外资金和部分经财政部门核准留用

的预算外资金，也在本科目核算。但收到应返还所属单位预算外资金，应通过“应

付及暂存款”科目核算。

２．本科目设置以下三个明细科目：

（１）专户核拨预算外资金；

（２）核准留用预算外资金；

（３）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３．实行预算外资金按比例上缴财政专户办法的高等学校，收到预算外资金

收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规定的比例分别贷记“应缴财政

专户款”科目和“教育事业收入——核准留用预算外资金”科目。

实行预算外资金结余上缴财政专户办法的高等学校，收到预算外资金收入，

先全额通过本科目核算，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教育事业

收入——核准留用预算外资金”科目；定期结算出应缴财政专户资金结余时，按

应缴财政专户数借记“教育事业收入——核准留用预算外资金”科目，贷记“应

缴财政专户款”科目。



收到核拨的预算外资金，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教育事业收入—

—专户核拨预算外资金”科目；年终结转，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

般基金”等科目。

４．收到其他教育事业收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教

育事业收入——其他教育事业收入”科目。

５．当专项项目完成结账时，将专项项目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

记有关支出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６．年终结账时，结转非专项教育事业收入，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结余”

科目；将当年未完成专项项目的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教育事业

支出”等科目。

７．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发生额为高等学校本年度教育事业收入总额；

结账后，本科目贷方余额为未完成的专项教育服务项目的教育事业收入。

８．本科目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４３２号科目 科研事业收入

１．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专项和非专项收

入。包括通过承接科技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让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所取

得的收入和其他科研收入。

２．本科目设置以下四个明细科目：

（１）科技开发与协作收入；

（２）科技成果转让收入；

（３）科技咨询收入；

（４）其他科研事业收入。

３．取得科研事业收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４．当专项项目完成结账时，将专项项目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

记“科研事业支出”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５．年终结账时，结转非专项科研事业收入，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结余”

科目；将当年未完成专项项目的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科研事业

支出”等科目。

６．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发生额为本年度科研事业收入总额；结账后，

本科目贷方余额为未完成科研项目的科研事业收入。

７．本科目应按类别和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４５１号科目 经营收入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

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２．取得经营收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经营收入”

等科目。已完工项目结算时，借记本科目，贷记“经营结余”科目；年终结转未

完工项目发生的支出，借记本科目，贷记“经营支出”科目。

３．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发生额为高等学校本年度经营收入总额；结账

后，本科目贷方余额为未完工项目经营收入的剩余数额。

４．本科目应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４６１号科目 附属单位缴款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对校

办产业投资所取得的投资收益在“其他收入——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科目核

算，不在本科目核算。



２．收到附属单位缴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年终结转，

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３．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余额为高等学校附属单位上缴的收入总额；结

账后，本科目无余额。

４．本科目应按缴款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第４７１号科目 其他收入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获得的，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收入，如投资收益、

专项和非专项捐赠收入、利息收入、固定资产出租及其他零星杂项收入等。

２．本科目设置以下五个明细科目：

（１）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

（２）其他投资收益；

（３）捐赠收入；

（４）利息收入；

（５）其他收入。

３．取得对校办产业投资、其他对外投资的收益，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贷记“其他收入——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投资收益”科

目；转让、出售其他对外投资，按实际收到价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

原投资金额贷记“其他对外投资”等科目，按转让、出售金额与原投资金额的差

额借记或贷记“其他收入——其他投资收益”科目。

４．收到留本基金的收益，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

他收入——捐赠收入”科目；用留本基金的收益增加留本基金本金时，借记“其

他收入——捐赠收入”科目，贷记“专用基金——留本基金”科目。

收到固定资产捐赠，借记有关支出科目，贷记“其他收入——捐赠收入”科

目，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收到留本基金、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外的其他各类捐赠，借记“现金”、

“银行存款”、“材料”等科目，贷记“其他收入——捐赠收入”科目。

５．收到利息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他收入——利息收

入”科目。

６．取得其他收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７．当专项捐赠项目完成结账时，将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其他收入——

捐赠收入”科目，贷记有关支出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８．年终转账时，将当年未完成的专项捐赠项目支出转入本科目，借记“其

他收入——捐赠收入”科目，贷记有关支出科目。将非专项捐赠收入和其他项目



收入转入事业结余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９．年终结账前，本科目贷方发生额为高等学校收到的其他收入总额；结账

后，本科目贷方余额为未完成的专项捐赠项目的剩余收入数额。

１０．本科目应按类别和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５１１号科目 拨出经费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核定的预算拨付给附属单位的财政补助经费。

转拨上级补助收入和用自有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在“对附属单位补助”

科目中核算，不在本科目核算。

２．向附属单位拨付经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收回

拨出经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年末按拨付数借记“事业结

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年终结账前，本科目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已经转拨或拨出的经费，结账

后，本科目无余额。

４．本科目应按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第５２１号科目 教育事业支出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教育事业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专项支出

和非专项支出。

２．本科目应设置工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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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等１１个明细科目。

３．发生教育事业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材料”等科

目；发生设备购置费时，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

按照规定提取修购基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和工会经费，借记本科目，贷

记“专用基金”、“代管款项”等科目；支出收回，借记“现金”、“银行存款”

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４．当专项项目完成结账时，将支出对应转入有关的收入科目，借记“教育

经费拨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５．年终结账时，结转非专项教育事业支出，借记“事业结余”科目，贷记

本科目；结转当年未完专项项目的支出，借记“教育经费拨款”等收入类科目，

贷记本科目。

６．年终结账前，本科目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本年度发生的教育事业支出总

额；结账后，本科目总账无余额。

７．本科目应按单位和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５３１号科目 科研事业支出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为完成所承担的科研任务，以及所属科研机构所发

生的费用开支，包括专项支出和非专项支出。借款科研支出也在本科目核算。

２．本科目应设置工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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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等１１个明细科目。

３．发生科研事业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发生设

备购置费，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提取科研项目

管理费，借记本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按照规定提取修购

基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和工会经费，借记本科目，贷记“专用基金”、

“代管款项”等科目；支出收回，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

科目。

４．当专项项目完成结账时，将支出对应转入有关的收入科目，借记“科研

经费拨款”等收入科目，贷记本科目，收支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结余”科目。

５．年终结账时，结转非专项科研事业支出和借款科研支出，借记“事业结

余”科目，贷记本科目；结转当年未完专项项目的支出，借记“科研经费拨款”

等收入类科目，贷记本科目。

６．年终结账前，本科目借方余额为本年度发生的科研事业支出总额；结账

后，本科目总账无余额。

７．本科目应按单位和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５５１号科目 经营支出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

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２．本科目应设置工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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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等１１个明细科目。

３．发生经营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材料”、“应交

税金”等科目；发生设备购置费，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

科目；按照规定提取修购基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和工会经费，借记本科

目，贷记“专用基金”、“代管款项”等科目；经营支出收回，借记“现金”、

“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已完工项目结算时，借记“经营结余”科目，

贷记本科目；年终结转未完工项目的支出，借记“经营收入”科目，贷记本科目。

４．年终结账前，本科目借方发生额为高等学校本年度发生的经营支出总额；

结账后，本科目总账无余额。

５．本科目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第５６１号科目 上缴上级支出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２．上缴款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缴款退回，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年终结转，借记“事业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年终结账前，本科目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本年度发生的上缴上级支出的

总额；结账后，本科目无余额。

第５７１号科目 对附属单位补助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用财政补助收入之外的资金补助附属单位所发生的

支出，包括对附属单位的专项补助和非专项补助。

２．对附属单位补助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补助收回，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年终结账时，结转对附属单位的非专项补助，借记“事业结余”科目，

贷记本科目；结转对附属单位的专项补助，借记“上级补助收入”等科目，贷记

本科目。

４．年终结账前，本科目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本年度发生的对附属单位补助

支出的总额；结账后，本科目无余额。

５．本科目按接受补助的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第５８１号科目 结转自筹基建

１．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用财政补助收入以外的资金安排基本建设的支出。

２．转出自筹基建经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材料”等科

目；自筹基建经费转回，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年终结账，借记

“事业结余”、“专用基金——住房基金”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年终结账前，本科目借方余额为高等学校本年度转出的自筹基本建设经

费；结账后，本科目无余额。

第三部分 年终清理结算和结账

高等学校在年度终了前，应根据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决算编审工作要求，

对各项收支账目、往来款项、货币资金和财产物资进行全面的年终清理结算，在

此基础上办理年度结账，编报决算。

年终清理结算的主要事项包括：

一、清理、核对年度预算收支和各项缴拨款数字



年终前，对财政部门、上级单位和所属各单位之间的全年预算数（包括追加

追减和上、下划数字）以及应上交、拨补的款项等都应按规定逐笔进行清理结算，

保证上下级之间的年度预算数、领拨经费数和上交、下拨数一致。

为了准确反映各项收支数额，凡属本年度的应拨、应交款项，应当在１２月

３１日前汇达对方。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的高等学校对所属二级单位的拨款

应截至１２月２５日为止，逾期一般不再下拨。

二、确定年度收支范围

凡属本年的各项收入都应及时入账。本年的各项应缴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

收入，应按有关规定在年终前全部缴入财政专户。

凡属本年的各项支出，应按规定的支出用途如实列报。高等学校年度支出决

算，一律以截至１２月３１日的本年实际支出数为准。

三、清理往来款项

高等学校的往来款项，年终前应尽量清理完毕。按照有关规定应当转作各项

收入或各项支出的往来款项要及时转入各有关账户，编入本年决算。确实清理不

完的，应分析未能清理的情况和原因。

四、核对银行存款和现金

高等学校年终应及时同开户银行对账，银行存款账面余额应同银行对账单的

余额核对相符。对未达款项，应查明原因，及时予以调整。现金账面余额应同库

存现金核对相符。

五、进行财产清查

年终前，高等学校应对各项财产物资进行清理盘点。发生盘盈、盘亏的，应

及时查明原因，按规定作出处理，调整账务，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六、年终结账

高等学校在年终清理结算的基础上进行年终结账。年终结账包括年终转账、

结清旧账和记入新账。

（一）年终转账。账目核对无误后，首先计算出各账户借方或贷方的１２月

份合计数和全年累计数，结出１２月末的余额。然后，编制结账前的“资产负债

表”，试算平衡后，再将各个收支账户的余额按规定的年终冲账办法，填制１２

月３１日的记账凭单办理结账冲转。

（二）结清旧账。将转账后无余额的账户结出全年总累计数，然后在下面划

双红线，表示本账户全部结清。对年终有余额的账户，在“全年累计数”行下的

“摘要”栏注明“结转下年”字样，再在下面划双红线，表示年终余额转入新账，

旧账结束。

（三）记入新账。根据本年度各账户余额，编制年终决算的“资产负债表”



和有关明细表。将表列各账户的年终余额数（不编制记账凭单），直接记入新年

度相应的各有关账户，并在“摘要”栏注明“上年结转”字样，以区别新年度发

生数。

实行会计电算化的高等学校，其年终结账按会计电算化的有关规定办理。

高等学校的决算经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审批后，需调整决算数字时，应按规

定的程序作相应调整。

第四部分 会计报表

一、会计报表的编报要求

（一）高等学校会计报表是反映高等学校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的书面文

件，是财政部门和上级单位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高等学校预算执行工作的

重要资料，也是编制下年度高等学校财务收支计划的基础。高等学校必须认真做

好会计报表的编审工作。

（二）高等学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附表及收支情况说

明书等。高等学校应按本制度规定的格式、内容对外报送会计报表。对于有指定

项目和用途的资金，应当按照经费提供单位的要求编报有关报表。

高等学校必须根据管理需要，建立定期的内部会计报告制度。

（三）高等学校会计报表应当根据完整、核对无误的账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

料编制，做到数字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说明充分。

（四）高等学校会计报表应按规定期限报送各有关单位。月份报表应于月份

终了后５日内报出；季度报表应于季度终了后１０日内报出；年度会计报表应按

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报出。

二、会计报表的种类与格式

会计报表的种类与格式

编 号 会计报表名称 编 报 期

会高校 01表 资产负债表 月、年报

会高校 02表 收入支出表 月、年报

会高校 02-1 表 支出明细表 年报

资产负债表

（月报表格式）

会高校 01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项 目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一、资产类

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票据

应收及暂付款

借出款

材料

对校办产业投资

其他对外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资产合计：

五、支出类

拨出经费

教育事业支出

科研事业支出

经营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

结转自筹基建

一、

支出合计：

总计

二、负债类

借入款项

应付票据

应付及暂存款

应缴财政专户款

应交税金

代管款项

负债合计：

三、净资产类

事业结余

经营结余

减：结余分配

待分配结余

事业基金

其中：一般基金

投资基金

固定基金

专用基金

净资产合计

四、收入类

教育经费拨款

科研经费拨款

其他经费拨款

上级补助收入

教育事业收入

科研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总计

补充资料：（１）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 元；

（２）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原价 元。



资产负债表

（年报表格式）

会高校０１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项 目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一、资产类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及暂付款

借出款

材料

对外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资产总计

二、负债类

借入款项

应付票据

应付及暂存款

应缴财政专户款

应交税金

代管款项

负债合计：

三、净资产类

事业基金

其中：一般基金

投资基金

固定基金

专用基金

经营结余

未完项目收支差额

净资产合计：

负债及净资产总计

补充资料：（１）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 元；

（２）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原价 元。



收入支出表

会高校０２－１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项 目
行

次

年（期）

初数
本期数

本期累

计数

年（期）

末数

收入

教育经费拨款

科研经费拨款

其他经费拨款

上级补助收入

教育事业收入

专户核拨预算外资金

核准留用预算外资金

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科研事业收入

科技开发与协作收入

科技成果转让收入

科技咨询收入

其他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

其他收入

其中：投资收益

捐赠收入

利息收入

收入合计

支出

拨出经费

教育事业支出

科研事业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

结转自筹基建

经营支出

支出合计

收支差额



支出明细表

会高校０２－１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补充资料：

１．事业支出中财政拨款支出（用财政补助收入安排的支出）数为＿＿＿元。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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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购置费： 修缮费： 业务费： 其他费用：

２．事业支出中预算外资金支出（用预算外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数为＿＿＿元。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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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购置费：修缮费： 业务费： 其他费用：

上述支出项目可根据核定预算和实际使用情况，采用统计方法填列。

三、会计报表编制说明

资产负债表编制说明

一、高等学校资产负债表分月报和年报两种格式。月末资产负债表反映学校

月末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的状况，年末资产负债表反映学校年末全

部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状况。

二、本表“期初数”栏内各项数字，应根据上月或上年末资产负债表“期末数”

栏内所列数字填列。年初资产负债表月报与上年年报规定的各项目名称和数字不

相一致，应按规定进行调整后，再填入月报“期初数”栏内。

三、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１．“货币资金”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现金和银行存款合计数，编制年度报表

时按“现金”和“银行存款”科目的年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月报时，本项目分为“现金”、“银行存款”两个项目。其中，“现金”项目

反映高等学校月末库存现金数，根据“现金”科目的月末余额填列；“银行存款”项

目反映高等学校的月末银行存款数，按“银行存款”科目的月末余额填列。

项 目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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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备
购
置
费

修

缮

费

业

务

费

其他

费用

教育事业支出

科研事业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

结转自筹基建

经营支出

拨出经费



２．“应收票据”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未到收款期，也未向银行贴现的

应收票据，包括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本项目应根据“应收票据”科目的

期末余额填列。已向银行贴现的应收票据不包括在本项目内，其中已贴现的商业

承兑汇票应在本表下端补充资料内另行反映。

３．“应收及暂付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应向各单位或个人收取的各种应收、

暂付款项。本项目应根据“应收及暂付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

列。

４．“借出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应向所属单位收回的周转金借款。本项目

应根据“借出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５．“材料”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年末材料的实际成本，包括专用材料、文具、

办公用品、低值易耗品和教材书籍等。本项目应根据“材料”科目的年末余额填列。

６．“对外投资”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各类对外投资总额，编制年度会计报表

时按“对校办产业投资”和“其他对外投资”两个科目的年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月报时，本项目分为“对校办产业投资”和“其他对外投资”两个项目。其

中，“对校办产业投资”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对校办产业的投资数，根据“对校办产

业投资”科目的月末余额填列；“其他对外投资”项目反映高等学校除校办产业投

资以外的对外投资数，根据“其他对外投资”科目的月末余额填列。

７．“固定资产 Z”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的各种固定资产原价。本项目应根

据“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８．“无形资产”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各项无形资产的原价扣除摊销后的净额。

本项目应根据“无形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９．“借入款项”项目，反映高等学校从财政、金融机构或其他单位借入尚未

归还的各类借款。本项目应根据“借入款”科目所属各有关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

计填列。

１０．“应付票据”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对外发生债务时开出、承兑的尚未到

期付款的应付票据，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本项目应根据“应付票

据”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１１．“应付及暂存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应付、暂收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款

项。本项目应根据“应付及暂存款”科目所属各有关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

列。

１２．“应缴财政专户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应缴未缴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

金数。本项目应根据“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１３．“应交税金”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应交未交的各种税金（多交数以“－”

号填列）。本项目应根据“应交税金”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１４．“代管款项”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受其他单位或个人委托、代为管理的

各类款项。本项目应根据“代管款项”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１５．“事业基金”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各类未指定用途，可由学校自行支配

的净资产。本项目应根据“事业基金”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１６．“固定基金”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基金数。本项目应根据

“固定基金”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７．“专用基金”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按照规定提取、设置的，并按专门用

途使用的资金。本项目应根据“专用基金”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

列。

１８．“事业结余”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的事业收支结果。本项目根据“事业

结余”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年末无余额。

１９．“经营结余”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的经营成果。本项目应根据“经营结

余”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２０．“结余分配”项目，反映高等学校事业结余和经营结余的分配情况。本

项目根据“结余分配”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年末无余额。

“待分配结余”项目是资产负债表月报表特有项目，按下述公式计算填列：待

分配结余＝事业结余＋经营结余－结余分配。

２１．“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年末各类未完成项目的收入

与支出相抵后的差额。本项目应根据有关收入科目的年末余额计算填列。本项目

为资产负债表年报特有项目。

２２．“教育经费拨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各类教育经费拨款。本项

目应根据“教育经费拨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年报时，本项目年末余额并入“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填列。

２３．“科研经费拨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各类科研经费拨款。本项

目应根据“科研经费拨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年报时，本项目年末余额并入“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填列。

２４．“其他经费拨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各类其他经费拨款。本项

目应根据“其他经费拨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年报时，本项目年末余额并入“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填列。

２５．“教育事业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教育事业收入总额。本项目应根

据“教育事业收入”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年报时，本项目年末余额并入“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填列。

２６．“科研事业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各类四技科研服务收入总额。编

制月报时，本项目应根据“科研事业收入”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



列。

编制年报时，本项目年末余额并入“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填列。

２７．“经营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从事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获得的经营

收入。本科目应根据“经营收入”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年报时，本项目年末余额并入“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填列。

２８．“上级补助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获得的非财政补助资金。本项目

应根据“上级补助收入”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年报时，本项目年末余额并入“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填列。

２９．“附属单位缴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各附属单位上缴给高等学校的收

入。本项目应根据“附属单位缴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本

项目年末无余额。

３０．“其他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不包括在上述各类收入中的其

他收入。本项目应根据“其他收入”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填列。

编制年报时，本项目年末余额并入“未完项目收支差额”项目填列。

３１．“拨出经费”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按核定的预算拨付给附属单位的财政

补助经费。本项目应根据“拨出经费”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本项目

年末无余额。

３２．“教育事业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

本项目应根据“教育事业支出”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年末无余额。

３３．“科研事业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为完成所承担的各类科研任务，

以及所属科研机构所发生的各类费用开支。本项目应根据“科研事业支出”科目所

属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年末无余额。

３４．“经营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本项目应根据“经营支出”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年末无余额。

３５．“上缴上级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按规定的标准或比例上缴上级主

管单位的支出。本项目应根据“上缴上级支出”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年末无余额。

３６．“对附属单位补助”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用财政补助收入以外的资金对

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本项目应根据“对附属单位补助”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年

末无余额。

３７．“结转自筹基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用财政补助收入以外的资金安排

基本建设发生的支出。本项目应根据“结转自筹基建”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期末余

额填列，年末无余额。

收入支出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高等学校在一定时期内的收入、支出情况。

二、本表“期（年）初数”栏应根据有关收支总账科目或明细科目的余额填列，

如果本月或本年度收入支出表规定的各项目的名称和数字内容同上月、上年度不

相一致，应对上月或上年年末收入支出表各项目的名称和数字按本月、本年度的

规定进行调整，填入本表“期（年）初数”栏内。

三、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及其填列方法：

１．“教育经费拨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教育经费拨款。本项目应根

据“教育经费拨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本期

数”栏根据“教育经费拨款”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栏根据

“教育经费拨款”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数”栏根据

“教育经费拨款”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２．“科研经费拨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科研经费拨款。本项目应根

据“科研经费拨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本期

数”栏根据“科研经费拨款”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栏根据

“科研经费拨款”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数”栏根据

“科研经费拨款”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３．“其他经费拨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除教育经费拨款、科研经费

拨款以外的其他经费拨款。本项目应根据“其他经费拨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

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本期数”栏根据“其他经费拨款”科目本期借贷发

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栏根据“其他经费拨款”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

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数”栏根据“其他经费拨款”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４．“上级补助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获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情况。本项目应根据“上级补助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本

期数”栏根据“上级补助收入”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栏根

据“上级补助收入”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数”栏根

据“上级补助收入”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５．“教育事业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通过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

教育事业收入情况。本项目应根据“教育事业收入”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及

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本期数”栏根据“教育事业收入”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

填列；“本期累计数”栏根据“教育事业收入”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

分析填列；“期末数”栏根据“教育事业收入”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６．“科研事业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通过开展科研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

入。本项目应根据“科研事业收入”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

列。其中，“本期数”栏根据“科研事业收入”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



期累计数”栏根据“科研事业收入”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

列；“期末数”栏根据“科研事业收入”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７．“经营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通过开展非独立核算的经营活动取得的

收入。本项目应根据“经营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本期

数”栏根据“经营收入”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栏根据“经营

收入”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数”栏根据“经营收

入”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８．“附属单位缴款”项目，反映高等学校附属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给学校

的收入。本项目应根据“附属单位缴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

填列。其中，“本期数”栏根据“附属单位缴款”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

期累计数”栏根据“附属单位缴款”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

列；“期末数”栏根据“附属单位缴款”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９．“其他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收到的不包括在上述各类收入中的其他

收入。本项目应根据“其他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本期

数”栏根据“其他收入”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栏根据“其他

收入”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数”栏根据“其他收

入”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０．“收入合计”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各类收入总额。本项目为本表中各类

收入项目各栏次金额的合计数。

１１．“拨出经费”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按核定的预算拨付给附属单位的财政

补助资金。本项目应根据“拨出经费”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

列。其中，“本期数”栏根据“拨出经费”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

计数”栏根据“拨出经费”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

数”栏根据“拨出经费”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２．“教育事业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教育事业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总

额。本项目应根据“教育事业支出”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

列。其中，“本期数”栏根据“教育事业支出”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

期累计数”栏根据“教育事业支出”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

列；“期末数”栏根据“教育事业支出”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３．“科研事业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科研事业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总

额。本项目应根据“科研事业支出”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

列。其中，“本期数”栏根据“科研事业支出”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

期累计数”栏根据“科研事业支出”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

列；“期末数”栏根据“科研事业支出”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４．“上缴上级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上缴上级主管部门的

支出总额。本项目应根据“上缴上级支出”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

“本期数”栏根据“上缴上级支出”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栏

根据“上缴上级支出”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数”栏

根据“上缴上级支出”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５．“对附属单位补助”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补助附属单位的支

出总额。本项目应根据“对附属单位补助”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

“本期数”栏根据“对附属单位补助”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

栏根据“对附属单位补助”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

数”栏根据“对附属单位补助”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６．“结转自筹基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用财政补助收入以外

的资金安排基本建设的支出。本项目应根据“结转自筹基建”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

额分析填列。其中，“本期数”栏根据“结转自筹基建”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

列；“本期累计数”栏根据“结转自筹基建”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

析填列；“期末数”栏根据“结转自筹基建”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７．“经营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用于开展非独立核算的经营活动的支

出。本项目应根据“经营支出”科目的发生额及其余额分析填列。其中，“本期数”

栏根据“经营支出”科目本期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本期累计数”栏根据“经营支

出”科目从年初截至本期累计借贷发生额分析填列；“期末数”栏根据“经营支出”

科目期末余额填列。

１８．“支出合计”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各类支出总额。本项目为

本表中各类支出项目各栏次金额的合计数。

１９．“收支差额”项目为本表中“收入合计”项目与“支出合计”项目各栏次金

额相减的差额。“收入合计”项目大于“支出合计”项目，在本表中用“＋”表示；“收

入合计”项目小于“支出合计”项目，在本表中用“－－”表示。

支出明细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高等学校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类支出的详细情况。

二、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及其填列方法：

１．“教育事业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教育事业支出的具体内容。本项目

应根据“教育事业支出”科目的所属明细科目的累计发生额分析填列。

２．“科研事业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科研事业支出的具体内

容。本项目应根据“科研事业支出”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累计发生额分析填列。

３．“上缴上级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上缴上级主管部门的支

出。本项目应根据“上缴上级支出”科目的发生额，填列在“其他费用”中。



４．“对附属单位补助”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补助附属单位的支出。

本项目应根据“对附属单位补助”科目的发生额，填列在“其他费用”中。

５．“结转自筹基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用财政补助收入以外的

资金安排基本建设的支出。本项目应根据“结转自筹基建”科目的发生额，填列在

“其他费用”中。

６．“经营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经营支出的具体内容。本项目应根据

“经营支出”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累计发生额分析填列。

７．“支出合计”项目，反映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各类支出总额，本项目为本

表中各类支出项目各栏次金额的合计数。

附录一：

新旧科目对照表

新科目名称

（借贷记帐法）

旧科目名称

（收付记帐法）
备注

一、资产类

现金 经费现金、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经费限额（经费存款），科学事业费存款，财

政专户存款，其他存款

新科目含外

汇存款

对校办产业投资

其他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预算内），有价证券（预

算外）

应收票据

应收及暂付款 拨出经费（部分），应返还限额，经费暂付，

科学事业费暂付，科技三项费用暂付，代管科

研经纲暂付，借款科研暂付，学校基金暂付，

对外服务暂付，其他暂付

借出款 借出款

材料 经费材料，材料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教育事业支出 经费支出（部分），学校基金支出（部分）

科研事业支出 科学事业费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代管科

研经费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学校基金支出（部分）

结转自筹基建 学校基金支出（部分）

经营支出 对外服务支出（部分）

对附属单位补助 学校基金支出（部分）



附录二：

高校会计科目与事业单位通用会计科目对照表

高校会计科目 通用会计科目 备 注

一、资产类 一、资产类

现金 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

应收及暂付款 应收帐款

预付帐款

其他应收款

借出款 其他应收款

二、负债类

应付票据

应付及暂存款 经费暂存，其他暂存

应缴财政专户款 特种资金（部分）

应交税金

借入款项 科研借入款，其他借入款

代管款项 其他代管经费（部分）

三、净资产类

事业基金 拨入经费，学校基金收入，经费包干

结余，特种资金（部分），其他代管

经费（部分，科学事业费拨款（部分），

科技三项费用拨款（部分），代管科

研经费收入（部分），对外服务收入

（部分），待转抵支收入

指各科目收

支相抵后的

余额部分

固定基金 固定资产基金

专用基金 学生奖贷基金，其他代管经费（部

分），待抵支收入（部分）

事业结余

经营结余

结余分配

四、收入类

教育经费拨款 拨入经费，待转抵支收入（部分），

其他代管经费（部分）

科研经费拨款 科学事业费拨款，科技三项费用拨

款，代管科研经费收入（部分）

其他经费拨款 其他代管经费（部分）

上级补助收入 待转抵支收入（部分）

教育事业收入 特种资金收入（部分），委托代培经



费，对外服务收入（部分）

科研事业收入 对外服务收入（部分），代管科研经

费收入（部分）

附属单位缴款 学校基金收入（部分）

经营收入 对外服务收入（部分）

其他收入 抵支收入，待转抵支收入（部分）

五、支出类

拨出经费 拨出经费（部分）

拨出专款

教育事业支出 事业支出，专款支出

科研事业支出 事业支出，专款支出

经营支出 经营支出

成本费用

销售税金

上缴上级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 对附属单位补助

结转自筹基建 结转自筹基建



附录三：

主要会计业务分录举例

会 计 业 务 会 计 分 录 备 注

一、事业收支业务

１．各类拨款业务

（１）收到教育、科研、其他经

费拨款

（２）缴回拨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教育经费拨款

科研经费拨款

其他经费拨款

借：教育经费拨款

科研经费拨款

其他经费拨款

贷：银行存款

２．上级补助收入业务

（１）收到上级补助收入时

（２）缴回补助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上级补助收入

借：上级补助收入

贷：银行存款

３．教育事业收入业务

（１）收到学生缴纳学费、宿费、

培养费等

（２）按规定将预算外资金缴入

财政专户

（３）收到从财政专户核拨的预

算外资金

借：银行存款（现金）

贷：教育事业收入

——核准留用预算外资金应缴财政

专户款

借：应缴财政专户家

贷：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贷：教育事业收入

——专户核拨预算外资金

４．科研事业收入业务收到科

研事业收入

借：银行存款

贷：科研事业收入

５．其他收入业务

（１）收到捐赠款、捐赠材料

（２）收到留本基金取得的收益

（３）收到捐赠设备

借：银行存款（现金）

材料

贷：其他收入

——捐赠收入

借：银行存款（现金）

贷：其他收入

——捐赠收入

×× 支 出

表示各类

支出科目

（下同）



（４）取得投资收益

（５）取得存款利息收入

（６）收到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及

其他零星收入

（７）材料盘盈核销时

借：××支出

贷：其他收入

——捐赠收入

借：固定资产

贷：固定基金

借：银行存款（现金）

贷：其他收入

——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

贷：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借：银行存款（现金）

贷：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借：材料

贷：××支出

６．附属单位缴款业务收到附

属单位缴款

借：银行存款（现金）

贷：附属单位缴款

７．发生各类支出业务 借：××支出

贷：银行存款（现金）

材料

应收及暂付款

８． 发放、回收独立核算单

位人员工资

（１）发放工资并代扣公积金等

（２）收回工资时

借：××支出

贷：银行存款（现金）

应付及暂存款

——个人住房公积金

其他收入

——房租

借：银行存款

贷：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９．按规定提取项目管理费 借：××支出

贷：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１０.转出自筹基建业务

（１）将已批准的自筹基建经费 借：结转自筹基建



转存银行

（２）年终，冲销转存的自筹基

建经费

贷：银行存款

借：事业结余

专业基金

——住房基金

贷：结转自筹基建

１１.拨出经费业务

（１）转拨给附属单位财政补助

经费

（２）收回时

（３）年终结转对附属单位财政

补助经费

借：拨出经费

贷：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贷：拨出经费

借：事业结余

贷：拨出经费

１２.对附属单位补助业务

（１）向附属单位转拨上级单位

非财政性补助收入、用自有资金

拨给附属单位

（２）年终，结转对附属单位补

助

借：对附属单位补助

贷：银行存款

借：事业结余

贷：对附属单位补助

13.按规定上缴上级款项

（１）上缴上级款项

（２）年终，结转上缴上级支出

借：上缴上级支出

贷：银行存款

借：事业结余

贷：上缴上级支出

１４.年终结转各类非专项收入

与支出

借：××拨款

××收入

贷：事业结余

借：事业结余

贷：××支出

×× 收 入

表示各类

收入科目

（下同）

15.结转各类专项收入与支出

（１）结转各类已完专项项目收

入与支出

（２）结转各类未完专项项目收

入与支出

借：××收入

××拨款

贷：××支出

事业结余（差额）

借：××收入

××拨款

贷：××支出

二、经营收支业务

１．购入材料 借：材料

贷：银行存款



２．领用材料 借：经营支出

贷：材料

３．发生经营支出 借：经营支出

贷：银行存款（现金）

４．取得经营收入 借：银行存款（现金）

应收及暂付款

贷：经营收入

５．计算各种税金及附加 借：经营支出

贷：经营支出

６．年终结转未完工经营项目支

出

借：经营收入

贷：经营支出

７．按规定提取修购基金、职工

福利基金

借：经营支出

贷：专用基金

——修购基金

专用基金

——职工福利基金

８．结转已完工经营项目收支 借：经营收入

贷：经营结余

借：经营结余

贷：经营支出

９．计算经营结余，进行结余分

配

（１） 结转经营结余

（２） 按规定具体经营结余中

计提专用基金、结转事

业基金

（３）年终结转结余分配

借：经营结余

贷：结余分配

——可分配结余

借：结余分配

——提取专用基金

——结转事业基金

贷：专用基金

贷：事业基金

借：结余分配

——可分配结余

贷：结余分配

——提取专用基金

结余分配

——结转事业基金

１０.支付各种税金 借：应交税金

贷：银行存款

三、专用基金收支业务

１．提取、设置专用基金 借：××支出

贷：专用基金

２．按规定提取勤工助学基金、 借：教育事业支出



学生奖贷基金 贷：专用基金

——勤工助学基金

专用基金

——学生奖贷基金

３．用专用基金购置设备 借：专用基金

贷：银行存款（现金）

借：固定资产

贷：固定基金

４．结转用住房基金购职工住宅 借：银行存款

贷：专用基金

——住房基金

５．结转用住房基金购职工住宅 借：专用基金

——住房基金

贷：结转自筹基建

６．清理、报废固定资产残值收

入

借：现金（银行存款）

材料

贷：专用基金

——修购基金

７．收到留本基金捐赠款 借：银行存款

贷：专有基金

——留本基金

８．支用其他专有基金 借：专用基金

贷：银行存款（现金）

四、固定资产核算业务

１．增加固定资产

借：××支出

贷：银行存款

借：固定资产

贷：固定基金

２．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１） 签订租赁合同

（２）实际支付租金

借：固定资产

贷：应付及暂存款

借：应付及暂存款

贷：银行存款

借：××支出

贷：固定基金

３．固定资产转作投资

（１）评估价或协议价大于帐面

原价

（２）评估价或协议价小于帐面

原价

借：对校办产业投资（其他对外投资）

贷：固定资产

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借：固定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借：对校办产业投资（其他对外投资）

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贷：固定资产

借：固定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４．固定资产盘盈 借：固定资产

贷：固定基金

５．固定资产盘亏或毁损、报废 借：固定基金

贷：固定资产

五、无形资产核算业务

１．购入无形资产 借：无形资产

贷：银行存款

２．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 借：无形资产

贷：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３．以已入帐无形资产作投资

（１） 评估价大于帐面价

（２）评估价小于帐面价

借：对校办产业投资

（其他对外投资）

贷：无形资产

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借：对校办产业投资

（其他对外投资）

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贷：无形资产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４．以未入帐的无形资产作投资 借：无形资产

贷：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借：对校办产业投资

（其他对外投资）

贷：无形资产

借：事业有余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５．摊销无形资产 借：××支出

贷：无形资产

六、应收应付业务

1．发生应收款业务 借：应收及暂付款

贷：××收入

2．预付各类款项 借：应收及暂付款

贷：银行存款（现金）

3．结算各类应收及暂付款

（１） 收回应收款

（２） 报销暂付款（补付款）

（3）报销暂付款（收回余额）

借：银行存款（现金）

贷：应收及暂付款

借：××支出

贷：应收及暂付款

银行存款（现金）

借：银行存款（现金）

××支出

贷：应收及暂付款

4．应收票据业务

（１）收到应收票据

（2）应收票据到期，收回本息

（3）应收票据贴现

（4）贴现的票据发生承兑人无

力偿付，支付票据款

借：应收票据

贷：××收入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收入

应收票据

借：银行存款（实际收款）

××支出（贴现息）

贷：应收票据（票面额）

借：应收及暂付款

贷：银行存款

5．收到应付及暂存款 借：银行存款（现金）

贷：应付及暂存款

6．支付应付及暂存款项 借：应付及暂存款

贷：银行存款（现金）

7．应付票据业务

（１） 出具商业汇票

（２） 支付票拓承兑手续费

借：材料

应付及暂存款

贷：应付票据

借：××支出

贷：银行存款



（3）支付到期应付票据本息 借：应付票据

××支出

贷：银行存款

七、借入款业务

1．取得各类借款 借：银行存款

贷：借入款项

2．自筹资金归还借款 借：借入款项

贷：银行存款

3．科研借款改拨款 借：借入款项

贷：科研经费拨款

4．发生借款科研事业支出 借：科研事业支出

贷：银行存款（现金）

应收暂付款

材料

5．结转借款科研事业支出 借：事业结余

贷：科研事业支出

八、借出款业务

1．发生借出款 借：借出款

贷：银行存款

2．收回借出款 借：银行存款

贷：借出款

3．借出款转投资 借：对校办产业投资

贷：借出款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九、代管款项业务

1．收到代管款项 借：银行存款

贷：代管款项

2．使用或支付代管款项 借：代管款项

贷：银行存款（现金）等

十、对外投资业务

1．收到捐赠的债券或其他权益

性证券

借：其他对外投资

贷：其他收入

——捐赠收入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2．购入债券或进行其他投资 借：其他对外投资

贷：银行存款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3．收到利息或红利 借：银行存款（利息、现金红利）

其他对外投资（股票股利、送配股）

贷：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按股票股利

或送配股价值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4．债券到期收回本息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对外投资

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入按实际成本

借：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贷：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5．出售债券或其他投资 借：银行存款

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发生损失）

贷：其他对外投资

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获得收益）

按实际成本

借：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贷：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6．以材料进行投资 借：其他对外投资（对校办产业投资）

贷：材料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7．以无形资产进行投资 借：对校办产业投资（其他对外投资）

贷：无形资产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8．以固定资产进行投资 借：对校办产业投资

（其他对外投资）

贷：固定资产

借：固定基金

贷：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9．用留本基金进行投资 借：其他对外投资

贷：银行存款等

10．收到其他对外投资的利润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

11．收到对校办产业投资的利润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收入

——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

12．收回投资

（１） 收回对校办产业的投资

（2）收回其他对外投资

借：银行存款

材料

固定资产

其他收入

——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投资损

失）

贷：对校办产业投资

其他收入

——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投资

收益）

同时，按投资实际成本

借：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贷：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按收回固定资产价值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固定基金

借：银行存款

材料

固定资产

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发生损失）

贷：其他对外投资

其他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获得收益）

同时，按投资实际成本



借：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

贷：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接收回固定资产价值

借：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

贷：固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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