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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原本是根据2012年12月以来,国家财政部先后修订发布了《财政

总预算会计制度的补充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事业

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2014年8
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该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鉴于此,我
们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本教材。

由于经济发展,政策变化,因此现对本书就最新的相关会计准则、会计

制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编写。这些最新的相关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包括2017年10月由财政部制定发布的《政府会计制

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2015年10月至今由财政部制定发

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政府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政府

会计准则第2号———投资》《政府会计准则第3号———固定资产》《政府会计

准则第4号———无形资产》《政府会计准则第5号———公共基础设施》《政府

会计准则第6号———政府储备资》,2017年7月由财政部制定发布的《2018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和2015年10月由财政部制定发布的《财政总预算会

计制度》等进行修订。目前本书共分三编,将原有的行政单位会计与事业单

位会计进行整合,并对财政总预算会计进行相应的补充和修改,全面、系统、
完整地反映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主要内容。

第一编:认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共分2章。第1章介绍政府与非

营利组织的特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组成体系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

计要素;第2章介绍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方法,主要包括:政府与

非营利组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等内容。
第二编:政府单位会计,共分6章。第3~8章介绍政府单位资产、负

债、净资产、收入、支出和财务报告。
第三编:财政总预算会计,共分7章。第9~15章介绍财政总预算会计

特点及财政总预算会计的基本任务,财政总预算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
支出和会计报表。

本教材在设计与编写过程中,坚持以培养学生岗位技能为主线,专业知

识安排以“必需、够用”为度,由浅入深,介绍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认知、政府

单位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及财政总预算会计。同时,在教材内容选取上,做到

“课证”结合,兼顾在校生报考助理会计师的需求。
本书除具有内容新颖、实用性强特点外,还突出表现为以下两大特点:

1.任务驱动,助学性强。各章开始部分,增加“任务导入”,提出问题,启
发学生思考。正文视情况加以图表释义,并插入“职业情境”“相关链接”等



有助于学习者理解的内容,及时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新动态。

2.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编写人员均为多年从事会计教学和研究的专任教师,在编写过程

中,更得到社会专业人员的参与和支持。泰安市审计教育中心高级审计师刘戈、山东泰安致

信会计事务所注册会计师陈文涛为本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帮助。
本书由李晓珊、郑群哲、杨哲任主编,吴国强、朱伙军、邹志文、范姗姗、汪漂、杨智任副主编。
我们参考了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有关资料,在此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本

书难免存在疏漏或不足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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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PTER

第一章
认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知识目标】

□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概念;

□ 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

□ 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特点;

□ 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要素;

□ 了解政府单位会计的会计组织系统;

□ 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分类;

□ 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科目。
【能力目标】

□ 能够识别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

□ 能够区别政府单位会计和财政总预算会计科目;

□ 能够运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

  【任务导入】
张军,会计学专业毕业。2020年通过考试被某事业单位录取。该单位主管会计李慧琳

为让张军尽快熟悉本单位会计业务,拿出2020年1月财务报表及有关会计凭证。张军首先

浏览查看了资产负债表。其中会计科目有: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固定资产、短期借款、应缴税费、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应付

职工薪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事业支出、上

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等。张军意识到:应缴国库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应缴税费、财政补助收入等账户从不同角度看会涉及不同的会计。

想一想:什么是会计? 政府与非营利会计从不同角度会涉及哪种会计?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在我国主要是指政府部门、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及其他民间非营利单位。政府单位包括各级政府、立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

关和军队等;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教育组织,如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院校以及高

等院校;卫生福利组织,如医院、疗养院、儿童保护组织等;宗教组织和机构;慈善组织

和机构;各种基金会;其他。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是与企业会计相对应的另一个会计分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

计是与企业会计相比较,有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节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概念与特征

一、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概念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是会计学的一般原理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中的运用,是以货币

作为主要计量单位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经济活动或会计事项进行记录、核算、反映和监

督的一种专门技术方法和专门管理活动,是与营利性企业会计相并列的会计学两大分支

之一。
社会组织按照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以分成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两大类。其中,

营利性组织通常也称为营利性企业或营利性公司,其运行的目的是取得利润并使利润最大

化。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包括政府组织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其运行的目的是社会经济的整体

发展以及慈善或专门援助,而不是取得利润并使利润最大化。营利性组织向社会提供的是

私人物品,非营利性组织向社会提供的是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会计学作为一种专门的

技术方法和专门的管理活动,运用在营利性组织中为营利性组织实现运行目的服务即形成

营利性组织会计或营利性企业会计,运用在非营利性组织中为非营利性组织实现运行目的

服务即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特征

1.不以营利为目的

以政府会计为例,相对于营利性企业会计来说,政府会计的主要特征是会计核算方法

与预算管理要求紧密结合。由于政府的财务资源主要来源于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交

换性交易,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通常是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即政府服务的接受者

和政府组织本身之间的交易也属于非交换性交易。因此,政府组织在取得和运用财务资源

时需要受到来自纳税人、社会公众等财务资源提供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约束。这种约束

主要表现为政府需要编制预算,编制的预算需要经过人民代表经批准,政府需要严格遵照

执行。政府会计需要如实反映经批准的预算的执行情况,以满足纳税人、社会公众及其代

表等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2.双体系、双基础和双目标

政府会计除了需要核算预算执行情况外,也需要像营利性企业会计一样核算组织的收

入和费用以及资产和负债等情况,以如实反映政府组织的运行成本、盈亏情况和财务状况。
双体系:政府会计核算具备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双重功能,实现了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适

度分离和相互衔接。双基础:财务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实行收付实现制。双目

标:全面、清晰反映单位财务信息和预算执行信息。即政府会计由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

务会计构成,是政府会计区别于营利性企业会计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政府会计中,资产减

去负债后的余额为净资产。政府组织没有明确的所有者权益和出资人权益。

3.民间非营利组织特性

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情况与政府组织的情况类似。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财务资源主要来源

于捐赠人、会费交纳人等,民间非营利组织向特定对象提供的慈善服务或会员服务通常也

是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因此,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取得和运用财务资源时需要受到来自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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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人、会费交纳人等财务资源提供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约束,主要是财务资源按限定用

途使用的约束。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中,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也为净资产。与政府组

织一样,民间非营利组织也没有明确的所有者权益或出资人权益。

第二节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组成体系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由政府会计和非营利组织会计组成。其中政府会计由财政总预

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组成;非营利组织会计通常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其中,按独立

法人单位区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可以包括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有时,非营利

组织会计也可以同时包括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或事业单位会计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在

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政府单位会计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分别执行相应的会计制度,
成为单独的会计种类。财政总预算会计和政府单位会计还执行统一的政府会计准则,成为

一个会计种类。
按照我国 《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政府会计由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构

成。由此,在政府会计的组成体系中,还可以按照政府会计的特定功能将其区分为政府预

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其中,政府预算会计具体可以由政府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事业

单位预算会计组成。政府财务会计主要是指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这样,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具体还可以由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组成。
在政府会计各组成部分中,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之间存在密切的

关系。例如,财政部门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时,财政总预算会计形成预算支出,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形成预算收入。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共同构筑了政府预算会

计信息系统。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相对独立,但与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又相互衔接,
两者在信息反映上需要调节相符。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相对比较独立。尽管如此,民间非营利组织在接受政府补助时,
财政总预算会计信息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也会存在相互联系。

图1 1为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的组织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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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的组织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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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会计报表所反映内容的概括。在政府与非营利

组织会计中,政府会计要素划分政府预算会计要素和政府财务会计要素。

一、政府预算会计要素

政府预算会计要素包括预算收入、预算支出与预算结余。

1.预算收入

预算收入是指政府会计主体在预算年度内依法取得的并纳入预算管理的现金流入。预

算收入一般在实际收到时予以确认,以实际收到的金额计量。

2.预算支出

预算支出是指政府会计主体在预算年度内依法发生并纳入预算管理的现金流出。预算

支出一般在实际支付时予以确认,以实际支付的金额计量。

3.预算结余

预算结余是指政府会计主体预算年度内预算收入扣除预算支出后的资金余额,以及历

年滚存的资金余额。预算结余包括结余资金和结转资金。
结余资金是指年度预算执行终了,预算收入实际完成数扣除预算支出和结转资金后剩

余的资金。
结转资金是指预算安排项目的支出年终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因故未执行,且下年需要按

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政府财务会计要素

政府财务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

1.资产

资产是指政府会计主体过去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形成的,由政府会计主体控制的,预

期能够产生服务潜力或者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
服务潜力是指政府会计主体利用资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履行政府职能的潜在能力。
经济利益流入表现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流入,或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流出的减少。
政府会计主体的资产按照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资产的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值、公允价值和名义金额。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取得时支付的现金金额或者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
在重置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金额计量。
在现值计量下,资产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净现金流入量

的折现金额计量。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按照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能

收到的价格计量。
无法采用上述计量属性的,采用名义金额 (即人民币1元)计量。
政府会计主体在对资产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现值、

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资产金额能够持续、可靠计量。符合资产定义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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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

2.负债

负债是指政府会计主体过去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资源流出政

府会计主体的现时义务。
现时义务是指政府会计主体在现行条件下已承担的义务。未来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

项形成的义务不属于现时义务,不应当确认为负债。
政府会计主体的负债按照流动性,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负债的计量属性主要

包括历史成本、现值和公允价值。

3.净资产

净资产是指政府会计主体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净额。净资产金额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

量。净资产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

4.收入

收入是指报告期内导致政府会计主体净资产增加的、含有服务潜力或者经济利益的经

济资源的流入。
收入的确认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与收入相关的含有服务潜力或者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很可能流入政府会计主体;
(2)含有服务潜力或者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流入会导致政府会计主体资产增加或者负

债减少;
(3)流入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5.支出

支出是指报告期内导致政府会计主体净资产减少的、含有服务潜力或者经济利益的经

济资源的流出。
支出的确认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与费用相关的含有服务潜力或者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很可能流出政府会计主体;
(2)含有服务潜力或者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流出会导致政府会计主体资产减少或者负

债增加;
(3)流出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三、会计等式

会计等式是会计实现其核算与监督职能的基本工具。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主体拥有

的资产与负债和净资产则表现为同一资金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观察与

分析的结果:一定数额的资产必然有一定数额的负债和净资产来源;一定数额的负债和净

资产必然表现为一定数额的资产。资产与负债和净资产之间是相互依存而存在的,二者不

可分离。一定时期内的资产总额与负债和净资产总额在数量上永远是相等的关系,称为会

计等式。其平衡公式为:
资产=负债+净资产

该会计等式左侧反映了预算单位具有不同形态的资产的价值总和,构成了政府与非营

利组织业务活动的经济基础;等式右侧反映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总和的

取得形式和来源渠道。这一会计等式反映了预算单位某一时点静态的财务状况,是一个静

态会计等式,是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基础公式。

—7—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拥有资源的目的是取得收入以履行其实现职能的需要,收入的取得

是要满足其经费支出的需要。因此,收入、支出与结余之间就形成了资产使用后的动态的

会计关系式:
收入-支出=结余

这一会计等式反映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某个会计期间资产的使用情况与结果,也称

为动态的会计等式。该会计等式表明了预算单位的特殊性及其活动目标的非营利性。结余

是收支相抵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会计要素,与企业财务会计中的利润不同。
将上述两个基本会计等式中的会计要素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各会计要素之间的一个新

的综合等式关系:
资产=负债+净资产+ (收入-支出)

将等式右侧的支出移至与其具有相同性质的资产一侧,即得到了会计要素间的综合关

系等式:
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

等式中的支出是对资产的使用与耗费所形成的资产的减少;收入是使资产增加的要素。
这一会计等式反映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某个会计期间内净资产的变动情况,是将静态财

务状况和动态的业务活动结果联系在一起的综合结果。
在每个会计期期末,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结算时,收入与支出项目构成计算结余的要

素,支出相抵计算结余,而结余又是预算单位净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综合恒等式又

回复到起始形式:
资产=负债+净资产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其业务活动或经营活动过程中,支出业务的发生必然会引起资产、
负债和净资产不断发生变化。然而不管它们怎样变化,始终不会破坏上述会计恒等式,这

一会计恒等式,是建立会计核算方法和组织会计核算工作的理论依据。

四、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科目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会计科目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五大类,
即资产类、负债类、净资产类、收入类及支出类五大类。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科目按其适用部门分为财政总预算科目、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

目、非营利组织会计科目三大类。

1.财政总预算会计要素与会计科目

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设置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五个会计要素。《财政总预

算会计制度》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各级财政总预算会计统一适用的会计科目及核算

内容如表1 1所示。
表1 1 财政总预算会计科目及核算内容

编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 国库存款

2 1003 国库现金管理存款

3 1004 其他财政存款

4 1005 财政零余额账户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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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5 1006 有价证券

6 1007 在途款

7 1011 预拨经费

8 1021 借出款项

9 1022 应收款项

10 1031 与下级往来

11 1036 其他应收款

12 1041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13 1045 应收主权外债转贷款

14 1071 股权投资

15 1081 待发国债

二、负债类

16 2001 应付短期政府债券

17 2011 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18 2012 与上级往来

19 2015 其他应付款

20 2017 应付代管资金

21 2021 应付长期支付债券

22 2022 借入款项

23 2026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24 2027 应付主权外债转贷款

25 2045 其它负债

26 2091 已结报支出

三、净资产类

27 3001 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28 3002 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

29 30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

30 3005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

31 3007 专用基金结余

32 3031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3 3033 预算周转金

34

3081 
308101
308102
328103
308101

资产基金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应收主权外债转贷款

 股权投资

 应收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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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35

3082 
308201
308202
308203
308204
308205
308206

待偿债净资产

 应付短期政府债券

 应付长期政府债券

 借入款项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应付主权外债转贷款

 其他负债

四、收入类

36 4001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37 4002 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38 40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39 4005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40 4007 专用基金收入

41 4011 补助收入

42 4012 上解收入

43 4013 地区间援助收入

44 4021 调入资金

45 4031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6 4041 债务收入

47 4042 债务转贷收入

五、支出类

48 5001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49 5002 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50 50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支出

51 5005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支出

52 5007 专用基金支出

53 5011 补助支出

54 5012 上解支出

55 5013 地区间援助支出

56 5021 调出资金

57 5031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8 5041 债务还本支出

59 5042 债务转贷支出

2.政府单位的会计要素与会计科目

我国政府单位数量众多,尤其是事业单位行业分布广泛,不仅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业

务存在差异,不同行业事业单位的主要经济业务也存在差异。为了提供政府的会计报表,
需要将众多政府单位的会计报表汇总。这就要求各类政府单位的会计核算及会计要素项目

信息具有可比性。为此,《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为行政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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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统一确定了会计科目,如表1 2所示。
政府单位会计分为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会计科目相应分为财务会计科目和预算会计

科目。财务会计科目按照会计要素分为资产类、负债类、净资产类、收入类和费用类会计

科目。预算会计科目按照会计要素分为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和预算结余类会计科目。
由于不同行业在业务范围和相关资产、负债管理规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这些会

计科目中有一些科目是特殊行业所特有的,在表中用*标注。
表1 2 政府单位的会计科目及核算内容

编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一、财务会计科目

(一)资产类

1 1001 库存现金

2 1002 银行存款

3 1011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4 1021 其他货币资金

5 1101 短期投资

6 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7 1211 应收票据

8 1212 应收账款

9 1214 预付账款

10 1215 应收股利

11 1216 应收利息

12 1218 其他应收款

13 1219 坏账准备

14 1301 在途物资

15 1302 库存物品

16 1303 加工物品

17 1401 待摊费用

18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19 1502 长期债券投资

20 1601 固定资产

21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22 1611 工程物资

23 1613 在建工程

24 1614 营林工程*
25 1701 无形资产

26 170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27 1703 研发支出

28 1801 公共基础设施

29 1802 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 (摊销)

30 1811 政府储备物资

31 1821 文物文化资产

32 1831 保障性住房

33 1832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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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34 1841 林木资产*
35 1891 受托代理资产

36 1901 长期待摊费用

37 1902 待处理财产损益

(二)负债类

38 2001 短期借款

39 2101 应交增值税

40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41 2103 应缴财政款

42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43 2301 应付票据

44 2302 应付账款

45 2303 应付政府补贴款

46 2304 应付利息

47 2305 预收账款

48 2307 其他应付款

49 2308
彩票销售结算*
待结算医疗款*

50 2309 应付返还奖金*
51 2310 应付代销费*
52 2401 预提费用

53 2501 长期借款

54 2502 长期应付款

55 2601 预计负债

56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三)净资产类

57 3001 累计盈余

58 3101 专用基金

59 3210 权益法调整

60 3301 本期盈余

61 3302 本年盈余分配

62 3401 无偿调拨净资产

63 3501 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四)收入类

64 4001 财政拨款收入

65 4101 事业收入

66 4201 上级补助收入

67 4301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68 4401 经营收入

69 4601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70 4602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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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71 4603 捐赠收入

72 4604 利息收入

73 4605 租金收入

74 4609 其他收入

(五)费用类

75 5001 业务活动费用

76 5101 单位管理费用

77 5201 经营费用

78 5301 资产处置费用

79 5401 上缴上级费用

80 5501 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

81 5801 所得税费用

82 5901 其他费用

二、预算会计科目

(一)预算收入类

1 6001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2 6101 事业预算收入

3 6201 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4 6301 附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

5 6401 经营预算收入

6 6501 债务预算收入

7 6601 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8 6602 投资预算收益

9 6609 其他预算收入

(二)预算支出类

10 7101 行政支出

11 7201 事业支出

12 7301 经营支出

13 7401 上缴上级支出

14 7501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15 7601 投资支出

16 7701 债务还本支出

17 7901 其他支出

(三)预算结余

18 8001 资金结存

19 8101 财政拨款结转

20 8102 财政拨款结余

21 8201 非财政拨款结转

22 8202 非财政拨款结余

23 8301 专用结余

24 8401 经营结余

25 8502 其他结余

26 8701 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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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单位应当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使用会计科目。在不影响会计处理和编制报

表的前提下,根据本单位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需要,可以自行增设或减少某些会计科目。
单位应当执行会计制度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编号,不得随意改变或打乱重编,以便填制会

计凭证、登记账簿、查阅账目实行会计信息化管理。

【相关链接】政府会计的核算基本前提和政府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一、政府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

会计假设,又称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它是日常会计处理的必要前提。政府与非营

利组织会计的核算前提就是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等所做的合理

假设,这种会计假设具有主观性。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基本前提包括会计主体、持续

运行、会计分期、货币计量。

1.会计主体

会计主体,又称为会计实体、会计个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或者组织,它

规范了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主体包括国家各级政府、行政单位

以及各类事业单位。财政总预算会计的主体是各级政府,而不是各级财政机关。因为财政

总预算各项收支的安排、使用,是国家各级政府的职权范围,财政机关只是代表政府执行

预算,管理财政收支。行政单位会计的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各级行政单位。事业

单位会计的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各类事业单位。

2.持续运行

持续运行,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主体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

状态继续运行下去,不会停止经济业务活动,也不会大规模削减经济业务。持续运行假设

解决会计核算的时间范围,同时持续运行又是会计分期的必要前提。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所采用的会计程序和一系列会计处理方法都是建立在持续

运行前提基础上的。若没有持续运行的前提条件,则一些会计处理原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一些常用的会计核算方法将无法采用,一些重要的会计理论和概念也将没有了根据。

3.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又称为会计期间,是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的时间范围,是将会计

主体的持续运行的经济业务活动人为地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在会计分

期前提下,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会计报表,从而及时向

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
最常见的会计期间是一年,以一年确定的会计期间称为会计年度,按年度编制的财务

会计报告也称为年报。在我国,会计年度自公历每年的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为满

足人们对会计信息的需要,也可以按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期间编制财务报表,年度、
半年度、季度和月度均按公历起讫日期确定。半年度、季度和月度均称为会计中期。

根据相关规定,各级预算单位应定期将预算执行情况向同级财政部门或者上一级预算

单位报告。由于会计分期,才产生了当期与其他期间的差别,从而出现权责发生制和收付

实现制的区别,才使不同类型的会计主体有了记账的基础,进而出现了应收、应付等会计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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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是指会计主体在会计核算过程中采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计量、记录和报

告会计主体的经济业务活动。在货币计量前提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应当以人民

币为记账本位币。业务收支以外币为主的行政、事业单位,也可以选定某种外币作为记账

本位币,但在期末编制会计报表时,应当折合为人民币反映。
可见,在多种货币并存的条件下,我国的法律规定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在选择了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后,发生的外币收支业务,应按照一定的汇率折算为人

民币记账。

二、政府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根据国家财政部制定的 《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

计准则》及 《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政府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1)政府会计主体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核算,如实反

映各项会计要素的情况和结果,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2)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将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或者事项统一纳入会计核算,确保会计

信息能够全面反映政府会计主体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状况、运行情况、现金流量等。
(3)政府会计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反映政府会计主体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以及报告使用者决策或者监督、管理的需要相关,有助于报告使用者对政府会计主体过去、
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

(4)政府会计主体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不得提

前或者延后。
(5)政府会计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
同一政府会计主体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应当采用一致

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将变更的内容、理由及其影响在附注中予

以说明。
不同政府会计主体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

策,确保政府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6)政府会计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7)政府会计主体应当按照经济业务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不限于以经

济业务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思考题

1.试简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

2.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组织系统分为哪几个级次?

3.事业单位会计同行政单位会计既有共性,又有一定的差别。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哪几

方面?

4.如何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非营利性?

5.什么是国库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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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训练
一、 单项选择题

1.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基本等式为 (  )。

A.资产=权益          B.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C.资产=负债+净权益       D.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

2.(  )是指对由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拨入的有指定用途的资金,应按规定的用途

使用,并单独核算和报告,不得相互长期占用,也不准自行改变用途挪作他用。

A.配比原则           B.历史成本原则

C.专款专用原则        D.重要性原则

3.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是 (  )。

A.财政补助收入         B.上级补助收入

C.事业收入           D.其他收入

4.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主体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以及 (  )。

A.国家各级政府          B.各级财政部门

C.国家各级政府和各级财政部门   D.财政总预算

5.预算单位的会计核算应当及时进行,不得提前或延后是 (  )。

A.及时性原则          B.明晰性原则

C.一贯性原则          D.收付实现制原则

6.在货币计量前提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应当以 (  )为记账本位币。

A.人民币   B.外币   
C.人民币和外币 D.外币应当折合为人民币

7.若没有 (   )的前提条件,则一些会计处理原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A.会计主体   B.持续运行   C.会计分期   D.货币计量

8.事业单位一定期间各项经营收支相抵后余额为 (  )。

A.事业收入  B.事业结余  C.经营收入  D.经营结余

9.事业单位因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产品、提供有偿服务等而收到的商业汇票,会计科目

是 (  )。

A.事业收入  B.事业结余  C.经营收入  D.应收票据

10.净资产是指资产减去 (  )后的差额。

A.收入    B.支出    C.经营收入    D.负债

二、 多项选择题

1.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会计要素包括 (  )。

A.净资产   B.收入   C.支出   D.资产与负债

2.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是与企业会计相比较,有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也有自

身的特点,包括 (  )

A.非营利性            
B.会计基础具有兼容性 
C.会计核算内容及方法具有其特殊性  
D.资产与负债

3.在我国,根据国家预算组成体系与分类,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包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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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财政总预算会计      B.政府单位会计

C.行政单位会计和国库会计  D.收入征解会计以及基本建设拨款会计

4.政府预算会计要素是 (  )。

A.预算收入   B.预算支出   C.预算结余   D.收入

5.政府财务会计要素是 (  )。

A.收入  B.负债  
C.净资产  D.资产  
E.费用

6.属于事业单位会计资产类科目有 (  )。

A.存货   B.固定资产  C.短期投资  D.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7.行政单位的会计组织系统分为 (  )。

A.主管会计单位     B.二级会计单位

C.三级会计单位     D.四级会计单位

8.同时适用于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的会计原则包括 (  )。

A.实际成本原则     B.收付实现制原则

C.权责发生制原则    D.款专用原则

9.政府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包括 (  )。

A.会计主体   B.持续运行   C.会计分期   D.货币计量

10.财政应返还额度应当设置 (  )两个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A.财政直接支付   B.财政授权支付   C.应收票据  D.应收账款

11.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的分级包括 (  )。

A.中央级财政总预算会计     B.省 (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总预算会计

C.市 (地、州)财政总预算会计  D.基层财政总预算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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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PTER

第二章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方法

  【知识目标】

□ 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记账方法及种类;

□ 理解复式记账方法的要素;

□ 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借贷记账法;

□ 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借贷记账法下的账户结构;

□ 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凭证的种类;

□ 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账簿种类;

□ 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种类;

□ 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程序。
【能力目标】

□ 能够规范填写各种会计凭证;

□ 能够根据具体经济业务选用不同的账簿;

□ 能够辨别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采用的会计核算程序。

【任务导入】
通过近一个月的见习,张军填写了预算拨款凭证;开户银行转来的收、付款凭证;库

存材料的出库、入库单;各种银行汇款凭证以及记账凭证、账簿和会计报表。现在,他开

始从企业会计核算着手总结归纳出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方法,进而推断行政单位会计以及政

府会计核算方法。
想一想: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方法与企业会计核算方法有何相同点?
记账方法是指会计人员在工作中,根据一定的原理和原则,运用货币作为主要记量单

位,利用文字或数字,在账户中记录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的一种专门方法。
从记录经济业务方式的角度划分,可以将记账方法分为两种:单式记账法和复式记

账法。
作为现代社会记录经济业务的方式,记账方法包括的要素有:记账符号、记账规则和

试算平衡公式等。
借贷记账法是以 “借”,“贷”为记账符号,对每一笔经济业务,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账户的相反方向,以相等的金额,相互联系地、全面地反映各项会计要素增减变动情况

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是复式记账法中应用最基本的一种方法。



第一节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凭证

会计凭证是在会计工作中初步归类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并据以记账的书面证

明文件。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是借助会计凭证去办理会计手续,以便反映和监督经济业

务的发生和完成情况,保证会计记录真实、正确、合理、合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方法。
填制或取得会计凭证后,要由专门人员进行严格审核,经审核无误,并由审核人员签

章后,才可以作为记账的依据。会计凭证是多种多样的,按其用途和填制程序可以分为原

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两类。

一、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又称为原始单据,是在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时取得或填制的,用以记录、
证明经济业务已经发生或完成的原始证据和最初书面证明,是进行会计核算的原始资料和

重要依据。
原始凭证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外来原始凭证,有的是自制原始凭证。由于财政总预

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及事业单位会计的主要业务有很大不同,它们的原始会计凭证也有

很大差异。

1.财政总预算会计的原始凭证

财政总预算会计由于不直接办理预算收支,所以其原始凭证既没有收入凭证,也没有

开支凭证,具体讲各级总预算会计的原始凭证主要包括:
(1)国库报来的各种收入日报表及附件,如各种缴款书、收入退还书、更正通知书等;
(2)各种拨款和转账收款凭证,如预算拨款凭证、各种银行汇款凭证;
(3)主管部门报来的各种非包干专项拨款支出报表和基本建设支出月报;
(4)其他足以证明会计事项发生经过的凭证和文件等。

2.政府单位会计的原始凭证

行政单位是指进行国家行政管理、组织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单

位,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实行预算管理的其他机

关、政党组织等。事业单位是指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由于直接办理预算收支,因而其原始凭证与财政总预算会计的

原始凭证有很大的差异,政府单位会计原始凭证主要有: (1)收款收据; (2)借款凭证;
(3)预算拨款凭证;(4)各种税票;(5)支出报销凭证;(6)固定资产调拨单;(7)开户银

行转来的收、付款凭证;(8)往来结算凭证;(9)库存材料的出库、入库单;(10)其他足

以证明会计事项发生经过的凭证和文件等。

二、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是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对经济业务的内容进行归类

整理,用以编制会计分录,直接作为登记账簿依据的会计凭证。
记账凭证通常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不同,可以分为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三

种。收款凭证一般格式见表2 1;付款凭证一般格式见表2 2;转账凭证一般格式见

表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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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为了避免重复记账,对于现金和银行存款之间相互划转的业务,即从银行

提取现金或把现金存入银行的业务,一般只编制付款凭证,不编制收款凭证。
表2 1 收 款 凭 证

借方科目:库存现金    2020年6月10日       现收字第10号

摘 要 贷方总账科目 明 细 科 目 借或贷 金 额

收到前欠货款 应收账款 甲公司 20000.00

合 计 $20000.00

附

件

1
张

  财务主管 (签章) 记账 (签章) 出纳 (签章) 复核 (签章) 制单 (签章)

表2 2 付 款 凭 证

贷方科目:库存现金      2020年5月20日    现付字第10号

摘 要 借方总账科目 明 细 科 目 借或贷 金 额

支付材料运杂费 物资收购 20000.00

合 计 $20000.00

附

件

1
张

  财务主管 (签章) 记账 (签章) 出纳 (签章) 复核 (签章) 制单 (签章)

表2 3 转 款 凭 证

2020年5月10日       转字第8号

摘要 总账科目 明 细 科 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报差旅费 管理费用 差旅费 8000.00

其他应收款 8000.00

合 计 $8000.00 $8000.00

附

件

2
张

财务主管 (签章) 记账 (签章) 出纳 (签章) 复核 (签章) 制单 (签章)

三、会计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1.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1)原始凭证的填制要求。

①符合真实情况,明确经济责任;②填写内容完整,书写格式规范;③填制要及时并

且连续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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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始凭证的审核。

①真实性审核;②合法、合理性审核;③完全性审核。

2.记账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1)记账凭证的填制要求。

①记账凭证的摘要是对经济业务的简要说明,必须认真、正确地填写,不得漏填或

错填。

②正确地使用会计科目,即应结合经济业务的真实情况,准确运用会计科目,有关会

计科目必须符合会计制度统一规定,不得任意简化或改动。

③记账凭证应附有原始凭证,并注明张数。除期末转账和更正错误的记账凭证可以没

有原始凭证外,其他记账凭证都必须有原始凭证。

④记账凭证应连续编号以备查考。

⑤记账凭证上必须有填制人员、审核人员、记账人员和会计主管签章。
(2)记账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的审核内容主要是:

①按原始凭证审核的要求,对所附的原始凭证进行复核。

②记账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是否齐全,是否同所附原始凭证的内容相符,金额是否一

致等。

③凭证中会计科目使用是否准确;应借、应贷的金额是否一致。账户的对应关系是否

清晰;核算的内容是否符合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④记账凭证所需要填写的项目是否齐全,有关人员是否都已经签章。
在审核中若发现记账凭证有记录不全或错误时,应重新填制或按规定办理更正手续。

只有经过审核无误的记账凭证,才可以作为记账的依据。

第二节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

一、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会计账簿

会计账簿,简称账簿,是由具有一定格式、互有联系的若干账页所组成,以会计凭证

为依据,用以全面、系统、序时、分类记录和反映各项经济业务的簿记。从外表形式看,
账簿是由若干预先印制成专门格式的账页所组成的。在会计实务中,将会计科目填入某个

账页后,该账页就成为记录、反映该会计科目所规定核算内容的账户,各账户之间的相互

关系通过账户对应关系来体现。
设置和登记账簿,是对会计凭证进行加工整理的一种专门方法,在经济管理中具有重

要的作用,概括起来,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提供较全面、系统的会计信息,并为会计报表的编制提供依据。
(2)确保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及各项资金的合理使用。
(3)提供经营成果的详细资料,为财务成果的分配提供依据。
(4)提供会计分析的参考资料,为会计检查提供依据。

1.会计账簿的种类

在会计实务中,为了满足经营管理的需要,每一账簿体系中包含的账簿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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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般可以按其用途、外表形式和格式三种方法进行分类。
(1)按用途分类:可以分为序时账簿 (日记账)、分类账簿和备查账簿;
(2)按外表形式分类:可以分为订本式账簿,活页式账簿和卡片式账簿;
(3)按格式分类:可以分为三栏式账簿、多栏式账簿和数量金额式账簿。

2.会计账簿的设置

账簿的设置,是指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应该设置的账簿的种类、格式、各种账簿的基

本内容以及规定账簿登记的方法等。在实际会计工作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一般需要设置

的账簿有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及日记账。
(1)财政总预算会计设置的主要账簿。

1)总分类账。总分类账也称为总账,是按总分类账户 (会计科目)进行分类登记的账

簿。总分类账能全面地、总括地反映和记录经济业务引起的资金运动和财务收支情况,并

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数据。因此,每一预算单位都必须设置总分类账。
总分类账一般采用借方、贷方、余额三栏式的订本账。根据实际需要,在总分类账中

的借贷两栏内,也可以增设对方科目栏,如表2 4所示。
表2 4 总分类账

会计科目:                      第 页

年 凭证

月 日 种类 编号
摘要

借方 贷方

金额 对方科目 金额 对方科目
借或贷 余额

2)明细分类账。明细分类账也称为明细账,是按明细分类账户 (子目或细目)进行分

类登记的账簿。明细分类账能分类详细地反映和记录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及支出的

各种资料。它也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一定的资料。
明细账的格式,应根据各单位经营业务的特点和管理需求来确定。常用的有:“三栏式账

页”“多栏式账页”和 “数量金额式账页”等多种格式。数量金额式明细账如表2 5所示。
表2 5 明细分类账 (数量金额式)

 会计科目:                        第 页

年 凭证

月 日 字 号
摘要

借方 贷方 余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财政总预算会计主要设置的明细账有:

①收入明细账,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明细账、基金预算收入明细账、上解收入明细账、
财政周转金收入明细账等;

②支出明细账,包括一般预算支出明细账、基金预算支出明细账、补助支出明细账、
财政周转金支出明细账等;

③往来款项明细账,包括暂付款明细账、暂存款明细账、财政周转金明细账、与下级

往来明细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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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预算会计主要设置的明细账一般没有数量金额式明细账。
(2)政府单位会计设置的主要账簿。

1)总分类账。

2)明细分类账。

①收入明细账,包括拨入经费明细账、预算外资金收入明细账、其他收入明细账等;

②支出明细账,包括拨出经费明细账、经常性支出明细账、专项资金支出明细账等;

③往来款项明细账,包括暂付款明细账、暂存款明细账等。

3)日记账。日记账亦称为序时账簿,是按照经济业务的发生或完成时间的先后顺序逐

日逐笔登记的账簿。设置日记账的目的是将经济业务按时间顺序清晰地反映在账簿记录中。
日记账可以用来核算和监督某一类型经济业务或全部经济业务的发生或完成情况。其中,
用来记录全部经济业务的日记账称为普通日记账;用来记录某一类型经济业务的日记账称

为特种日记账。
政府单位会计常设的日记账为特种日记账。主要有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通常采用三栏式格式的订本账,其格式,如表2 6所示。
表2 6 库存现金日记账

第 页

年 凭证编号

月 日 现收 现付
摘要 对方会计科目 借方 贷方 余额

3.更正错账规则

会计人员填制会计凭证和登记账簿,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防止差错,保证核算

质量。
在记账过程中,如果账簿记录发生错误,不得任意涂改,必须按规定的更正方法给予

更正。由于记账差错的具体情况不同,更正错误的方法也不同,一般常用的更正错误的方

法有画线更正法、红字更正法和补充登记法等三种。
(1)画线更正法。画线更正,又称为红线更正。在结账之前,如果发现账簿记录有错

误,而记账凭证没有错误,应采用划线更正法更正。具体做法是:先将错误文字或数字全

部划一条红线予以注销 (但不得只划线更正其中个别数字),并使原来的字迹仍可辨认,以

备查考;然后,在画线的上方用蓝字或黑字将正确的文字或数字填写在同一行的上方位置,
并在更正处由记账人员盖章,以明确责任。

(2)红字更正法。红字更正法,又称为红字冲销或红笔订正。这种方法在会计工作中

以红字记录表明对原记录的冲减。红字更正法一般适用于下列两种情况:

①记账以后,发现记账凭证中应借应贷符号、科目或记账方向有错误,且记账凭证同

账簿记录的情况相吻合,应采用红字更正法更正。更正的方法是:先用红字金额填制一张

与原错误记账凭证内容完全相同的记账凭证,并据以用红字登记入账,冲销原有错误的账

簿记录;然后,再用蓝字或黑字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据以用蓝字或黑字登记入账。
采用红字更正法更正错账时应注意:若错误的记账凭证中在采用复式记账凭证的情况下,
一个科目运用发生错误,也必须根据复式记账原理,将原有错误记账凭证全部冲销,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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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更正原错误凭证的内容,不得只用红字填制更正耽搁会计科目的单式记账凭证。

②在记账以后,若发现记账凭证中应借、应贷会计科目和方向都没有错,只是金额发

生错误,而且记入账簿的金额大于应记的正确金额,也可以用红字更正法进行更正。更正

的方法是:将多记的金额用红字填制一张与原错误记账凭证所记载的借贷方向,应借、应

贷会计科目相同的记账凭证,在 “金额”栏中填列多计的数额,在 “摘要”栏内注明 “冲
转第×号凭证多计数”,并据以登记入账,以冲销原多记金额,求得正确金额。

(3)补充登记法。补充登记,又称为蓝字补记。记账以后,如果发现记账凭证上应借、
应贷的会计科目和记账方向并无错误,只是所填的金额小于应填的金额,致使账簿记录也

发生同样的差错,则可以采用补充登记法。更正的方法是:采用补充登记法时,将少填的

金额 (即正确金额与错误金额之间的差额)用蓝字或黑字填制一张记账凭证,在 “摘要”
栏内注明 “补记第×号凭证少计数”,并据以登记入账。这样便将少记的金额补充登记入

账簿。

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报表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根据会计账簿和有关资料,以统一

规定的表格形式,总括反映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某一时点财务状况和某一时期预算执行情

况及其结果等的书面文件。编制会计报表是会计核算程序的最后环节。

1.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的种类

(1)按编报的会计主体分类。由于财政总预算会计和政府单位会计的核算对象不同,
导致它们会计报表构成有很大的差异:

①财政总预算会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预算执行情况表、财政周转金收支情

况表、财政周转金投放情况表、预算执行情况说明书及其他附表。

②政府单位会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经费支出明细表、财政拨

款收入支出表及其附注等。
(2)按编报时间分类。按编报时间不同,分为旬报、月报、季报和年报四种。

①财政总预算会计报表主要包括:旬报、月报和年报三种。

②政府单位会计报表主要包括:月报、季报和年报三种。

2.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编制要求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应当根据有关会计制度规定编制并对外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报表。
不得违反有关会计制度规定,随意改变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
不得随意改变有关会计制度规定的财务报表有关数据的会计口径。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应当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账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

编制,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

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以明确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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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程序

会计核算程序又称为会计核算形式或账务处理程序,是指凭证和账簿组织、记账程序

和方法相互结合的组织形式。它是记账和产生会计信息的步骤和方法。
凭证和账簿组织是指会计核算所应用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的种类、格式,以及各种

会计凭证之间、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之间、各种会计账簿之间的相互关系。
记账程序和方法是指会计凭证的填制、审核和传递,会计账簿的登记直至编制财务会

计报告的程序和方法。
如图2 1所示,目前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进行会计核算的一般程序为:
(1)根据原始凭证编制汇总原始凭证;
(2)根据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
(3)根据收款凭证、付款凭证逐笔登记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4)根据原始凭证、汇总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登记各种明细分类账;
(5)根据各种记账凭证编制科目汇总表;
(6)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分类账;
(7)期末,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和明细分类账的余额同有关总分类账的余额

核对相符;
(8)期末,根据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的记录,编制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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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程序框图

【相关链接】营利 、赢利、盈利的区别

“营利”“赢利”“盈利”这三个词语不仅发音相同,词义也极容易产生混淆。
“营利”解释为 “谋取利润”是非常正确的。 《汉语词典》中支持这一说法。不少人望

文生义,把 “营利”的 “营”理解为 “经营”,这是错误的。 “营”在这里是 “谋取”的意

思。韩愈 《送穷文》中 “蝇营狗苟,驱去复还”,还有我们常说的 “钻营”一词,用到的都

是 “营”的这个意思。
“营利”有两个近义词——— “牟利” “谋利”,说的都是 “谋取利益”。比如,老板经常

告诫下属——— “采购公物,千万不可从中牟利。”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 “采购公物,千万

不可从中营利。”
“非营利”,我们知道国内外有不少 “非营利组织” (NPO),这个词是从英语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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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Organization”翻译过来的。“Non-Profit”翻译成 “非营利”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按

照国际惯例,对于 NPO的界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得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也就是说

NPO不得 “牟利”,即 “非营利”。
“赢利”确切地说,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扣除成本获得的利润;二是指经营所得。第一

种意思,古汉语里也称为 “赢”,《战国策•秦策五》中有个例证:“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

几倍? 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 曰:百倍。”第二种意思,只是说收益增加,未必有利

润。《商君书•外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 “盈利”,《汉语词典》中说 “也可以写成 ‘赢利’”,但事实上,两个词的意义还

是有些细微的差别。“盈利”的近义词是 “红利、盈余”,反义词是 “亏本、亏损”,可见,
“盈利”只有一个意思,就是 “收支相减之后的利润”。

总之:“营利”就是 “谋利”,以赚钱为目的,未必赚到钱;“赢利”是指赚到了钱,可

能亏本,也可能盈余;“盈利”是指扣除成本,还赚到了钱。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

思考题

1.试简述记账方法及其种类。

2.试简述借贷记账法。

3.试简述原始凭证的填制要求。

4.试简述账簿及其种类。

5.试简述更正错账规则。

职业能力训练

一、 单项选择题

1.从记录经济业务方式的角度划分,可以将记账方法分为两种:单式记账法和(  )。

A.收付记账法  B.增减记账法  C.复式记账法  D.借贷记账法

2.目前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进行会计核算的一般程序为 (  )。

A.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B.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 
C.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D.以上三种中的任意一种

3.财政总预算会计主要设置的明细账一般没有 (  )。

A.数量金额式明细账 B.三栏式明细账 
C.多栏式明细账 D.订本式日记账

4.在结账之前,如果发现账簿记录有错误,而记账凭证没有错误,应采用 (  )。

A.画线更正法 B.红字更正法  C.借贷记账法  D.补充登记法

5.政府单位会计常设的日记账为 (  )。

A.特种日记账  B.普通日记账  C.现金日记账  D.银行存款日记账

6.记账以后,如果发现记账凭证上应借、应贷的会计科目和记账方向并无错误,只是

所填的金额小于应填的金额,致使账簿记录也发生同样的差错,则可采用 (  )。

A.红字更正法  B.画线更正法 C.借贷记账法  D.补充登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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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记账程序和方法是指 (  )、审核和传递,会计账簿的登记直至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的程序和方法。

A.会计凭证的填制 B.原始凭证的填制

C.记账凭证的填制 D.收付记账法填制

8.行政单位会计设置的主要账簿不包括 (  )。

A.总分类账  B.会计凭证  C.明细分类账  D.日记账

9.(  )可以用来核算和监督某一类型经济业务或全部经济业务的发生或完成情况。

A.日记账   B.特种日记账 C.明细分类账  D.总分类账

10.(  )是记账和产生会计信息的步骤和方法。

A.总分类账  B.会计核算程序   C.明细分类账  D.日记账

二、 多项选择题

1.财政总预算会计主要设置的明细账有 (  )。

A.收入明细账 B.支出明细账 
C.往来款项明细账  D.数量金额式明细账

2.政府单位会计报表主要包括 (  )。

A.资产负债表 B.收入支出表 
C.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 D.附表及报表说明书

3.政府单位往来款项明细账包括 (  )。

A.应收账款明细账 B.其他应收款明细账 
C.应付账款明细账 D.其他应付款明细账

4.记账程序和方法是指 (  )的程序和方法。

A.会计凭证的填制、审核和传递 
B.会计账簿的登记  
C.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5.国库报来的各种收入日报表及附件有 (  )。

A.各种缴款书  B.收入退还书  C.更正通知书  D.各种银行汇款凭证

6.记账方法包括的要素有 (  )。

A.记账符号  B.记账规则  C.试算平衡公式  D.借贷记账法

7.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是借助会计凭证去办理会计手续,以便反映和监督经济业务

的发生和完成情况,保证会计记录 (   )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方法。

A.真实    B.正确    C.合理   D.合法

8.明细分类账能分类详细地反映和记录 (  )的各种资料,它也为编制会计报表提

供一定的资料。

A.资产    B.负债   C.净资产  D.收入及支出

9.记账凭证应附有原始凭证,并注明张数。除期末 (  )可以没有原始凭证外,其

他记账凭证都必须有原始凭证。

A.转账   B.更正错误的记账凭证

C.付款凭证  D.收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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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设置和登记账簿,是对会计凭证进行加工整理的一种专门方法,在经济管理中具有

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  )。

A.提供较全面、系统的会计信息,并为会计报表的编制提供依据

B.确保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及各项资金的合理使用

C.提供经营成果的详细资料,为财务成果的分配提供依据

D.提供会计分析的参考资料,为会计检查提供依据

三、 业务题

1.资料:表格所给的会计科目如表2 7所示。
表2 7 会计科目表

序号 会计科目 财政总预算会计 行政单位会计 事业单位会计

1. 现金

2. 银行存款

3. 预付账款

4. 国库存款

5. 与下级往来

6. 其他应收款

7. 与上级往来

8. 其他应付款

9. 应付票据

10. 应缴财政专户款

11. 借入款项

12.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3. 固定基金

14. 事业基金

15. 经营结余

16. 上解收入

17. 财政补助结转

18. 经营收入

19. 调出资金

20. 拨出经费

21. 经营支出

2.要求:对所给会计科目进行分类,在表2 7中相应的栏内注明会计要素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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