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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概念回顾

（四）政府会计几项概念

1、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

2、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

3、政府、政府会计

   收付实现制：真实反映政府的财政预算收入、支出，如实反映预算收支结果，便于落实预算余缺。

   存在问题：无法正确评估财务风险。隐性负债如欠薪酬、物资款或或有负债；某些方面不具有真实和可

比性。如结余是已有用途、暂时无法支付的项目资金，不是真实的结余；无法直接揭示某些会计信息，

如往来款项不做会计信息揭示、无法提供完全的成本信息、对于股权和有价证券不予报告和记录；局限

现金收付范围

   权责发生制：如实反映各会计期间的经营过程及其经营结果，提供合理有效的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成本

，财务状况的变化和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准确核算收入、支出和成本各项目、有益于持续管理资产、

有利于政府融资、有利于社会公众的监督、有利于国际对接

   存在问题：披露现金流量信息方面不足，要求高、投入成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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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会计改革背景及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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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前

预算单位会
计制度

2012、
2013年

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准

则
+

行业会计制
度

1998年
事业单位会

计准则
+

行业会计制
度

2019年
政府会计准

则
+

政府会计制
度

1998年前，全国行政事

业单位按不同预算管理

方式，分别实行全额、

差额、自收自支单位预

算会计制度。

1998年，事业单位会计

改革，形成事业单位会

计准则+行业会计制度体

系。高校会计制度正式

成为一个行业制度。

2012年  行政单位会计准

则

2013年，事业单位会计

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修订

。

2018年，政府会计改革

，取消行政单位会计制

度、事业单位准则和行

业会计制度，形成统一

的“政府会计准则+政府

会计制度”体系。



三、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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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旧制度衔接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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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账编制2018年
12月31日的科目余额
表，并按照本规定要
求，编制原账的部分
科目余额明细表。

按照新制度设立2019
年1月1日的新账。

按照本规定要求，登
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
目余额和预算结余科
目余额，包括结转原
制度科目余额和补记
未入账余额。

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
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
，编制2019年1月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
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
期初余额。

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
期初余额，按照新制
度编制2019年1月1
日资产负债表。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依据：财会（2018）3号
《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行政单位
会计制度>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处理规定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