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章 政府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知识点 4：净资产业务、资产业务及负债业务

【2022·单选题】下列关于行政事业单位 PPP 项目合同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使用社会资本方现有资产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B.使用政府方现有资产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C.PPP 项目资产正常使用中发生的日常维修等后续支出，政府方应计入 PPP 项目资产成本

D.社会资本方投资建造形成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应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确认为 PPP 项目资产

【答案】D

【解析】使用社会资本方现有资产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应当在 PPP 项目开始运营日确认为 PPP 项目

资产，选项 A 不正确；使用政府方现有资产形成 PPP 项目资产的，应当在 PPP 项目开始运营日将其现有资产

重分类为 PPP 项目资产，选项 B 不正确；对于为维护 PPP 项目资产的正常使用而发生的日常维修、养护等后

续支出，政府方不计入 PPP 项目资产的成本，选项 C 不正确。

四、部门（单位）合并财务报表

（一）合并范围

部门（单位）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一般应当以财政预算拨款关系为基础予以确定。

1.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除满足一般原则的会计主体外，以下会计主体也应当纳入部门（单位）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1）部门（单位）所属的未纳入部门预决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2）部门（单位）所属的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执行企业类会计准则制度的事业单位。

（3）财政部规定的应当纳入部门（单位）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其他会计主体。

2.不纳入部门（单位）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

（1）部门（单位）所属的企业，以及所属企业下属的事业单位。

（2）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

（3）部门（单位）财务部门按规定单独建账核算的会计主体，如工会经费、党费 、团费和土地储备资金、

住房公积金等资金（基金）会计主体。

（4）挂靠部门（单位）的没有财政预算拨款关系的社会组织以及非法人性质的学术团体、研究会等。

（二）合并程序

合并报表应当以个别报表或合并报表为基础，在抵销内部业务或事项对合并报表的影响后，由部门（单位）

本级合并编制 。

知识点框架

知识点 5：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概述（★★）

一、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概述

（一）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和特征（略）

（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特点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主要特点如下：

（1）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核算基础。



（2）在采用历史成本计价的基础上，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基础。

（3）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要素不应包括所有者权益和利润，这是因为其资源提供者既不享有组织的所有权，

也不取得经济回报，所以要单独设置净资产这一要素。

（三）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要素（划分为 2类）

1.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

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会计等式：资产 -负债 =净资产

【提示】民间非营利组织设立时取得的注册资金，应当直接计入净资产。

注册资金的使用受到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的，在取得时直接计入限定性净资产；

其使用没有受到时间限制和用途限制的，在取得时直接计入非限定性净资产。

2.反映业务活动情况的会计要素：

收入和费用会计等式：收入-费用 =净资产变动额

【提示】如果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制或（和）用途限制，则所确认的相关收入为限定性收

入；除此之外的其他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

【2020·多选题】民间非营利组织按照是否存在限定将收入区分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在判断收入

是否存在限定时，应当考虑的因素有（ ）。

A.时间 B.金额 C.来源 D.用途

【答案】 AD

【解析】民间非营利组织对于各项收入应当按是否存在限定区分为非限定性收入和限定性收入进行核算。如

果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制或者（和）用途限制，则所确认的相关收入为限定性收入；除此

之外的其他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

【2019·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要素的有 ( ).

A.收入 B.费用 C.利润 D.所有者权益

【答案】 AB

【解析】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

（四）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会计报告

1.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财务状况）、业务活动表（营运成果）和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三张基本报表，同时民间非营利组织还应当编制会计报表附注。

二、民间非营利组织特定业务的会计核算

（一）捐赠业务

1.捐赠收入应当根据相关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是否设置了限制，划分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分别

进行核算。

（1）如果捐赠人对捐赠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制或者（和）用途限制，则所确认的相关捐赠收入为限定性

捐赠收入；

（2）如果捐赠方对捐赠的使用没有设置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则所确认的相关捐赠收入为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2.捐赠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1）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捐赠的现金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入账。

（2）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如接受捐赠的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和无

形资产等：

①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等）的，应当按照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作为入账价

值；



②如果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其入账价值；

③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特别提示】

①应当区分捐赠与捐赠承诺

捐赠承诺：是指捐赠现金或其他资产的书面协议或口头约定等。捐赠承诺不满足非交换交易收入的确认条件。

民间非营利组织对于捐赠承诺，不应予以确认，但可以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关披露。

②民间非营利组织对于其接受的劳务捐赠，不应予以确认，但可以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关披露。

6.捐赠收入的核算

（1）接受捐赠时，按照应确认的金额

①

借：现金/银行存款

短期投资

存货

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贷：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②对于接受的附条件捐赠，如果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按照需要偿

还的金额（需要返还时，计入“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

（2）如果限定性捐赠收入的限制在确认收入的当期得以解除

借：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

贷：捐赠收入——非限定性收入

（3）期末，分别结转余额（结转后捐赠收入无余额）

①

借：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

贷：限定性净资产

②

借：捐赠收入——非限定性收入

贷：非限定性净资产

（二）受托代理业务

1.受托代理业务的概念

受托代理业务：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从委托方收到受托资产，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资产转赠给指定的其他

组织或者个人的受托代理过程。

2.受托代理业务的核算

总原则：对于受托代理业务，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比照“接受捐赠资产”的原则确认和计量受托代理资产，

同时应当按照其金额确认相应的受托代理负债。

（1）收到受托代理资产时

借：受托代理资产

贷：受托代理负债



（2）在转赠或者转出受托代理资产时（与接收时反向）

借：受托代理负债

贷：受托代理资产

（3）收到的受托代理资产如果为现金、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资金，可以不通过“受托代理资产”科目核算。

①取得这些受托代理资产时

借：现金——受托代理资产

银行存款——受托代理资产

其他货币资金——受托代理资产

贷：受托代理负债

②在转赠或者转出受托代理资产时（反向结转）

借：受托代理负债

贷：现金——受托代理资产

银行存款——受托代理资产

其他货币资金——受托代理资产

【2018• 单选题】下列各项关于非营利组织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捐赠收入于捐赠方做出书面承诺时确认

B.接受的劳务捐赠按照公允价值确认捐赠收入

C.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证，受赠的非现金资产按照名义价值入账

D.收到受托代理资产时确认受托代理资产，同时确认受托代理负债

【答案】 D

【解析】一般情况下，对于无条件捐赠，应当在捐赠收到时确认收入，对于附条件的捐赠，应当在取得捐赠

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选项 A错误；接受的劳务捐赠不予确认捐赠收入，但应在附注中披露，选项 B 错

误；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证，受赠的非现金资产应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选项 C 错误。

（三）会费收入

一般情况下，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费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除非相关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限制。

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费收入通常属于非交换交易收入。

1.收到时

（1）当期会费

借：银行存款等

贷：会费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无限定用途）

——限定性收入（有限定用途）

（2）本年收到以后年度会费

借：银行存款等

贷：预收账款

2.期末

借：会费收入 ——限定性收入

贷：限定性净资产

借：会费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贷：非限定性净资产

（四）业务活动成本

业务活动成本：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目标、开展某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1.发生的业务活动成本

借：业务活动成本

贷：现金

银行存款

存货

应付账款等

2.会计期末

借：非限定性净资产

贷：业务活动成本

【2019·单选题】2017 年 6 月，某民办医院销售药品，价款 30 万元，药品成本为 25 万元，价款已经存入银

行，不考虑增值税等因素。下列有关会计处理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商品销售收入" 科目 30 万元

B.期末，"业务活动成本"科目余额转入"限定性净资产"科目

C.借记"业务活动成本"科目，贷记"存货" 科目 25 万元

D.期末，"业务活动成本"科目余额转入"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

【答案】B

【解析】"业务活动成本"科目借方反映当期业务活动成本的实际发生额。在会计期末，应当将该科目当期借

方发生额转入"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期末结转后该科目应无余额。

（五）净资产

1.净资产的分类

按照是否受到限制，净资产分为限定性净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

2.限定性净资产

（1）期末结转限定性收入

借：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限定性收入

贷：限定性净资产

（2）限定性净资产的重分类

借：限定性净资产

贷：非限定性净资产

【2019·单选题】某民间非营利组织 2017 年年初"限定性净资产"科目余额为 500 万元。2017 年年末有关科目

贷方余额如下："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1 000 万元、"政府补助收入——限定性收入"200 万元，不考虑其

他因素，2017 年年末民间非营利组织积存的限定性净资产为（ ）

A.1 200 万元 B.1 500 万元 C.1 700 万元 D.500 万元

【答案】C

【解析】民间非营利组织历年积存的限定性净资产

＝500+(1 000+200)=1 700(万元)。

3.非限定性净资产的核算

（1）期末结转非限定性收入

借：捐赠收入——非限定性收入

会费收入——非限定性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非限定性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非限定性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非限定性收入

投资收益——非限定性收入

其他收入——非限定性收入

贷：非限定性净资产

（2）期末结转成本费用项目

借：非限定性净资产

贷：业务活动成本

管理费用

其他费用

（3）非限定性净资产的重分类：

如果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解除，应当对净资产进行重新分类。

【特别提示】

有些情况下，资源提供者或者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会对以前期间未设置限制的资产增加时间或用途限制，应

将非限定性净资产转入限定性净资产：

借：非限定性净资产

贷：限定性净资产

（4）调整以前期间非限定性收入、费用项目

如果因调整以前期间非限定性收入、费用项目而涉及调整非限定性净资产的，应当就需要调整的金额,借记或

贷记有关科目，贷记或借记“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

会计期末，“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的贷方余额，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历年积存的非限定性净资产的金额。

本章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