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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政府会计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不太重要章节。本章内容政府会计的核算模式及政府单位特定会计业务的会计处理，考试题型主要

为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分值 3分左右。

2023 年本章教材无实质性变化。

近三年本章考点分布

考点 年份题型

事业单位结转结余的会计处理 2022 年多选题

无偿调入资产的初始计量 2022 年判断题

政府单位会计核算的基本特点 2021 年判断题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账务处理 2022 年多选题、2021 年单选题、2021 年多选题

政府部门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确定 2022 年多选题

对于没有相关凭据且未经资产评估的公共基础设施的

计量金额

2022 年判断题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核算 2021 年单选题

政府会计中资产计量属性 2020 年多选题

政府预算会计要素 2019 年多选题

本章目录

一、政府会计概述

二、政府单位特定业务的核算

三、部门(单位）合并财务报表

一、政府会计概述

政府会计是会计体系的重要分支，它是运用会计专门方法对政府及其组成主体（如，政府所属的行政事业单

位等）的财务状况、运行情况、预算执行等情况进行全面核算、监督和报告。

【提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适用于政府会计主体。

根据《基本准则》，政府会计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各级政府指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

财政总会计。

（一）政府会计核算模式

政府会计由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构成，实行“双功能、双基础、双报告”的核算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双功能”：政府会计应当实现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双重功能。预算会计应准确完整反映政府预算收入、预算

支出和预算结余等预算执行信息，财务会计应全面准确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等财务

信息。

“双基础”：预算会计实行收付实现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财务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

（一）政府会计核算模式

“双报告”：政府会计主体应当编制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政府决算报告的编制主要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以

预算会计核算生成的数据为准；政府财务报告的编制主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以财务会计核算生成的数据



为准。

在“双功能、双基础、双报告”的核算模式下，政府单位应当对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进行平行记账。

平行记账的基本规则是“单位对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在采用财务会计核算的同时应当进行

预算会计核算；对于其他业务，仅需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例题 1

2021 年 5 月 3日，某事业单位按照年初批复的预算以银行存款购买了一项价值 120 000 元的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 10 年。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1） 5月 3日，单位购买固定资产时，财务会计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 120 000

贷：银行存款 120 000

同时，进行预算会计账务处理：

借：事业支出 120 000

贷：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120 000

分析

（2）5 月末，单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财务会计账务处理如下：

借：业务活动费用 1 000

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 000

预算会计不作处理。

本例中，财务会计反映了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而预算会计反映了预算执行情况。

（二）政府会计要素及其确认和计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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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2

【多选题】（2019 年）下列各项中，属于政府预算会计要素的有( ）。

A.预算结余

B.预算收入

C.净资产

D.预算支出

分析

【答案】ABD

【解析】政府预算会计要素包括：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预算结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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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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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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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是指预计在 1年内（含 1年）耗用或者可以变现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

项、存货等。

非流动资产是指流动资产以外的资产，包括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公共基础设施、政

府储备资产、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等。

资产的计量

计量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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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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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采用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值、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采用名义金额（即人民币 1元）计量。

例题 3

【多选题】（2020 年）下列各项中，属于政府会计中资产计量属性的有( ）。

A.公允价值

B.可变现净值

C.历史成本

D.名义金额

分析

【答案】ACD

【解析】政府会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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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负债

负债是指政府会计主体过去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的形成，预期会导致经济资源流出政府会计主体的现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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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是指预计在 1年内（含 1年）偿还

的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短期政府债券、应付及预收款项、应缴款项等。非流动负债是指流动负债以外

的负债，包括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应付长期政府债券等。

政府负债的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现值和公允价值。

政府会计主体在对负债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

的负债金额能够持续、可靠计量。

（3）净资产、（4）收入、（5）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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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金额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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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费用

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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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4

【判断题】（2018 年）政府财务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 ）

分析

【答案】√

（三）政府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

1.政府决算报告

政府决算报告是综合反映政府会计主体年度预算收支执行结果的文件。

2.政府财务报告

政府财务报告是反映政府会计主体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运行情况和现金流量等信息的

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