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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政府接受人民委托，利用公共资源，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对个人和社会的

生存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

的发展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责更加重要，政府行为的影响范围更

加广泛，政府需要掌握更多、更全面的政府信息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社会

公众也对政府会计的核算和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

由于受到收付实现制确认基础的限制，不能全面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绩

效，无法提供真实、完整的政府成本信息，也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将政府会计由收付实现制基础转向权责发生制基础。从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陆续进行了政府会计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引入权责

发生制确认基础。我国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要适应现代政府会计理论发展的

要求，适应当前政府会计环境的变化，逐步引入权责发生制原则，同时还不能完

全抛弃收付实现制原则，可以在政府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上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

制，而预算编制仍然可以采用收付实现制， 终建立起符合公共管理要求，有利

于评价政府绩效的以权责发生制为主导、收付实现制为补充的政府会计确认基

础。 

 

 

关键词：政府会计确认基础；收付实现制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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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paper 

 

Entrusted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using public resources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to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Mov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public 

finance system,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 action became broader,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users to government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re also puts 

forward a higher reques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in China due to cash basis of 

accounting is recognized based restriction. cannot fully reflect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unable to provide complete and true 

cost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cannot meet the information demand of stakeholders, 

must be reformed as soon as possible, by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cash basis to the 

accrual basis. Since the 1980s, western countries were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reform after another, recognized the introduction of accrual basis in varying degre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ounting re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modern govern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based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ounting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gradually introduce the accrual principle, also 

can not completely abandon the cash basis of accounting principles, in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on the modified accrual basis, while 

the budget can still use cash basis,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by accrual-basis 

accounting for leading,  cash  basis  accounting for the government added. 

 

 

keywords：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basis；Cash  basis of accounting principles； 

The accrual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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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

政府会计改革作为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和政府预算管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倍受政府主管部门及学术界的重视。政府会计究竟要如何改革?这是摆在

政府主管部门和理论界、实务界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在政

府会计改革进程中,都有必要首先明确合理的会计确认基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 

政府是接受人民委托，利用公共资源，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且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社会管理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中指

出，政府是由“公共当局及其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机构组成的。”在我国，广义

的政府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接受委托履行行政职能、由财政拨

款保障的事业单位，而那些营利性、非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和各类企业则不包括在

内。政府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多种多样企业所无法提供

的服务，维系着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政

府所支配的公共财务资源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在美国，政府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超过 40%，英国超过 50%，且都呈增长趋势。
①
据统计，预算支出规模的大

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发达国家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大约在 40%左右，中

等发达国家大约在 3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大致在 20%左右。
②
“十五”期间，我

国全国财政收入为 11.5 万亿元，财政支出为 12.8 万亿元。2005 年我国财政收

入 31627.98 亿元，财政支出 33708.12 亿元，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为 17.3%。
③
 

财政收支规模的不断扩大要求政府必须强化资源控制管理，提高公共支出效

率，避免政府财务危机；也使得政府资源提供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政

府信息的关注程度和质量要求日益提高，要求打造一个更有效率、更负责任的政

府。这需要政府财务报告为政府决策参考提供有用的信息，并提供满足社会公众

需求的各种信息。面对不断高涨的公众要求和政府需要，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压

                                                        
①参见 OECD,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1990, 
②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5：中国财政发展研究报告》，上海财政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③ 石英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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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力越来越大。在西方，旨在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自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在英美等国家率先兴起后，已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

管理运动推动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会计改革的速度不断加快，许多国家都已将权

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引入政府会计系统甚至预算系统，用

于全面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客观考核政府绩效，准确评价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政府会计体系，相应的政府财务报

告也是基于预算观点的预算会计报告。我国政府会计仅仅核算和报告财政资金拨

入、拨出和结余情况，反映的仅是预算执行的受托责任，无法及时、准确地确认

政府全部资源的流动信息，无法提供有关政府债务、公共资产变动以及其他有助

于评价政府绩效的财务信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

初步建立，西方先进的公共管理和政府会计理论的引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

财政体制改革等都使我国政府会计理论基础和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公众

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强，迫切需要更多的财务信息以了解政府履

行受托责任、管理公共事务的尽职情况；政府部门也需要掌握完整的财务信息以

评估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并作出正确的绩效评价和宏观决策。内外部的压力都要

求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体系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必须适应新形势下的会计环境，

充分满足政府部门和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这里就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急

需解决，那就是尽快确定合适的会计确认基础，以明确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政府会计确认基础是指为达到政府会计目标，而决定在何时确认会计交易或

事项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会计确认基础一般有两种：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

生制。二者的根本差别是会计确认的时间不同，前者以现金的流动为标志，后者

以事项和交易的发生为标志。 

对于两种政府会计确认基础的比较和改革问题，国内外早就有不少专家开始

研究，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肯定收付实现制在政府会计核算中的作用，认为收付实现制在证

明政府收支符合性控制方面的功效十分明显，能够准确衡量预算对国民经济的影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导论 

 3

响，便于国家实施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因此成为了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会计核算

和报告的基础。如：李任九（1997）认为服务性行业或非营利性行业的应计项目、

存货核算不具有实质性意义，配比原则没有坚持的必要，权责发生制因而没有得

到推广；收付实现制虽然不能合理确定会计期间的经济损益，但符合一般人的习

惯，核算手续比较简便。王湛(2005)认为预算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基础，其

优点在于收付实现制预算会计以现金流动形式确认并计量预算资金收支，能更

好、更经济地追踪预算资金的实际收支情况；而不论采用何种预算管理模式，在

预算执行过程中都脱离不了现金流动的基本形式，采用收付实现制对预算资金流

动情况进行追踪是顺理成章、完全合理的。 

第二、明确指出收付实现制本身存在着局限性，使得政府会计核算和报告提

供的财务信息难以揭示政府部门财务状况和财务绩效的全貌，大大降低了政府财

务报告的可信性，容易导致低水平的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所以必须进行改革，

在政府会计领域逐步引入权责发生制基础。如：陈胜群等（2002）认为随着公共

管理环境的剧变，收付实现制明显表现出了对新体制的种种不适应性，反映的受

托责任狭窄，提供的财务信息有限且相关性较差，对政府绩效 大化目标、信息

透明度问题、维护国有资产等无能为力，有时甚至会误导政府决策。荆新等（2003）

认为与收付实现制相比，权责发生制会计为政府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了更广泛的

信息，包括由政府主体控制的资源、政府运营成本（或提供服务的成本）以及其

他用于评价报告主体的财务状况、运营绩效的信息等。陈小悦、陈立齐（2002）

认为权责发生制在反映和评价公共受托责任方面明显地优于收付实现制，而且越

是从长期的观点以及政府责任的广泛性来评价政府，就越要实行彻底的权责发生

制。李定清（2002）认为进入 21 世纪以后，预算会计环境将发生巨大变化，进

而引起政府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在这种形势下，预算会计

确认基础不仅要真实反映政府事业单位财务活动情况及财务状况，强调与国家预

算保持一致，还要提供具有一定质量的财务信息，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客观、公正

地分析、评价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受托责任，以实现预算会计目标，因此要对现有

的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进行改进和完善。陈纪瑜、陈友莲（2003）认为引入权责

发生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转变多方面的要求，有利于建立健全、

透明的政府预算和会计核算体系，进而达到实现公共资源优化配置、有效评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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