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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行政事业单位成本核算案例研究

陈宏玲
科学技术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Ǔ北京Ǔ100036

摘Ȟ要：行政事业单位是我国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之一，其大部分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财政资金管理是其管

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对其成本管理越来越重视。但在实际

工作中，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成本核算规范等主客观因素，行政事业单位存在成本核算意识不强，基础薄弱，核算体系

不科学，信息不准确等诸多问题。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必需加强成本核算，推动财政资金的高效

利用，从而有助于行政事业单位可持续性发展。

本文以Z行政事业单位为研究案例对象，在简要阐述行业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分析了Z行政事业
单位成本核算的主要问题，从创建成本核算环境、收集基础资料、确定成本核算对象、确定成本范围和项目、加强成

本的归集与分配以及编制成本报告五个方面构建了Z行政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实施的总体框架，并以其实际数据展示说
明了成本核算的基本步骤及具体应用，以期为行政事业单位开展成本核算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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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行政事业单位承担部分政府职能，并消耗了一定的

财政资源，是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之一。在财政继续落

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前提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行政事

业单位对其成本管理越来越重视。但在实际的管理过程

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行政事业单位存在

成本核算主观认识不足，基础薄弱，不能准确客观反映

资源的耗费等问题。为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行政事业

单位需要加强成本核算，有助于其高质量发展。

本文按照财政部印发《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

引》的基本要求，结合行政事业单位的职能特征和Z单
位的自身特点，从创建成本核算环境、收集基础资料、

确定成本核算对象、成本范围和项目、成本的归集与分

配、编制成本报告五个方面探索行政事业单位成本核算

的基本路径，进一步助力成本管理效果。

1��Z 单位成本核算的案例分析

1.1  Z单位的基本情况
Z单位是科技部直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央级事业单

位，主要职责是：受托承担政府引导基金相关工作、受

托承担主管部门预算审核等财务管理服务工作、受托承

担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相关领域专项绩

效评价工作、开展科技金融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科技

风险管理等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工作、开展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等领域专项监督检查等工作。

单位内设9个业务处和1个综合协调处。业务处的主
要职能是以强化科技金融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强化

财政科技资金管理专业化支撑服务；综合协调处不直接

参与业务活动，其主要职能是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及为业

务处提供综合协调服务等后勤保障等工作。

2��Z 单位成本核算的主要问题

2.1  成本核算意识不强，成本基础薄弱
因其职能的特殊性，Z单位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效

益，大部分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但其内部成本核算

意识薄弱，成本效益观念不强。例如，缺乏对成本核算

对象所耗用工时或工作量的统计等，限制了成本核算体

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2.2  成本归集与分摊方法不规范，成本信息不准确
由于Z单位项目成本核算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成本核算体系尚不成熟，具体

表现为：一是没有合理的分摊间接费用，例如，水、

电、房租等费用。二是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计提摊

销直接在业务活动费用中列支，未按照成本对象进行分

类和归集。三是成本项目归集混乱，可比性较差，难以

进行有效的成本分类管理。上述表现直接导致各成本项

目核算不够准确，无法满足单位成本管理的需求。

2.3  成本核算信息不完整，无法为预算管理服务
在项目成本核算时，由于缺少科学的成本核算方

法，Z单位部分间接费用未合理分摊计入成本核算对象，
导致成本数据不完整，影响项目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无

法为预算管理提供更好的服务，造成预算编制和实际发

生的成本常常处于割裂的状态。

2.4  成本信息相关性弱，难以为业务管理提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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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由于采用预算管理的核算方式，Z单位成本归集的范
围、路径、方法等都存在一定不清晰、不规范的问题，

使得成本核算相关性弱，且项目支出与项目取得的经费

不挂钩。在推进项目或工作时常常只考虑预算执行进度，

发生预算超支时，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如何找理由向委

托方申请追加预算，而不是认真分析和思考支出是否合

理，是否存在不必要的支出或能否减少支出等问题。

3��Z 行政事业单位实施成本核算的具体过程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Z单位决定建立和健全其成
本核算体系，并要求在财务管理制度中融入成本核算的

内容，使得项目成本核算有方法、有步骤、有体系，有

章可循[1]。本文以Z单位2022年的具体成本核算为例来介
绍其具体做法。

3.1  创建成本核算环境，收集基础资料
鉴于其成本基础薄弱，Z单位成本核算首先从创建

核算环境开始，具体做法如下：首先，确定成本核算参

与主体，明确成本核算由综合协调处的财务部门牵头组

织，各业务处积极参与，同时单位员工也需主动参与和

配合成本核算工作。其次，收集和整理基础数据。财务

部门充分与业务处、人事等相关处及人员进行沟通，收

集和整理收入、费用、人员数量、房屋面积、项目完工

工时等财务和非财务数据，根据成本因果关系、收益原

则，确定间接成本分配动因，确定合理的分配方法，引

导各业务处有序配合成本核算工作的开展，履行相应职

责。最后，组织培训。为了贯彻落实《事业单位成本核

算基本指引》的通知要求，Z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综合协
调处通过会议、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对财务及相关业务

人员进行培训，促进了单位项目的成本核算，提升了内

部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3.2  确定成本核算对象，选择成本核算方法
Z单位对其承担的委托任务进行归类和整理，并确定

了5个成本核算对象，分别为：政府引导基金活动、绩效
评价活动、监督检查活动、政策研究活动和财务管理服

务活动[2]。

根据《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的相关规定，

对具体的成本核算对象分别可选择完全成本法或制造成

本法进行成本核算。由于Z单位管理费用主要是保障单位
正常运转及为业务处提供综合协调服务等后勤保障所发

生的支出，与项目运转紧密相关，且单位管理费用占比

较大，因此，Z单位选择了完全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
3.3  确定成本范围，明确成本项目
根据成本相关性原则，Z单位将其开展业务活动及

综合管理、后勤保障所发生的费用全部计入成本核算

范围，并剔除不应计成本核算对象的费用支出，主要包

括：支付给退休人员的生活补助费、体检费、购买慰问

品等；对下属全资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所发生的清算审

计费、法律服务费、评估费和专家咨询费等；以前年度

留存的外币产生的汇兑损益。

Z单位遵循政府会计制度的要求设置成本项目，一级
成本项目为业务活动费和单位管理费用，与政府会计制度

中的一级会计科目保持一致；在一级成本项目下，结合其

成本管理要求和业务特点，Z单位设置了二、三级明细成本
项目，例如，业务活动费下设置工资福利费用二级科目，

工资福利费用二级科目下设置基本工资等三级科目，最

大限度地确保成本项目与会计明细科目的协调性。

3.4  归集与分配成本，计算各核算对象的成本
Z单位的成本归集与分配具体分为五个步骤，一是直

接归集可以计入中间和最终成本核算对象的费用；二是

分配无法直接计入中间和最终成本核算对象的费用；三

是分配单位综合管理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四是分配非基

金管理活动所产生的费用，并计入最终成本核算对象；

第五是将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相加，得出成本核算对象

的最终成本，如图1所示。

图1��Z单位成本的归集与分配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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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归集可以直接计入中间和最终成本核算对象的
费用

对于人员经费、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等成

本项目，按照人员的职能定位和使用情况等信息，直接

归集计入非基金管理业务等中间成本和最终成本对象。

除上述之外的成本项目，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直接归集

计入政府引导基金和绩效评价等最终成本核算对象（见

表1）。

表1��直接费用归集表

单位：万元

科目 人员经费 地库租金 专用运行费用 折旧摊销 合计

政府引导基金 483.89 118.69 164.37 766.95
绩效评价 7.97 7.97
监督检查 364.88 364.88
政策研究 55.88 55.88

财务管理服务 4.28 4.28
非基金管理业务 680.54 23.76 15.71 720.01
单位管理费用 459.65 30.29 489.94
合计 1,624.08 23.76 551.7 210.37 2,409.91

备注：专用运行费用包括印刷费、咨询费、差旅费、会议费、委托业务费等。

3.4.2  分配无法直接计入中间和最终成本核算对象的
费用

Z单位的间接费用是指为多个成本核算对象消耗，不
能根据原始凭证直接计入成本核算对象的费用，主要包

括两大部分，一是办公用房租金为345.91万元，二是公
用运行费用122.74万元（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维修

费、网银手续费、邮电费、福利费和加班餐费）。上述

费用按照因果关系和受益原则，根据资源动因（比如办

公用房使用面积和人员数量等）分配计入非基金管理业

务、综合管理活动、政府引导基金中间和最终成本核算

对象，具体分配如表2所示。

表2��办公用房租和公用运行费用分摊

单位：万元

项 目 办公用房租金 公用运行费用

资源耗费 345.91 122.74
分配动因 使用面积 人员数量

动因总量 503.47 50
分配率 0.69 2.45

非基金管理业务
动因量 118.05 22
分配结果 81.45 53.9

综合管理活动
动因量 290.48 10
分配结果 200.43 24.5

政府引导基金
动因量 94.44 18
分配结果 64.03 44.34

3.4.3  根据受益原则，分配综合管理活动所产生的费
用

综合管理活动是保障单位机构运行和业务活动顺利

开展所发生各类支持与管理活动，服务于整个成本核算

对象，其内容包括综合管理直接费用即管理员人的人员

经费、办公用房及公共区域的房屋租金、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的折旧和摊销，以及分配计入的办公、水电等其

他费用。通过上述分配计算得出单位综合管理活动费用

总额714.87万元。根据因果关系和受益原则，将其在政

府引导基金项目和非基金业务中进行分配，其中人员经

费、公用运行费用按人员数量分配、房屋租金按使用面

积分配、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折旧和摊销按收入占比

分配，具体分配如表3所示。
3.4.4  根据受益原则，分配非基金管理活动所产生的

费用

综合管理活动费用分配后，即可得出政府引导基金

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接下来将非基金管理业务所归集

的费用在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4个成本核算对象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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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配。按照资源使用的因果关系和收益原则，人员经

费、房屋租金采用完工工时分配。由于Z单位信息化系统
建设比较薄弱，工时统计成为成本核算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尚不能用信息化手段统计上述成本核算对象的完工

工时，只能参考项目委托协议中规定的完工时间，结合

实际工作情况进行调整得出，工时统计到天，不能精确

到小时，具体分配如表4所示。

表3��综合管理活动费用分配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人员经费 公用运行费用 办公租金 折旧摊销

资源耗费 459.65 24.5 200.43 30.29
分配动因 人员数量 人员数量 使用面积 收入占比

动因总量 40 40 212.49 2,692.57
分配率 11.49 0.61 0.94 0.011

政府引导基金
动因量 18 18 94.44 932.08
分配结果 206.82 10.98 88.77 10.25

非基金管理业务
动因量 22 22 118.05 1760.49
分配结果 252.83 13.52 111.66 20.04

表4��非基金管理费用分配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人员经费 办公用房租金 公用运行费用 折旧摊销

非基金管理业务 933.37 216.87 67.42 35.75
分配动因 工作量 工作量 工作量 收入占比

动因总量 5764 5764 5764 1760.49
分配率 0.16 0.04 0.01 0.02 

绩效评价
动因量 704 704 704 19.91
分配结果 112.64 28.16 8.23 0.40

监督检查
动因量 2486 2486 2486 1119.56
分配结果 397.76 99.44 29.08 22.39

政策研究
动因量 1,364 1364 1364 554.46
分配结果 218.24 54.56 15.95 11.08

财务管理服务
动因量 1210 1210 1210 66.56
分配结果 204.73 34.71 14.16 1.88

中间成本对象分配完成后，将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相加得到4个成本核算对象的最终成本。
3.4.5  确定成本核算周期、编制成本报告
Z单位可按照项目完成的时间，作为成本核算周期，

但考虑到单位的性质和预决算相衔接等管理要求，最终

确定成本核算周期为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与会计年
度保持一致，并按照成本周期编制内部成本报告，满足

单位内部管理需要。通过上述成本核算与分配得到各项

目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具体分配如表5所示。

表5��各成本核算对象的最终成本

单位：万元

成本核算对象 直接费用 间接费用 合 计

政府引导基金 766.95 425.19 1,192.14
绩效评价 7.97 149.43 157.40
监督检查 364.88 548.67 913.55
政策研究 55.88 299.83 355.71
财务管理服务 4.28 255.48 259.76

合计 1,199.96 1,678.60 2,8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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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 行政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取得的效果

在继续落实过紧日子的前提下，Z单位既要保障正常
运行又要拓展业务，同时又面临着外部竞争的压力，适

时开展成本核算，加强成本管理，才能促使单位进入良

性发展[3]。Z单位开展成本核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
体如下：

一是提高了全员成本核算意识，夯实了成本核算基

础。通过创建成本核算环境，实施全员培训，收集基础

资料等项工作的开展，使全体员工逐步树立了成本意

识，成本核算基础工作得到了加强。

二是建立了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解决了成本信息

不准确的问题。根据《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的

要求，Z单位梳理和优化了其成本核算对象和流程，并根
据成本相关性原则，Z单位将开展业务活动及综合管理、
后勤保障所发生的费用全部计入成本核算对象，从而准

确地归集和分配了直接成本和间接费用，提升了成本核

算信息的质量。

三是项目采用全成本核算，并科学反映了成本归集

与分配的过程，提高了成本信息的相关性，为编制项目

预算提供数据支撑，使得预算编制更加准确，同时Z单位
承接技术服务工作的议价能力也有所提高。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Z单位为例，通过分析Z单位成本核算存在的
问题，梳理和优化了Z单位的成本核算体系，确定成本核
算对象、成本范围和成本项目，并利用不同的动因关系

合理分配了间接费用，最终取得各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

信息。有效地开展成本核算，既能满足财政和有关主管

部门的管理需要，又有助于提升成本核算对象的预算管

理，建立预算编制标准和支出控制标准，为政府购买服

务提供数据支撑，更有利于Z单位合理确定服务定价。
由于Z单位信息化系统建设比较薄弱，项目完工工时

统计成为成本核算的重点和难点，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

准确统计非财务数据是Z单位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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