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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

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创新思考
左涛

（辽宁省辽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辽宁　沈阳　111000）

摘　要：创新财务会计管理，对促进交通运输事业行政事业单位稳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

对现阶段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增强财务会计管理重要性意识、创新财务

会计管理制度等对策，希望能为提高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水平提供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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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财务会计管理作为交通运输行业事业单位整个管理中

最为重要的一环，创新财务会计管理，不仅是为了提升工作

效率和质量，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

位发展需要。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如何有效性创新财务会

计管理，是目前各相关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

1　现阶段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现存的问题

1.1　风险意识较为薄弱

因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各级领导与财务人员风险意

识较为薄弱，加上缺少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进而导致交通

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水平较低，不但影响了交通

运输行政事业单位稳定的发展，也使得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

位很难适应现下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

了财务会计管理创新工作的开展。此外，由于单位内部审计

部门、税务管理部门以及监督部门工作失效，使得单位资金

预算、成本核算等相关工作存在许多弊端，导致财务会计信

息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1.2　财务会计管理制度滞后

通过对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实际情况

的调研和分析，可以发现内部管理松散、会计信息资料不真

实以及单位资金、资产模糊等是现阶段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

位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为财务会计管理带来了风险隐患，

也极大地降低了财务会计管理质量[1]。其主要原因在于交通

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制度过于滞后，进而导致单

位财务管理模式越来越粗放，各项财务工作缺少制度规范，

造成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资金流失严重的同时，也降低了

资产使用率。

1.3　会计管理重要性认识不全面

因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各级领导与财务人员对会计管

理重要性认识不够全面，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加上过于注

重经济业务的开展，忽视了财务管理，促使财务会计管理缺

乏有效指导的同时，也导致了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

理十分混乱。因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运营业务特殊性，使

得财务会计管理工作较为繁琐和复杂，由于单位内部各部门

之间协作性不强，降低了财务会计管理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延

缓了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创新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推进。

1.4　财务会计管理人员素质偏低

会计管理人员作为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执行者与参与

者，因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在招聘人员时，招聘门槛设置

较低，进而将不同专业的人员招聘进来，该类人员不熟悉交

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运作流程，加上工作不规范，促使财务

会计管理工作水平一直提升不上去。由于财务会计管理人员

素质参差不齐，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较低，无法保证财务会

计管理质量的同时，也为财务会计管理埋下了风险隐患，并

不利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长远稳定的发展。

2　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提高财务会计管理质量的创新

对策

2.1　增强财务会计管理重要性意识

为确保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创新财务会计管理工作

顺利的开展，增强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各级领导与财务人

员会计管理重要性意识，在原有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也应具备与

时俱进的管理理念，帮助员工明确职责意识的同时，也能为

持续推进财务会计管理创新工作打好基础。为进一步提升交

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创新财务会计管理有效性，应加强财务

会计管理部门与各部门之间沟通和交流，加大财务会计管理

创新重要性宣传力度，在单位内部定期开展有关财务会计管

理专业知识的培训，促进财务人员工作能力提升，推动交通

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创新工作朝着更加规范化、

标准化以及现代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创新财务会计管理真

正效用，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提升会计核算能力，改变原有

工作方式，营造良好的管理环境，从而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行

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质量。

2.2　创新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通过对现阶段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实

际情况的调研和分析，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为了适应时代

发展需要，对现下财务会计管理进行创新，但由于原有的会

计管理制度过于滞后，不仅使得财务会计管理创新工作难

以开展，也极大地降低了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整体管理水

平。因原有的管理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交通运输行政事

业单位发展需求，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应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创新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精细化会计管理，完善会计管

理制度内容，进而确保新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落实到位[2-3]。

此外，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运行经常受到资金限制，收支

管理作为财务会计管理重要组成部门，加强收支管理，有利

于对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资金使用进行有效管控，合理规

划单位收支，明确单位各项业务资金使用去向，充分发挥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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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计监管对政府补助准则完善启示

针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对政府补助的特别要求，准则

应在规范核算基础上，兼顾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与披露信息要

求，本着协调一致、客观务实的原则，尽快克服二者规定不

同、操作不一的现实问题，对会计准则加以完善[2]。

3.1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核算方法需进一步规范

对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不宜适用净额法核算，

尽管准则给予核算主体选择权，但缺乏相关的解释或操作

指引。此外，会计准则将以现金形式收到的政府补助，明确

要求计入编制现金流量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项目。这一规定，会引发企业粉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指标，误导报表使用者。建议将这部分政府补助，调整计入

“收到与其他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

3.2　会计准则体系及报表格式需进一步修订

从会计信息质量规范角度出发，“非经常性损益”有利

于更加客观准确反映企业盈利质量。鉴于会计监管对“非经

常性损益”的重视，建议会计准则适时引入该体系，必要时

可单独颁布单项准则予以明确，在财务报告格式中增加该项

目并披露相关内容。通过制订会计准则加以规定，有利于实

现准则与监管部门—证监会的统一。

3.3　两类损益划分标准需进一步明确

通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从经营相关性、持续性方面予以

评判。对此证监会相关文件也未详细明确。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通常按照资产折旧年限递延分摊。该类补助虽然并

不符合“定额”、“定量”、“持续”标准，但由于持续时间

较长，笔者建议，受益期间超过三个会计年度的政府补助可

划定为经常性损益。

3.4　政府补助重大事项披露标准需进一步完善

会计实务中，一项政府补助可能会同时包含资产与损益

两类补助。在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中，主要关注的是某项政府

补助对当期或未来期间损益的影响。因此，建议适时明确标

准，当单项政府补助的影响达到上一年度净利润10%且大于

100万时应及时披露。对年度累计收到的政府补助，当累计损

益影响数达到这个标准时也应予以披露[3]。

4　结论

政府补助作为公司经营成果内容之一，对上市公司盈余

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会计准则对准确核算政府补助与信息披

露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实践中，还应结合上市公司会计监管规

定，对资产相关政府补助核算方法、报表格式、两类损益划分

及重大事项披露等做进一步的完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核算效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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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职能效用，确保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业务开展有足够资

金支持的同时，也能实现有效加强内部控制的目标。

2.3　加大财务会计管理监督力度加强风险防范

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创新财务会计管理应以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为前提，对单位资金、资产、成本预算、成本核

算等方面实行全过程监督，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真实性与完

整性的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风

险防范能力。为促进财务会计管理创新工作顺利的推进，加

大此过程监督力度，发挥监督部门职能效用，增强风险防范

意识，进一步细化财务会计人员职责内容，强化岗位职责意

识，减少工作失误，降低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中各类风险发生

的几率。结合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运行特点和业务性质，

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内部财务控制监督体系，并设立奖惩

机制，促使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得到有效性加

强的同时，也能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为提升监督部门执行

力与权威性，根据实际管理情况，适当扩展财务会计管理范

畴，优化会计管理基础工作流程，将监督工作全面落实到财

务会计管理各项环节，加强风险精准识别与防范的同时，也

能及时解决因风险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2.4　转变培训方式提高财务会计管理人员素质水平

创新财务会计管理是促进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未来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财务会计管理人员作为财务会计管

理工作参与者，提高财务会计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利于财

务会计管理创新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有

效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结合自身业务性质，制定针对性的

财务会计管理培训，完善培训内容和方式，鼓励财务会计管

理人员积极参与培训活动，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个人专业能

力以及对财务会计人员管理能力的培养，促使财务会计管理

人员素质水平得到提升的同时，也能让财务会计管理人员充

分发挥个人价值，从而为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创造更高的

经济效益。

3　结论

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创新财务会计管理，有利于提高

内部财务会计管理水平的同时，也能促进交通运输行政事业

单位长远稳定的发展。提升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对会计管

理重要性意识，加强风险防范，降低财务会计管理创新过程

中各类风险发生的几率，从而确保财务会计管理工作顺利的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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