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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策应以提高政府绩效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英
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实施了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
在这些国家的示范和带动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着手进行这一会计领域的改革工作。
为推动各国政府会计改革，提高公共部门财务信息的国际可比性，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为代
表的有关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IFAC于1986年率先成立了公共部门委员会（PSC
，2004年将其更名为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IPSASB），负责制定一套权责发生制基础的国际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采纳或准备采纳该套会计准则。
这些现象表明，在民主社会和受托责任文化中，政府会计改革必然不断向前发展。
自1998年我国启动新的预算会计制度至今，已历经12年了，新预算会计制度的实施，无疑在规范政府
预算行为、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和促进政府会计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应有作用。
但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财
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和问责机制的建立，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出现了诸多的不适
应和弊端。
尽管财政部门根据新情况、新业务颁布了一些有关预算会计制度的补充规定，对预算会计核算作出了
相应的局部调整，但从实践上看并未根本解决问题。
所以，我国应当深入研究并积极推进预算会计改革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建设。
在这方面，财政部会计司、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中国会计学会等都做了大量的组织、研究和探索
工作，并初步确立了“总体规划，先易后难，重点突破，逐步推进”的预算会计改革和政府与非营利
组织会计建设思路。
但许多重大会计问题依然没有定论，有待商榷，如政府会计规范体系、概念框架，报告主体、确认基
础的实施程度、政府财务报告模式等。
尽管有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但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仍应立足于具体国情，正确处理国家
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只有“谋定而后动”才能少走弯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就需要我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论证我国预算会计改革和政府与
非营利组织会计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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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各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当前新的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环境现实，在借鉴国内外有关学科研究成果和实务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本书共分三篇十一章，在内容组织上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系统阐述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领
域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编者对我国预算会计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问题的主要认识和观点
。
它旨在使读者了解和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知识，并激发其积极从事该领域重大问题研究探索工
作的兴趣。
　　本书引用资料丰富，内容全面完整，理论重点突出，紧密结合实际，既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会计
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授课教材，也可作为其他人员继续学习或者培训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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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个主体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成为这样的报告主体：①负有控制和部署资源、提供产出
和成果、执行部分（假定该主体已包括在预算中）或全部预算的管理责任，并能对其绩效负责。
②主体包括的范围应当能使其财务报表提供有关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有意义信息。
③存在可能的财务报表使用者，这些使用者对报表中的信息感兴趣，并能利用这些信息来帮助他们作
出资源分配和其他方面的决策，并确定主体对资源的部署和使用负责。
以这些条件为依据，那么组织（特别是更大的组织）则可以被视为编制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报告主体
，而预算账户和项目则不是。
这种定义报告主体的方法使组织可以在内部建立起受托责任，并仍然能使它们提供有关其所负责项目
的信息。
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在其发布的第14号政府会计准则《财务报告的主体》（1991）中认
为，定义财务报告主体所依据的概念，是当选官员需要向他们的选民解释他们的行为。
而且，财务报告的目标之一，是向使用者提供一个有助于其评价当选官员的受托责任的基础。
因此，财务报告主体的定义应当以受托责任为基础。
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由以下三部分内容组成：①基本政府。
②基本政府负有财务责任的组织。
③那些就其与基本政府的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来说，如果不将其纳入报告主体财务报表将会导致财务
报告误导和不完整的组织。
通常情况下，基本政府是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的核心。
但除基本政府之外的其他政府组织，如组成单位、合资经营单位、共同控制组织、其他单独呈报财务
报告的政府，如果他们单独发布财务报表，那么他们也是其自身财务报告主体的核心。
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的财务报表应当传送关于组成单位及其与基本政府之间关系的信息，从而能够让使
用者在基本政府和基本政府的组成单位之间作出区分，而不要让使用者形成一种基本政府与其所有组
成单位是一个法律主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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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普通高等教育会计学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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