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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
气象部门事业单位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

会计制度，其成本核算属于简单报账型，即归集
一定期间发生的支出，分为“事业支出”、“经营
支出”，并分别核算。随着气象部门机构改革的深
入，这种成本核算方式已不能满足管理的需要。
１１事业支出和经营支出的界限不易划分，影
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

事业支出和经营支出的界限不易划分，其中
人员支出的划分困难更大，造成支出核算有人为
因素，影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气象部门事业单
位为适应改革的需要，自身活动领域、工作范围、
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只注重社会效
益的纯事业单位转变为既注重社会效益又兼顾自
身效益的半事业、半经营性单位，这种转变使单
位发生的支出难以划分事业支出和经营支出，但
制度要求划分，财会人员只能凭经验划分，提供
的会计信息有失真实性。
１２归集项目成本困难，不能发挥成本核算的
作用

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营效益，要求按项
目提供服务成本，但按目前支出划分归集项目成
本很困难，而且归集的成本不十分准确，归集的
成本中不包括人员、行政、仪器设备等，没有一
个完整的成本概念，不能发挥成本核算的作用。
完善成本核算的思路

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即气象部门事业单位根据
自身业务特点，参照企业的成本管理方式、成本

开支范围，制定出具体的成本核算办法，从而计
算出开展经营活动的成本费用额。通过内部成本
核算使日常成本核算与项目成本核算相结合，共
用一套核算系统。将支出按经济用途分为直接费
用、间接费用和期间费用。借鉴企业成本核算方
法，将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归集、分配进行会
计处理。
２１确定成本核算范围、成本计算对象

从气象部门实际出发，并不是所有单位都需
要进行成本核算，同一个单位也不是所有项目都
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实行成本核算的范围：一是
产品生产或商品营销的单位，其产品或商品应进
行成本核算，如单位开展非独立核算的综合经营
项目；二是有项目开发的单位，其开发过程中的
一切费用应进行成本费用核算，如创新基地的科
研课题；三是对外提供咨询等劳务服务活动的单
位，应进行费用的成本核算，如防雷电检测、
“１２１”电话、专业预报有偿服务等气象科技服务
与产业项目。气象部门事业单位成本计算对象的
确定要根据单位业务特点和管理需要，在能对部
门或项目所支出的费用控制或施加影响的情况
下，来确定成本计算对象，以满足单位内部管理
和业务活动及事业发展的需要。其成本计算对象
既可以是生产的产品、研究的课题，也可以是服
务的项目，还可以是一项专项工程或专项工作。
２２设计成本项目，将成本费用按经济用途划
分

成本项目是指在成本费用的开支范围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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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产品的营销历史
我国传统的气象服务几乎全是公益性的，而

且服务形式单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
行各业对气象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着不同的
特殊需求。起初，气象部门内也有气象业务员
“跑市场”找客户，出发点只局限于将自己的产品
推销出去，对市场到底需要哪类产品不够关心，了
解不多。加之，商家的气象意识不强，大多觉得

没必要花钱获取看似毫无价值的气象信息。一些
多年来的有偿服务用户，也仅做参考，并不重视
应用。造成这些企业对气象信心不大的主要原因
是：气象资料针对性不强，精度也不很高。１９８５
年气象部门开始有偿服务以来，已经形成了服务
市场，但近年来，气象产品的市场规模难以有效
扩大，主要原因在于气象服务只将预报产品销售
给用户，而不是为用户提供他所需要的服务产品。

成本费用按经济用途进行分类。为了保证事业单
位财务管理体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气象部门事
业单位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必须符合财务管理的
基本要求，在进行成本项目设计时，其具体的、明
细的项目，应当与国家统一规定的事业支出、经
营支出科目衔接。将一级科目参照企业财务制度
设计为直接费用、间接费用、期间费用。二级科
目按照事业支出或经营支出科目设计为工资、补
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公务费、业
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编制财
务报告时，有关成本费用能够还原到国家统一规
定的事业支出、经营支出科目中去，统一编制事
业单位的财务报告。直接费用指直接工资、直接
材料、其他直接支出。直接工资指直接从事科技
服务与生产人员的工资、津补贴等，直接材料指
实际耗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等，其
他直接支出包括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劳动
保护费、专用仪器购置费、咨询费、对外协调费
和劳务费等。间接费用指气象部门事业单位的业
务部门为组织管理科技服务与生产活动发生的有
关费用及按比例提取的修购基金等。期间费用指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成本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归集和分配成本费用时，凡是直接费用应直

接计入成本计算对象，间接费用应当选择合理的
分配标准分配计入有关的成本计算对象。从事一
项经营活动，其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可直接计
入该项业务成本中。从事多项经营活动，就要将
费用在不同业务项目中进行处理，能分清的直接
费用，可分别直接计入各项业务成本，不能分清
的直接费用以及间接费用，要在不同业务中进行
分摊。通过直接计入和间接分配方法，将发生的
各种费用全部归集到各成本计算对象中，从而计
算出总成本和单位成本。期间费用不应计入成本
计算对象，直接计入当期结余，有利于较准确地
考核各项业务发生的成本费用，划清与期间费用
的界限，控制期间费用的规模，又能保证事业单
位成本核算与企业成本核算的一致性。

气象部门事业单位成本核算要防止脱离管理
和业务活动及事业发展的需要，为算而算，要按
照重要性原则，分清主次，主要从细，次要从简，
细而有用，简而有理，要为单位充分利用资源，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考核业务成果，加强支出预算
管理，进行经济决算等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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