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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3 号

一、关于接受捐赠业务的会计处理

（一）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按规定接受捐赠，

应当区分以下情况进行会计处理：

1.单位取得捐赠的货币资金按规定应当上缴财政的，应

当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以下简称《政府会计制度》）中“应缴财政款”科目相关

规定进行财务会计处理。预算会计不做处理。

2.单位接受捐赠人委托转赠的资产，应当按照《政府会

计制度》中受托代理业务相关规定进行财务会计处理。预算

会计不做处理。

3.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单位接受捐赠取得的资产，应当

按照《政府会计制度》中“捐赠收入”科目相关规定进行财

务会计处理；接受捐赠取得货币资金的，还应当同时按照“其

他预算收入”科目相关规定进行预算会计处理。

（二）单位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应

当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第十一条、《政府

会计准则第 3 号——固定资产》第十二条、《政府会计准则

第 4 号——无形资产》第十三条、《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

—公共基础设施》第十三条、《政府会计准则第 6 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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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储备物资》第十条等规定确定。

上述准则条款中所称“凭据”，包括发票、报关单、有

关协议等。有确凿证据表明凭据上注明的金额高于受赠资产

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 30%或达不到其 70%的，则应当

以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成本。

上述准则条款中所称“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

一般指取得资产当日捐赠方自产物资的出厂价、所销售物资

的销售价、非自产或销售物资在知名大型电商平台同类或类

似商品价格等。如果存在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应符合

其规定。

（三）单位作为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向其附属单位分配

受赠的货币资金，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制度》中“对附属单

位补助费用（支出）”科目相关规定处理；单位按规定向其

附属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分配受赠的货币资金，应当按照

《政府会计制度》中“其他费用（支出）”科目相关规定处

理。

单位向政府会计主体分配受赠的非现金资产，应当按照

《政府会计制度》中“无偿调拨净资产”科目相关规定处理；

单位向非政府会计主体分配受赠的非现金资产，应当按照

《政府会计制度》中“资产处置费用”科目相关规定处理。

（四）单位使用、处置受赠资产，应当按照《政府会计

制度》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处置受赠资产取得的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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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价款扣减支付的相关税费后的金额），按规定上缴财

政的，应当通过“应缴财政款”科目核算；按规定纳入本单

位预算管理的，应当通过“其他（预算）收入”科目核算。

二、关于政府对外投资业务的会计处理

（一）《政府会计准则第 2 号——投资》（以下简称 2

号准则）所称“股权投资”，是指政府会计主体持有的各类

股权投资资产，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股权投资、投资基金股权

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等。政府财政总预算会计应当按照财政

总预算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对本级政府持有的各类股权投资

资产进行核算。

（二）根据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权、代表本级人民

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单位，与其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之间不存在股权投资关系，其履行出

资人职责的行为不适用 2 号准则规定，不作为单位的投资进

行会计处理。通过单位账户对国家出资企业投入货币资金，

纳入本单位预算管理的，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制度》中“其

他费用（支出）”科目相关规定处理；不纳入本单位预算管

理的，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制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相

关规定处理。

本解释施行前有关单位将国家出资企业计入本单位长

期股权投资的，应当自本解释施行之日，将原“长期股权投

资”科目余额中的相关账面余额转出，借记“累计盈余”科



4

目（以前年度出资）或“其他费用”科目（本年度出资），

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并将相应的“权益法调整”科

目余额（如有）转入“累计盈余”科目。

（三）单位按规定出资成立非营利法人单位，如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等，不适用 2 号准则规定，出资时应

当按照出资金额，借记“其他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同时，在预算会计中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记

“资金结存”科目。单位应当对出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单位

设置备查簿进行登记。

本解释施行前单位出资成立非营利法人单位并将出资

金额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应当自本解释施行之日，将原“长

期股权投资”科目余额中对非营利法人单位的出资金额转出，

借记“累计盈余”科目（以前年度出资）或“其他费用”科

目（本年度出资），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三、关于政府债券的会计处理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8 号——负债》（以下简称 8 号

准则）第七条规定，政府发行的政府债券属于政府举借的债

务。有关政府债券的会计处理规定如下：

（一）财政总预算会计的处理。

政府财政总预算会计应当按照 8号准则和财政总预算会

计制度相关规定对政府债券进行会计处理。

（二）使用政府债券资金的单位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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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实际从同级财政取得政府债券资金的，应当借记

“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贷记“财

政拨款收入”科目；同时在预算会计中借记“资金结存”等

科目，贷记“财政拨款预算收入”科目。

按照预算管理要求需对政府债券资金单独反映的，应当

在“财政拨款（预算）收入”科目下进行明细核算。例如，

取得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应当根据地方政府债券类别按照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收入”等进行明细核算。

2.同级财政以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单位原有负债的，单位

应当借记“长期借款”、“应付利息”等科目，贷记“累计

盈余”科目。预算会计不做处理。

3.单位需要向同级财政上缴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

入的，取得专项收入时，应当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

记“应缴财政款”科目；实际上缴时，借记“应缴财政款”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预算会计不做处理。

4.单位应当对使用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所形成的资产、上

缴的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进行辅助核算或备查簿登

记。

四、关于报告日后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一）单位应当按规定的结账日进行结账，不得提前或

者延迟。年度结账日为公历年度每年的 12 月 31 日,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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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会计准则第 7 号——会计调整》（以下简称 7 号准则）所

称的年度报告日。年度终了结账时，所有总账账户都应当结

出全年发生额和年末余额，并将各账户的余额结转到下一会

计年度。单位不得对已记账凭证进行删除、插入或修改。

7 号准则规定的“报告日以后发生的调整事项”（以下

简称报告日后调整事项）是指自报告日至报告批准报出日之

间发生的、单位获得新的或者进一步的证据有助于对报告日

存在状况的有关金额作出重新估计的事项，包括已证实资产

发生了减损、已确定获得或者支付的赔偿、财务舞弊或者差

错等。报告批准报出日一般为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单位负

责人批准报告报出的日期。

对于报告日后调整事项，单位应当按照 7 号准则第十八

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规定如下：

1.在发生调整事项的期间进行账务处理：

（1）涉及盈余调整的事项，通过“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科目核算。调整增加以前年度收入或调整减少以前年度费用

的事项，记入“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科目的贷方；反之，记

入“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科目的借方。

（2）涉及预算收支调整的事项，通过“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非财政拨款结

余”等科目下“年初余额调整”明细科目核算。调整增加以

前年度预算收入或调整减少以前年度预算支出的事项，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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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余额调整”明细科目的贷方；反之，记入“年初余额

调整”明细科目的借方。

（3）不涉及盈余调整或预算收支调整的事项，调整相

关科目。

2.调整会计报表和附注相关项目的金额：

（1）报告日编制的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期末数或（和）

本年发生数。

（2）调整事项发生当期编制的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期

初数或（和）上年数。

（3）经过上述调整后，如果涉及报表附注内容的，还

应作出相应调整或说明。

（二）单位在报告日至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现的报告

期以前期间的重大会计差错，应当根据 7 号准则第十五条第

一款和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规定如下：

1.按照本条（一）关于报告日后调整事项账务处理的规

定，在发现差错的期间进行账务处理。

2.调整会计报表和附注相关项目的金额：

（1）影响收入、费用或者预算收支的，应当将会计差

错对收入、费用或者预算收支的影响或者累积影响调整报告

期期初、期末会计报表相关净资产项目或者预算结转结余项

目，并调整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期末数或（和）本年发生

数；不影响收入、费用或者预算收支的，应当调整报告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