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siness and Globalization 商业全球化, 2023, 11(3), 83-88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bglo 
https://doi.org/10.12677/bglo.2023.113010   

文章引用: 姜国姣. 影响高校核算会计财务报销效率的原因及对策[J]. 商业全球化, 2023, 11(3): 83-88.  
DOI: 10.12677/bglo.2023.113010 

 
 

影响高校核算会计财务报销效率的原因及对策 

姜国姣 

新疆大学计财处，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3年6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9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8日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系统在高校财务中的应用，高校核算会计在财务报销中的某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例如加

快了凭证生成速度，减少了部门、项目编号的录入工作，同时也避免了手动输入项目编号可能导致错误

的风险)，但仍然存在很多其他问题，影响高校核算会计的财务报销效率。本文从高校核算会计的视角出

发，分析影响高校财务报销效率的原因，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建议，从而为提高高校财务报销效率提供

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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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systems in university finance, some problems of university ac-
counting in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have been alleviated to some extent (such as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voucher generation, reducing the entry of department and project numbers, and avoiding 
the risk of errors caused by manually entering project number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other 
problems that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university accounting in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This ar-
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ounting in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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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in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us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 values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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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科研项目数量的不断增多，高校经费呈现持续增长状

态，而核算会计人数却未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对高校经费监管趋紧，财务政策不断更新，高校考核管

理办法相继出台，使得高校财务报销量与报销难度面临很大挑战。高校财务报销工作是高校财务管理的

基础，直接影响高校财务管理的水平[1]。因此就如何提高高校财务报销效率，形成系统的报销制度，是

当前高校财务处亟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影响高校财务报销效率的原因 

2.1. 报销制度变化快 

为符合新报销要求，核算会计需不断学习新财务制度和科研管理办法。核算会计如若对相关文件理

解不深、不准确，将导致其报销不应报销的单据、拒绝应该报销的单据，或者不同会计对同一个报销业

务做出不同解释，从而激化核算会计与报销经办人员之间的矛盾，加大报销经办人员在不同核算窗口重

复咨询同一业务现象的出现。同时，近年来，随着高校竞争加大，人才管理、绩效考核办法层出不穷，

核算会计需不断学习高校出台的各种管理办法，针对项目报销的不同要求做好报销审核工作，针对各种

考核办法协调各部门做好财务分析工作。比如有的高校为了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出台了自收自支单位

管理办法，要求核算会计全方面了解各自收自支单位的业务，不仅需要懂报销范围、资金来源等一系列

财务报销要求，还要分析单位收支情况，当自收自支单位经费不足以支持人员工资、学校保障性支出时，

核算会计需与对应部门提前做好沟通，督促对应单位加强回收资金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同时督促各单

位减少不必要支出，对存在的资金缺口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加重了核算会计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2.2. 高校经费来源多样，预算执行难度大 

一方面，高校来款形式及渠道多样[2]，学校部门性质多样，导致财务科目及预算科目多样化，加大

了记账难度。高校经费来源有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专项收入、科研收入、其他收入。

来款渠道有：中央拨款、地方财政拨款、企业拨款、学生缴费、商户缴费、居民缴费、校友会捐赠等。

高校分学院、教辅单位、行政部门、后勤餐饮保障部门、离退休中心等。预算分录需与来款形式、渠道、

部门一一对应，从而加大了核算会计的做账难度。另一方面，报销费用从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与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项目中支出时，需出纳人员在国库系统中选择对应来款项目和对应经济分类。财政拨款项目支

出时需核对每个经济分类经费是否使用完毕、各款项余额是否还有剩余。因为核算会计不能实时提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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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系统中的相关数据，需经常与出纳人员沟通确保预算支出科目的正确性，并单独记忆财政拨款结余情

况。当出纳人员反馈项目余额迟缓时，会出现超支情况，为确保各项支出能按年初预算严格执行，核算

会计需根据项目实际余额情况调整账务，从而降低核算会计的工作效率。 

2.3. 核算会计人员不足，报销经办人员频繁变动 

高校财务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高校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教育资金总量成倍增加[3]。随

着高校科研水平不断提升，科研经费逐年增加[4]。财务报销业务总量骤增，对核算会计的需求日益增大，

而高校财务总数变化不大。加之，由于财务岗位轮流变动、退休、离职、内派等原因，使得核算会计时

常变动，而财务报销中存在大量注意事项，一不留神就会报销不该报销的票据，或者填错收款名称。所

以需新核算会计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单独报销，这段过渡期降低了报销效率、加大了凭证复核难度，

同时培养新人也耗费核算会计大量时间和精力。 
虽然大部分高校二级单位设置了财务核算岗位，但是二级部门安排财务核算员时一般都由新入职人

员兼任，这样导致财务核算员更新频繁，人员不固定[5]。由于高校老师往往忙于科研与教学，时间和精

力的缺乏导致科研经费报销事项往往交由其研究生负责[6]，研究生从报账小白过渡到对报销业务熟练掌

握之后便面临毕业，其毕业之后报销事项又将交至新一届研究生处理，新老研究生之间没有报销交接任

务，报销业务又从报账小白开始，从而导致大量报销单据不合规而退回，核算会计需重新指导其更正报

销单据，反反复复，增大了报销经办人员的报销时间以及核算会计的线上线下解答难度。 

2.4. 财务系统功能未被全面应用 

由于某些特殊原因，部分财务系统功能未开通。比如财务系统未开通短信提示功能，单据出现问题

时只能通过电话形式告知报销经办人员问题所在，当报销经办人员由于工作原因导致错过电话，而核算

会计报销业务量大时，就会忽视此笔报销。报销经办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收到资金，或者看到未接财务电

话再次联系财务处咨询报销进度，而核算窗口多，接到咨询电话需和多个核算会计沟通之后才能找到对

应报销单据。另外，报销单据所留电话号码往往是项目负责人的，而项目负责人往往不经办财务报销业

务，对报销内容不清楚，又需转告报销经办人员，由经办人员再次联系财务处沟通报销中遇到的具体问

题，造成工作重复性。另一方面，核算会计对财务系统培训参与度低，未能将财务系统中的某些便捷功

能应运到工作中，未充分提高其工作效率。 

2.5. 其他部门与财务处的配合度影响报销效率 

财务核算科是老师报销的最后一道把关口，需要其他业务部门的紧密配合，财务报销才能顺利完成。

报销会计审核的严格程度直接影响老师的报销是否规范，如若处理不当，报销矛盾将全部集中在核算会

计人员身上。例如：专项资金有其对应的管理办法，需在特定范围、规定时间内支付，需要归口管理部

门监督使用部门，督促使用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报销符合专项要求的单据，财务处只对报销票据进行审核。

归口管理部门的监督职责不落实、经费使用部门报销不及时，有可能导致报销错过规定时间，致使项目

额度被回收或报销业务超出规定范围，以至于实际已发生业务无经费出处或不可报销，激化报销矛盾，

增加财务处的沟通协调难度，影响报销效率。此外，固定资产、政府采购报销手续繁杂，牵扯其他部门。

报销政府采购目录中的物品时需提供政府采购审批附件。固定资产报增、政府采购审批权在国有资产管

理处，是否需要固定资产报增、政府采购审批权也在国有资产处。报销经办人对此类业务不熟练，经办

少，到财务处报销时往往不是缺材料，就是缺少政府采购报增手续，财务报销效率低。另一方面，科研

项目的固定资产预算只能调减不能调增，由于科研老师对固定资产的界定不清晰，有时会把固定资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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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预算做在材料中，造成老师难以报销的现状，而这些矛盾都集中在了财务核算科。 
另外，有些专项金额大，使用部门涉及多个二级学院。由于每个项目的负责人和对应的二级学院被

授权人不一致，导致签字审批要求各不相同，而遇到没有具体规定的新设项目时还需和多个部门沟通咨

询签字审批的具体要求，从而给报销经办人员一一解答，增加了核算会计报销时间，也加重了报销经办

人员签字手续工作。随着报销金额的增大，经费审批级次增加，超过某个金额的报销凭据需要校领导签

批。当校领导出差签不了字，报销业务又急需支付资金时，核算会计需根据校领导的口头批示先行支付，

后期再找回凭证找领导补签字。这种特殊事件需核算会计记录备注，影响了报销效率，如遗忘将导致报

销不规范。 

3. 相关建议 

3.1. 配足核算会计人数，同时加强其专业素养 

1) 配备与高校发展相适应的核算会计人员数量。高校财务身兼服务与管理双重职责，人员不足使得

核算会计经常加班，其无法从繁重的日常工作压力中抽出时间和精力进行思考与学习，难以提高业务能

力，不利于高校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7]。只有人员充足的情况下，核算会计才能腾出时间和经历提高业

务能力，优化服务态度，促进高校管理。 
2) 定期组织财务学习会议。针对财务政策和高校管理办法的变化，建议相关科室定期组织讨论会进

行讨论学习新文件，并做好相关记录。每周固定半天时间集中学习新变化的文件精神，从财务报销角度

讨论如何应对，并就本周遇到的特殊问题讨论学习，将最终形成的结论以群共享表格的形式记录，相关

人员确认结论的正确性，以防止讨论期间有人员理解错误造成报销信息不对称。当核算会计再次遇到相

同问题时可以翻阅记录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可以节省再次讨论、查找资料的时间，并有助于缓解核算

会计报销要求不一致的问题。增加中高层业务骨干去其他高校交流学习的机会，学习其他高校先进的报

销管理办法和软件处理功能，以提高财务报销效率。 
3) 针对分析工作固定专人管理，实行 A、B 岗位办法。由于高校针对部分单位实行自收自支管理办

法，要求财务人员编制季度、年度分析报告。而要完成有使用价值的财务分析报告，需要分析人员全方

面了解对应单位的业务内容，从而固定专人管理对掌握业务内容很有必要。为了防止专人有事请假而耽

误日常业务报销，设置 A、B 岗位，主要由 A 岗位人员负责，特殊情况下 B 岗位人员执行。 

3.2. 完善报销手册，做好对外宣传和培训工作 

财务处应编制报销手册，并根据变化的财务政策和新出台的管理办法更新报销手册，可供核算会计

学习，帮助新核算会计快速掌握核算要领。同时将报销手册打印成册发给报销咨询人员，在高校网站公

布报销手册电子版，以供报销经办人员学习报销基础要求，从而提高报销效率。针对变化的报销政策，

财务处应在小程序或校内网站实时公布，方便报销经办人查看。财务处可定期发布常见的返单原因，并

对此类报销业务做相应案例培训，方便师生了解财务报销规定。同时组织问题调查，针对财务自身存在

的问题，做到立查立改、即知即改[8]；针对师生提出的共性问题，财务处可组织培训会议，解读财务政

策，并对老师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以此降低返单率，提高财务报销效率。 

3.3. 完善财务系统功能 

1) 完善项目的科目绑定工作。根据具体项目性质在立项时设置好正确的财务、预算科目，并确定可

报销的经济分类科目。例如学院经费对应“教育支出”，科研经费对应“科研支出”，行政单位经费对

应“行政管理支出”，后勤经费对应“后勤保障支出”，离退休经费对应“离退休支出”，校医院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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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医疗支出”。零余额来款分一般公共预算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对应“财政拨款支

出”，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对应“其他拨款支出”；基本户来款对应“非财政专项拨款支出”等。 
2) 开通必要财务系统功能。如开通短信回复功能，遇问题单据只需核算会计短信告知问题所在，并

附上接单会计窗口号。即使经办人员看到信息有不懂的地方也能很快联系到对应的核算会计，避免未接

听电话或听错窗口号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节省沟通时间，提高财务报销效率。 
3) 加强系统功能学习力度。选择中高层骨干人员参与财务软件系统的培训，学习更多的财务功能，

同时与工程师联系开发出适用于本校的分析模板功能。 

3.4. 增加网上预约系统提示功能，降低返单率 

1) 增加业务报销提示功能。可在对应报销业务模块中添加对话框，提示报账人员本业务报销的常规

要求。如图书报销的对话框内容可设置为：发票项目名称需开至明细，发票名称是“图书”字样的需提

供网上购买明细截图或实体店的购买小票；报销金额超过 1000 元需提供图书报增单；同一个单位发票金

额超过 1000 元需对公转账，若付给个人需提供付款截图(收款单位与开票单位相一致)。报销人根据提示

逐步完成填报，若报销金额大于对应业务的额度控制余额时，系统提示本业务剩余额度金额，并禁止下

一步操作。 
2) 增加审批签字级次要求提示功能。可根据项目所属部门在网上预约系统中设置对应签字审批级次

要求，使报账小白在网约时也能一目了然，明确该业务报销时所需签字人员名单，减少“错签字、少签

字、漏签字”等情况[9]，节省报销经办人员多跑趟的时间。同时降低因审批签字不全而造成的返单，提

高核算会计的报销效率。做到在确保财务报销签字合规性的基础上提高财务报销效率。 
3) 增加网上电子签批功能。传统的面对面审批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9]，审签流程较复杂，不方便。

根据学校财务制度要求设置网上电子化签批功能，经办人根据报销审批情况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模式。

针对项目负责人、单位财务一支笔、校领导等签字困难的情况下，经办人员可选择网上电子审批功能，

在网上预约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并上传原始票据和佐证材料扫描件，推送审批人员签字，如果没有完

成签字禁止下一步操作。增加网上电子签批功能既能解决经办人员的棘手问题，也有利于提高财务人员

的效率。 

3.5. 科研团队聘请财务助理管理报销业务 

针对报账人员实时变化这一问题，建议科研团队聘请财务助理，由固定人员处理团队报销业务。这

样即可以解决老师报销重复退回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会计重复审核、电话沟通的时间。王平通过问卷调

查发法，采用实证研究发现：财务助理的报销效率比非财务助理的报销效率更高[10]。根据 2021 年出台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 177 号)文件，可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劳务费中列支由单位缴纳项目聘用人员的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从相关财务政策和报销效率两

方面分析科研团队聘请财务助理管理报销业务是十分可行的。 

3.6. 强化使用部门与归口管理部门的职责，同时加强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 

1) 学校出台财务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使用部门、归口管理部门、财务处等相关部门的职则，督促使

用部门规范使用经费，归口管理部门调动其监督职能，从而减轻财务部门的审核难度，提高财务报销效

率。 
2) 组织财务处与其他相关部门的研讨会，共同讨论诸如政府采购等疑难报销业务，从财务报销和业

务管理两个角度分析问题，制定出同时符合业务部门和财务规定的报销管理办法。明确必要的报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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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流程、统一报销口径，确保经办人员只需跑一趟就能完成报销业务，提高报销效率。财务处也可通

过内部培训、团建、党建活动等形式加强与学院、相关部门的沟通与交流。轻松的互动模式更有助于提

高互动参与度，增进感情交流，缓解报销遇到的矛盾，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互相理解，增强沟通效果，进

而提高财务报销效率。 

4. 结语 

高校财务报销效率关乎师生的切身利益，提高财务报销效率才能更好的为师生服务，也有利于高校

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本文通过总结影响高校核算会计财务报销效率的原因并逐项分析，进而从配足核

算会计人数、加强其专业素养、完善报销手册、做好对外宣传和培训工作、完善财务系统功能、增加网

上预约系统提示功能等方面提出解决对策，为提高高校核算会计财务报销效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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