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 0 卷第 3 期

2 0() 6 年 9 月

西昌学晓学报
·

有然科学板

J
o u ma l o f X ie ha n g C o l l e g e ·

N a t u r al S e ie n e e E d it io n

.

2众N 0
.

3

. ,
2 0() 6

关于加强和改善高校收据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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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据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

高等学校必须通过加强与改善收据管理相关制度
、

切实加强人才培训
、

建立健全收据管理与领用监控体系以保障财务管理的健康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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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据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

包

括对收据的申购
、

保管
、

发放
、

使用及核销等一系列

过程
。

其安全与合法
、

合理运行
,

直接关系到高校财

务工作的好坏及能否健康运行
。

1 高校收据管理工作现状

目前
,

随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逐步完善
,

各高等学校也相应建立了包括收据管理在内的较为

完善的财务制度
。

各高等学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发票管理办法》
、

财政部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票据管理的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
,

按国家规

定程序办理了 《收费许可证》和 《票据购领证》
,

并按

实际需要向主管机关同级财政部门申购行政事业性

收据及非经营性收据
。

行政事业性收据主要用于高

校事业性收费 (如学费等 )
,

非经营性收据主要用于

高校非经营性结算 (如接受捐赠等 )
。

各校使用完收

据后按国家相关规定将收据存根交回主管机关同级

财政部门核销
。

同时
,

部分高校也按自身实际需要

自制并使用了内部结算用收据
,

并报政府财政部门

备案
。

各校收据管理工作逐步规范
。

但是
,

从各校收

据管理运行的实践来看
,

我们发现
,

在具体的执行过

程中
,

高校收据管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

巫待解

决
。

1
.

1 违规使用收据问题

个别高校在使用收据过程中
,

未完全按国家有

关规定及省
、

市 (州 )物价部门批准的 《收费许可证》

确认的收费项 目及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

而是擅自超

标准
、

自立收费项 目进行收费
,

甚至还存在非法自

制
、

自购收据的行为
。

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高校财务

管理 尤其是收据管理秩序
,

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

益
。

1
.

2 收据的领用
、

核销程序不规范问题

高校财务管理部门作为高校一级财务管理机

构
,

应全面负责学校的收据管理工作
,

制定科学合理

的收据领用
、

核销程序
,

确保收据的合法使用与安

全
。

但是
,

许多高校往往没有制定完善的收据领用
、

核销制度及程序
,

或者没有严格执行
,

造成收据领

用
、

核销无序甚至混乱
,

严重影响收据使用的安全
。

同时
,

对代收的各类服务性收费所使用收据的监管

不严格
。

1
.

3 收据领用人员资任意识不强
、

业务不熟悉问题

在收据领用人员使用收据的过程中
,

个别人员

责任意识不强
,

对收据的使用效率及安全等问题不

在意
,

导致收据浪费现象严重
,

甚至遗失收据 ;同时
,

个别人员不熟悉收据的正确使用方法
,

未严格按照

政府物价机关核定的收费项目填开收据
,

甚至不注

明交款人姓名
、

任意改动大小写金额等
,

增大收费统

计工作难度
,

严重影响会计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

进而

影响决策者的科学决策
。

1
.

4 漏开收据
、

隐瞒收入问题

此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利用高校资源对外提供成

人教育教学
、

科研及各类服务取得收人的过程中
,

利

用部分服务对象未索取正式收据的机会
,

或以收费

减免诱导服务对象放弃正式收据
,

达到逃避财务机

构监督
、

隐瞒收人
、

私设小金库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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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据枪核与控制体系不完善问题

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对校内其他部门领用收据的

竹理和控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是对各部门

收据领川 人员进行培训
;
第二是财务管理人员对各

邝门收据领用 人员交回核销 的收据 及款项进行核

查
、

核算
,

从管理的角度看
,

培训是进行事前控制
,

而核查
、

核算是进行事后控制
,

显然
,

这个控制体系

是 杯完善的
,

其缺乏事中控制
。

同时
,

由于缺乏全面

控制
,

导致 不能有效监控漏开收据
、

隐瞒收人的行

为

2 原因分析

2
.

1 收据管理及领用人员思想不重视
、

业务技能不

高

财务管理部门对收据管理及领用的相关人员培

训力度 ..4 够
,

相关 人员没有从思想 上对收据的管理

及 ,卜确使用引起高度重视
,

业务技能也未得到提高
,

i查成在收据使用过程中屡屡出现失误
飞

2
.

2 财务管理部门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

收据管理

及领用程序设计不合理

财务管理部门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

会计岗位

权限下明晰
,

导致责任不明确 ; 收据领用
、

核销程序

不合理
.

造成收据的领用及核销相对较混乱
;
无具体

的约柬性文件或制度约束收据领用人员使用收据的

行为
.

这也直接导致收据领用人员责任意识淡薄

2
.

3 缺乏奖惩机制提高收据管理及领用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

山 于缺乏相应的奖惩机制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到收据管理及领用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

这导致了在

收据管理 吹使用方面不时发生
一

I几作失误
。

3 对策

3
.

1 切实加强人才培训工作

3
.

1
.

1 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

法制教育

及职业道德教育
。

提高会计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

增

强其责任意识
,

充分改造其价值观
、

道德观
,

让每一

位会计人员都成为守法的
、

诚信的
、

忠诚的员工
、

这
一

点对财 务 l
一

作来说尤为重要
,

只有会计人员主观

卜没有违法乱纪的想法
,

才能从源头 l二保证包括收

据管理在内的财务会计 卜作的安全
〔

.

飞 !
.

2 财务竹理部门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及学校财务管理制度
,

编写适合本校实际的会计从

础
、

票据及档案管理等收据领用管理相关学习资料
,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对各部门收据领用人员的集中培

训和继续教育
,

使每一位收据领用人员从思想 上增

强责任意识
,

并从业务上熟悉收据的使用要求
,

达到

规范收据使用行为的目的

3
.

2 加强和改普收据管理相关制度建设

3
.

2
.

1 建立健全收据申领审批制度

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应建立并健全收据申领审批

制度
,

严格对校内其他部门领用收据的审批程序
,

并

将其收费项 目
、

标准控制在 《收费许可证 》所确定的

范围之内 ; 如需调整收 费项 目或改变收费标准
,

)
、

让由

财务管理部门依程序向政府物价管理机关申请
,

经

物价管理机关核定
、

批准后方可进行收费
。

3
.

2
.

2 改善收据申领
、

使用
、

管理程序

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应将申购的收据进行编号并

造册登记
,

以记录收据的领用
、

核销情况 ;同时
,

确定

收据领用核销的时限 ; 另外
,

必须要求其他部门指定

专人领用收据
,

收据领用人员在使用完收据后
,

应按

财务管理部门的要求
,

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所收

款项及收据记账联
、

存根 一并交回财务管理部门
,

由

收据管理人员核查
、

核算后核销已使用的收据

对于代收的各类服务性收费
,

原则 上应由各从

事服务性收费的单位自行提供收据
,

同时
,

应 由高校

财务管理部门派员进行监督
,

防止舞弊

3
.

2
.

3 建立收据专人管理制度

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及
“

不相容

职务分离
”

的原则调整会计工作岗位
,

尤其是要将收

人核算岗位与收据管理岗位相分离
,

同时
,

指定专人

专项管理收据的领用与核销工作
,

其他部门如涉及

使用收据
,

亦须 由专人负责领用
。

3
.

2
.

4 建立收据管理奖惩制度

根据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收据管理奖

惩制度
,

对不规范使用收据甚至给学校造成重大损

失和恶劣影响的人员给予相应处罚
,

以约束其行为
,

从制度上保证收据的规范使用 ; 另 一方面
,

通过建立

健全激励机制
,

提高收据领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这

样
,

通过激励与控制等管理方式
,

实现收据使用的规

范化
,

保障学校财务管理的健康运行

3
.

2
.

5 加强收据领用监管制度建设

根据高校财务制度尤其是收据管理制度
,

建立

收据管理与领用的监管机制
,

主要是加强对收据领

用核销的事中控制
,

从而完善收据稽核与控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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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财务管理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指派专人深人到

各部门
,

对各部门的收据使用情况进行稽核
,

检查其

在收据使用过程中有无违法
、

违规情况
。

稽核分为

两个方面
:
其一

,

检查各部门有无自制
、

自购收据的

行为 ;其二
,

检查各部门在使用收据的过程中有无自

立项目
、

超标准收费行为
。

如果发现上述两种及其

它违法
、

违规现象
,

应及时报请学校依照相关规定予

以制止
、

取缔
,

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

如涉嫌犯罪
,

则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

同时
,

在稽核过程中对各部门的收据使用人员

进行现场指导
,

帮助其在实际使用收据的过程中提

高效率
。

这样
,

通过事前培训
、

事中检查监督指导
、

事

后核查及核算
,

就完善了财务管理部门对各部门收

据使用的监控体系
,

进而实现整个学校收据管理与

领用的规范化
,

保证财务工作的健康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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