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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为了完成某项

社会职能的服务组织。财政在资金上给予定额定量

补助，大部分事业单位实行经费部分或全部自筹，利

用单位业务资源、人才优势和设备资源等开展创收

业务，进行技术服务、产品销售和资产出租等方法来

增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应收账款，数额大则

千万。但由于事业单位长久以来的管理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已无法满足目前应收账款管理的需要，而

应收账款的控制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事业单位

资金的流动性，因此加强事业单位经营性应收账款

的管理已非常必要。

1 事业单位应收账款管理现状

1． 1 事业单位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与企业相比不

够健全，缺乏应收账款管理意识，单位缺乏一套规范

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缺乏灵活多样的经营机制。

大多数事业单位未建立应收账款台账、定期清查、坏
账核销等管理制度。另外，事业单位的经营收入虽

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但侧重点仍然在收付实现上

面，意识仍未转变。
1． 2 事业单位缺乏专业的经营及财务管理人才，在

市场竞争、合同管理、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上意识淡

薄，管理水平和能力欠缺，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步调脱

轨。另外事业单位存在着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责

任相互推卸的问题，没有明确的应收账款管理部门，

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办法，缺少必要的内部控制，

导致应收账款损失无法追究责任。
1． 3 事业单位的部分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够，业务

能力较差，在缺乏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办法的时候，

应收账款大量的增加，坏账的增加，资金周转出现困

难的情况就成了必然。
1． 4 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多重视收支管理，同时上

级部门也对收入和支出比较重视，经济指标考核和

检查侧重点多放在收入与支出上，容易对往来款项

疏于管理。许多事业单位对没有收回的应收账款长

期挂账，账龄甚至多达 10 余年，很多单位应收账款

占流动资金的比重达 50% 以上，造成单位资产不

实，会计信息失真，造成宏观决策错误。

2 加强事业单位应收账款管理的建议

应收账款的大量增加，会使事业单位资金周转

不灵，经济效益低下。为减少应收账款，加强资金的

回款，保证业务的正常运转，措施如下:

2． 1 管理层应重视应收账款管理，提高财务、经营

管理人员管理水平，参考和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理念，

树立现代的营销观念。培养有关人员的业务能力和

责任心。
2． 2 效仿企业，结合单位自身经营特点，建立完善

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应明确应收账款管理部

门，责任落实，建立应收账款台账、定期清查对账、坏
账核销制度，落实内部催收款项责任。
2． 3 完善合同管理制度，明确合同管理部门及职

责，签订合同应尽量使用规范文本。实行严格的合

同审批程序，对重要合同要请法律顾问审查把关，由

单位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合同管理要建立台账制度。
2． 4 加强应收账款日常催收。应收账款发生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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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应定期以书面形式向单位领导、项目负责人

及经办人员传递应收账款的动态信息，督促和提醒

有关人员及时催收，增强其责任感和压力感，以保证

资金及时回笼。催收时间的频繁度应根据应收账款

的性质来决定，对逾期未结清的应收账款通报的时

间则应更短。
2． 5 关注客户情况，加强询证。要随时注意了解业

务往来单位的经营、财务状况及人员的变动情况，预

防对方经营出状况或人员的变动造成坏账的风险。

财务部门要会同业务部门对应收账款的往来单位定

时发送询证函，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完整性。
2． 6 建立坏账管理制度，查明坏帐产生的原因，明

确相关部门及责任人，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健全内

控制度，成立财务内审小组，严格监控应收账款往来

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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