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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权责发生制

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重大决策部署，确保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在交通运输领域全面有效实施，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号

——公共基础设施》（财会〔2017〕11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

知》（财会〔2018〕34号），结合交通行业实际，现就进一步加

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是政府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

理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对建立

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使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

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

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扎实推进公路水路公共基

础设施会计核算，全面反映公路水路资产“家底”，夯实政府财

务报告、部门决算报告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核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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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动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基础保障。

二、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确认

（一）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界定。

本通知所称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是指各级行政事业单

位为满足社会公共交通运输需求所控制的，承担管理维护及相应

后续支出责任的公路、航道、港口、运输站场等有形资产。

独立于公路水路基础设施、不构成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使

用不可缺少组成部分的养护管理用房屋建筑物、设备、车辆，不

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务码头，不再提供公共服务的公路水路设施，

其会计核算适用《政府会计准则第 3号——固定资产》，纳入单

位固定资产管理。

（二）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

各地应当根据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按照“谁承

担管理维护职责谁记账”的原则并结合直接承担后续支出责任情

况，合理确定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

中央委托地方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的，由地方具体承担管理维

护职责的行政事业单位作为相应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

体。

对于车辆通行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且相应的债务由

政府偿还的政府收费公路（包括存量的政府还贷公路），由负责

编制通行费支出预算的单位作为记账主体；对于车辆通行费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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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且相应的债务由企业偿还的其他收费公

路，暂由企业入账。

相关会计主体对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确认应当协调一

致，确保资产不重复、不遗漏。

三、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成

（三）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成。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路公共基础设施、汽车客运站

公共基础设施和水路公共基础设施。

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路用地、公路（含独立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及构筑物、安全设施、服务设施、绿化工

程、通讯设施、收费设施、监控设施等。

汽车客运站公共基础设施按照车站规模分为等级站、简易车

站、招呼站，等级站主要包括场地设施、站务用房、生产辅助用

房、安全与服务设施；简易车站主要包括场地设施、站务用房、

安全与服务设施；招呼站主要包括车辆停靠设施和候车设施。

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航道公共基础设施、沿海航海保障公

共基础设施和港口公共基础设施。航道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航

道、通航建筑物、航运枢纽、航道整治建筑物、航标、其他助航

设施。沿海航海保障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航标、其他导助航设

施。港口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码头及附属设施、防波堤、护岸、

锚地。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构成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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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计量

（四）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初始计量的原则。

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应

当按照《政府会计准则第 5号——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定进行初

始计量。

对于尚未入账的存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在《基本建设

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号）施行之后建成的，一般

应当按照其初始购建成本入账；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施

行之前建成的，应当按照财会〔2018〕34号文有关规定确定初始

入账成本。分属于不同会计主体的同一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

初始入账成本的确定应采用相同的方式。

对于天然航道和无偿划拨的土地不进行价值核算，应当设置

备查簿进行登记。

对于已按财会〔2018〕34号文有关规定入账的存量公路水路

公共基础设施，其初始入账成本无需调整。

（五）重置成本标准的确定。

按重置成本作为初始入账成本的存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

施，其重置成本标准应当按以下权限确定：

中央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的公路水路

公共基础设施资产重置成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所属一级单位负

责制定，报交通运输部备案。

中央委托地方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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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重置成本标准，由地方负责制定。

国道、省道、地方航道公共基础设施的重置成本标准，由省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县道、乡道、村道，以及地方港

口、汽车客运站、沿海助导航设施的重置成本标准，由省级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明确制定单位。

（六）重置成本标准参考因素。

确定重置成本时，结合定额标准确定外，还应充分考虑影响

重置成本标准的因素：

公路应主要参考地形、技术等级、路面宽度、路面材料类型；

汽车客运站应主要参考结构类型、规模；

航道应主要参考技术等级；

通航建筑物和航电枢纽应主要参考技术等级；

航道整治建筑物应主要参考结构类型、规模；

航标应主要参考结构类型、规模、尺寸、航道等级；

其他助航设施可参考结构类型、规模；

码头及附属设施应主要参考分类构成、结构类型、规模；

防波堤应主要参考结构类型、规模；

护岸应主要参考结构类型、规模；

锚地应主要参考规模。

五、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

（七）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

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应当按照行政等级、线路（含桩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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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核算，公路技术等级、公里数等作辅助核算。

按照行政等级，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应当涵盖国道、省道、县

道、乡道和村道。

（八）汽车客运站公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

汽车客运站应当按场站名称、场站等级和资产类别进行明细

核算。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明细分类，由省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自行确定。记账主体在做好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确认、

计量和分类核算的基础上，还应做好备查账，详细记录资产组成

部分的名称、建设时间、资产价值等。

（九）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

航道公共基础设施应当按航道线路、资产类别进行明细核

算，技术等级、水系、公里数等作辅助核算。

沿海航海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应当按航标类别（视觉航标、音

响航标和无线电航标）和其他沿海航海保障设施类别进行明细核

算。

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应当按港口名称、资产类别进行分类核

算，港区、资产个数、通过能力等作辅助核算。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明细科目及编码见附表 2。

六、关于组织保障

（十）严格责任落实。

各级有关行政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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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核算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和责任，理顺工

作机制，抓好组织落实，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各记账主体要切实

担负起记账主体责任，要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

充实会计人员，落实工作责任，确保认识到位、组织到位、人员

到位、工作到位。同时，要对照本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本单位财

务管理、内控管理等制度，为衔接后的会计核算做好制度保障，

（十一）加强业务指导。

各省级财政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根据本通知精神，结

合地方实际，研究制定地方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核算实施

细则，加强对下级各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会

计核算工作的指导。鼓励探索建立健全政府会计核算考核机制，

推动考核评价结果应用。

（十二）强化宣贯培训。

各省级财政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积极做好公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施会计核算工作的政策解读和宣贯培训工作，不断拓宽

培训渠道，推动培训工作实现全覆盖，使会计及相关人员及时、

全面地掌握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各项规定和具体要求，切实提高

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确保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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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构成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计量

单位
主体结构 备注

公路公

共基础

设施

公路用

地

公路及

构筑物

路基

路面

沥青混凝土

路面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等外公路

水泥混凝土

路面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等外公路

桥涵

特大桥

高速公路一级公

路

二级公路三级公

路

四级公路

中桥 高速和一级公路

公路公

共基础

设施

公路及

构筑物

桥涵

中桥

二、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等外公路

小桥涵洞

高速和一级公路

二、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等外公路

隧道 特长隧道
高速和一、二级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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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长隧道

高速和一、二级

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隧道

中隧道

高速和一、二级

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公路公

共基础

设施

公路及

构筑物

隧道

短隧道

高速和一、二级

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安全设

施

交通标

志

标线

护栏

视线诱

导设施

隔离栅

防落网

防眩设

施

防风栅

绿化工

程

树木

花卉

草坪

附属工

程

公路公

共基础

设施

服务设

施

服务区 停车场 平方米

室内休息室 平方米 钢、钢筋混凝土结构

公共厕所 平方米 砖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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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区 停车场

室内休息室 钢、钢筋混凝土结构

公共厕所 砖混结构

客运汽

车停靠

站

车辆停靠设施 砖混结构

乘客候车设施 砖混结构

通讯设

施

通信线

路
台/套

电源设

备

通讯设

备
业务电话系统

指令电话系统

紧急电话系统等

其他通

讯设施
数据传输设备

收费设

施

收费设

备
中心设备 台/套

收费站设备 台/套

车道设备 台/套

收费亭 座

监控设

施

外场设

备
台

控制中

心设备

等

台

汽车客

运站公

共基础

设施

等级站

场地设

施
站前广场

停车场

发车位

站务用

房
候车亭（室）

钢、钢筋混凝土结构
售票厅

行包托运厅（处）

综合服务处

砖混结构站务员室

驾乘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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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室

等级站

站务用

房
治安室

钢、钢筋混凝土结构

无障碍设施

饮水室

砖混结构盥洗室和旅客厕所

智能化系统用房

生产辅

助用房
汽车安全检验台

汽车清洁、清洗台

配电室

门卫、传达室（出站

检查室）

汽车客

运站公

共基础

设施

等级站

安全与

服务设

施

行包安全检查设备

安全消防设备

监控设备

旅客购票设备

候车休息设备

清洁清洗设备

安全与

服务设

施

广播通讯设备

行包搬运与便民设备

采暖或制冷设备

宣传告示设备

简易车

站

场地设

施
停车场（发车位）

站务用

房
候车厅（室）

站务员室

无障碍设施

盥洗室和旅客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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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客

运站公

共基础

设施

简易车

站

安全与

服务设

施

候车休息设备

安全消防设备

招呼站

场地设

施
车辆停靠设施

候车设施

水路公

共基础

设施

航道及

助导航

基础设

施

人工航

道
直立式混凝土

直立式块石

斜坡式混凝土

斜坡式块石

生态护坡

自然护坡

湖区航道

通航建

筑物

船闸及附属设施

船闸 座 钢筋混凝土

引航道

待闸锚地

导航建筑物

靠船建筑物

水路公

共基础

设施

航道及

助导航

基础设

施

通航建

筑物

船闸及附属设施

控制系统

电气系统

信息系统

其他

升船机及附属设施

升船机 台

引航道

待闸锚地



13

导航建筑物

靠船建筑物

控制系统

电气系统

信息系统

其他

航道整

治建筑

物
防护工程 护岸 平方米

枯水平台、水下护底、水下镇

脚

钢筋混凝土

水路公

共基础

设施

航道及

助导航

基础设

施

航道整

治物

防护工程

护滩 平方米

排体、钢丝网格、抛石、抛枕

结构

钢筋混凝土

护底 平方米

排体、钢丝网石兜、抛石、抛

枕

钢筋混凝土

坝体

丁坝 座

抛石、浆砌块、桩板、砼预制

件、沙枕-块石、沙枕-模袋砼

结构

钢筋混凝土

顺坝 座

抛石、浆砌块、桩板、砼预制

件、沙枕-块石、沙枕-模袋砼

结构

钢筋混凝土

导流坝 座

抛石、浆砌块、桩板、砼预制

件、沙枕-块石、沙枕-模袋砼

结构

钢筋混凝土

水路公

共基础

设施

航道及

助导航

基础设

施

航道整

治建筑

物 坝体 潜坝 座

抛石结构、桩板结构、砼预制

件结构、沙枕-块石结构

钢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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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类 防波堤 座

混凝土

抛石、砼预制构件、块石-砼预

制构件护面结构

堤类 挡沙堤 座

混凝土

抛石、砼预制构件、块石-砼预

制构件护面结构

航标

视觉航标

灯塔 座
钢筋混凝土

石砌、铸铁、钢

灯桩 座

钢筋混凝土、钢制结构

玻璃钢、滚塑、聚脲弹性体等

混凝土基座方形铁架

石砌塔

水路公

共基础

设施

航道及

助导航

基础设

施

视觉航标

导标 座
钢筋混凝土、钢制结构灯桩

钢管材质

灯船 座 钢制

灯浮 座
钢制

钢制、塑材质

桥涵标 座 钢制

立标 座 钢筋混凝土

浮标 座 钢制

航标 音响航标 雾号 座

无线电航标

雷达指向标 台/座 钢结构

雷达应答器 台/座 钢结构

AIS 实体航

标
台/座 钢结构

RBN/DGNSS

台站
台/座 混凝土/钢结构

AIS 岸台 台/座

其他助

航设施
基础测绘设施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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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电台
天线 副

铁塔 座

水路公

共基础

设施

航道及

助导航

基础设

施

其他助

航设施
信号台

航行水尺

自动水位仪

港口公

共基础

设施

码头
钢筋混凝土

永久性

临时性

防波堤 块石、护面块

体

永久性

临时性

护岸 平方米

锚地 座

附属设

施

港区内铁路专用线
公里

港区内道路 公里

进出港道路 公里

运输管道 公里

滚装连接桥 座

堆场 平方米

房屋 平方米
一般

临时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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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明细科目及编码表

一级科目

及编码

二级科目

及编码

三级科目

及编码
四级科目 五级科目 六级科目 七级科目 辅助核算 备查 核算内容说明

1801 公共

基础设施

180101 公

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

施

18010101

公路公共

基础设施

1801010101

国道

线路名称（含起止

桩号），如 G102

（K100-K130）

技术等级、

公里数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公用土

地、公路及构

筑物、安全设

施、绿化工程、

服务设施、通

信设施、收费

设施、监控设

施等的资产原

值。

1801010102

省道

线路名称（含起止

点）

1801010103

县道

线路名称（含起止

点）

1801010104

乡道

线路名称（含起止

点）

1801010105

村道

线路名称（含起止

点）

1801010106

独立桥隧

线路名称（含起止

点）

1801010107

专用公路

线路名称（含起止

点）

1801010108

公路渡口

线路名称（含起止

点）

1801 公共

基础设施

180101 公

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

施

18010102

汽车客运

站公共基

础设施

场站名称

等级站

场地设施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场地设施、站

务用房、生产

辅助用房、安

全与服务设施

资产原值。

站务用房

生产辅助

用房

安全与服

务设施

简易站

场地设施

站务用房

安全与服

务设施

招呼站 车辆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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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候车设施

18010103

航道公共

基础设施

航道名称

人工航道
核算人工航道

的资产原值。

通航建筑物 船闸名称
水系、公里

数、等级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船闸、引

航道、口门区、

连接段、待闸

锚地、导航建

筑物、靠船建

筑物、控制系

统、电气系统、

信息系统等资

产原值。

1801 公共

基础设施

180101 公

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

施

18010103

航道公共

基础设施

航道名称

通航建筑物
升船机名

称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升降机、

引航道、口门

区、连接段、

待闸锚地、导

航建筑物、靠

船建筑物、控

制系统、电气

系统、信息系

统等资产原

值。

航道整治物

防护工程

水系、公里

数、等级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护岸、护

滩和护底等资

产原值。

坝体

核算丁坝、顺

坝、导流坝、

潜坝等资产价

值。

堤类

核算防波堤、

挡沙堤等资产

价值。

航标 视觉航标

灯桩

水系、公里

数、等级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灯桩资产

原值

导标 核算导标资产

原值

灯船 核算灯船资产

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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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浮 核算灯浮资产

原值

桥涵标 核算桥涵标资

产原值

立标 核算立标资产

原值

浮标 核算浮标资产

原值

1801 公共

基础设施

180101 公

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

施

18010103

航道公共

基础设施

航道名称

航标

音响航标 雾号

水系、公里

数、等级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雾号资产

原值

无线电航

标

雷达指向

标

核算雷达指向

标资产原值

雷达应答

器

核算雷达应答

器资产原值

AIS 实体

航标

核算 AIS 实体

航标资产原值

RBN/DGNSS

台站

核算

RBN/DGNSS 台

站资产原值

AIS 岸台
核算 AIS 岸台

资产原值

其他助航设施

基础测绘

设施

水系、公里

数、等级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基础测绘

设施资产原值

海岸电台
核算海岸电台

资产原值

信号台
核算信号台资

产价值

航行水尺
核算航行水尽

资产价值

自动水位

仪

核算自动水位

仪资产价值

其他
核算其他助航

设施资产

1801 公共

基础设施

180101 公

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

施

18010104

沿海航海

保障公共

基础设施

航标 视觉航标

灯塔
港区、站点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核算灯塔资产

原值

灯桩
港区、站点

核算灯桩资产

原值

导标 港区、站点 核算导标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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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 原值

灯船
港区、站点

核算灯船资产

原值

灯浮
港区、站点

核算灯浮资产

原值

桥涵标
港区、站点

核算桥涵标资

产原值

立标
港区、站点

核算立标资产

原值

浮标
港区、站点

核算浮标资产

原值

音响航标
雾号

港区、站点
核算雾号资产

原值

航标 无线电航标

雷达指向

标
港区、站点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雷达指向

标资产原值

雷达应答

器
港区、站点

核算雷达应答

器资产原值

AIS 实体

航标
港区、站点

核算 AIS 实体

航标资产原值

RBN/DGNSS

台站
港区、站点

核算

RBN/DGNSS 台

站资产原值

AIS 岸台 港区、站点
核算 AIS 岸台

资产原值

1801 公共

基础设施

180101 公

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

施

18010104

沿海航海

保障公共

基础设施

其他助航设

施

基础测绘设施 港区、站点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基础测绘

设施资产原值

海岸电台

天线
场地

核算天线资产

原值

铁塔
场地

核算铁塔资产

原值

信号台 场地
核算信号台资

产原值

航行水尺 港区、站点
核算航行水尺

资产原值

自动水位仪 港区、站点
核算自动水位

仪资产原值

其他助航设施 港区、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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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0105

港口公共

基础设施

港口名称

码头
港区、个

数、吞吐量

建设时间、各

项组成部分

资产名称、资

产价值、计提

折旧方法和

年限。

核算码头资产

原值。

护岸
核算护岸的资

产原值

防波堤

港区、个

数、吞吐量

核算防波堤的

资产原值。

附属设施

核算港区内铁

路专用线、港

区内道路、进

出港道路、运

输管道、滚装

连接桥、堆场、

房屋等的资产

原值。

锚地 港区
核算锚地的资

产原值。



附件 2:

关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

会计核算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了确保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交通运输领域全面有效实施，

我们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号——公共基础设施》（财会〔2017〕

11号，以下简称 5号准则）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财会〔2018〕

34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34号文）等，结合交通行业实际，

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是政府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据统计，截至 2018年末，全

国公路总里程 484.65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12.71万公里，

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 23919个。由于相关法规制度尚不健全

及其他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由政府会计主体控制的、满足社会

公共需要的大量水路公路公共基础设施未入账核算或未恰当核

算，导致政府投资形成的巨额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在政府会计主体

资产负债表中未得到全面反映。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登记入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



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2017年，财政部印发 5号准则，规范

了公共基础设施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2018年，财会

〔2018〕34号文又进一步对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的会计

处理进行了规范。根据上述文件要求，作为公共基础设施重要组

成部分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均应自 2019年 1月 1日起作为

公共基础设施登记入账。一年多来，各级财政部门会同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公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施登记入账，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

要表现在：部分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会计记账主体不明确、

资产分类及核算范围不清晰、存量资产入账方法操作落地难、核

算明细科目设置无统一标准等。这些困难和问题不仅影响到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的有效实施，也影响到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因此，研究起草《通知》，是推进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全面有

效实施的迫切需要，是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基础

工作，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权责发

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共中央关于

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

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起草过程

2019年 3月，我们会同交通运输部财务审计司启动了《通知》

的研究起草工作。通过课题研究、深入调研、专家研讨等方式，



于 2019年 9月形成了《通知》初稿。

2019年 10月至 11月，我们会同交通运输部财务审计司组织

召开专家座谈会，对初稿内容进行了讨论和完善，形成了交通行

业内部征求意见稿。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2月，交通运输部财

务审计司就内部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了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部属有关单位、部内有关司局的意见，并组织专家座谈会进

行研讨。

今年 3月以来，我们根据各方反馈意见和建议对交通行业内

部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通知》征求意见稿，拟进

一步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意见。

三、主要内容

《通知》以 5号准则和财会〔2018〕34号文为基础，旨在进

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会计核算，主要内容包括六个

方面 12个具体事项：

（一）总体要求。明确了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会计核算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二）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确认。明确了 2个事项：

一是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界定；二是明确公路水路公共基础

设施记账主体。

（三）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成。明确了 1个事项，

即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成。

（四）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计量。明确了 3个



事项：一是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初始计量原则；二是重置成本

标准的确定；三是重置成本标准参考因素。

（五）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明确了 3个

事项：一是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二是水路公共基础设

施的明细核算；三是运输站场公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

（六）组织保障。明确了 3个事项：一是严格责任落实；二

是加强业务指导，三是强化宣贯培训。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几种特殊情况下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

体。

一是关于中央委托地方管理的国道。根据《交通运输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中央负责管理维

护的部分普通国道，委托地方具体实施界河桥梁管理和养护，并

承担后续支出责任。按照“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谁记账”的原则，

应当由中央部门记账。但是，目前预算资金安排仍以转移支付方

式进行，不纳入交通运输部部门预算，为使预算安排、资金使用、

资产管理相统一，《通知》明确中央委托地方承担管理维护职责

的，由地方具体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的行政或事业单位作为相应公

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记账主体进行确认。

二是关于企业管理维护的政府还贷（还债）公路。对于企业

管理的通行费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

政府还贷（还债）公路，从现行管理体制看，没有明确哪个政府



会计主体承担其管理维护职责，在此情况下，为加快推进公路公

共基础设施资产全面、及时登记入账，保证国有资产统计、报送

资料完整，《通知》明确，对于车辆通行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管理且相应的债务由政府偿还的政府收费公路（包括存量的政府

还贷公路），由负责编制通行费支出预算的行政事业单位作为记

账主体；对于车辆通行费未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且相应的债

务由企业偿还的其他收费公路，暂由企业入账。

（二）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构成和明细核算。

5号准则和财会〔2018〕34号文对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

的分类和构成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实务中这类资产的核算

内容和范围不一致、明细科目设置不统一，不利于政府财务报告

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填报。《通知》依据《公路法》、

《航道法》、《港口法》、《公路管理条例》、《港口经营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并结合《航道法释义》、现行行业标准、统

计指标等，对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成和会计明细科目及编

码予以明确。

（三）关于农村公路纳入公路基础设施。

《通知》将村道纳入公路公共基础设施范围，主要基于以下

三方面考虑：一是《关于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的

指导意见》中，将包含村道在内的农村公路都纳入到了财政承担

支出责任的公益性设施中；二是正在征求意见的《公路法修正案

（草案）》中，明确村道为公路的组成部分；三是中央在村集体



资产确权时，没有将村道确权为村的集体资产。

（四）关于存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初始入账的原则。

财会〔2018〕34号文规定，单位应当首先按照公共基础设施

的初始购建成本确定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入账成本，其次依

次考虑评估价值和重置成本。但是，据了解，很多存量公共基础

设施因形成历史久远，难以取得初始构建成本。考虑到财政部

2002年印发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号，

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已经明确了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

算管理要求，《管理规定》执行后形成的公共基础设施应当能够

取得购建成本。为了尽可能准确客观地计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

施的价值，《通知》以《管理规定》出台时间为分界线，对存量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入账成本确定进行了分段处理，即

对于尚未入账的存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在《管理规定》施

行之后建成的，一般应当按照其初始购建成本入账；在《基本建

设财务管理规定》施行之前建成的，应当按照财会〔2018〕34号

文有关规定确定初始入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