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1992 年 11 月，我国财政部发布第一部《企业会计准则》（后来称之为《基

本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规范的制定开始与国际惯例接轨。1997 年 5 月，

我国财政部颁布第一项具体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随后发

布了《现金流量表》等多个具体会计准则。2006 年 2 月，我国财政部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

体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惯

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新旧会计准则实现平稳转换和有效实施以后，

我国随即全面启动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等效的相关工作。2007 年 12
月，内地与香港签订了会计准则等效联合声明，确认了内地会计准则与“香

港财务报告准则”具有同等效力。2008 年 11 月，欧盟决定自 2009 年 1 月起，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欧盟实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为了实现与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2014 年，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

允价值计量》等 3 项具体会计准则；同时，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

股权投资》等 4 项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

1992 年至今 20 多年以来，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

于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促进我国企业

参与国际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

定还是走了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如公允价值应用的反复、较高的会计

准则修订频率等就足以证明。

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包括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和会计准则解释三

个层次。具体会计准则一般又分为通用会计准则和特殊会计准则。通用业务

会计核算相对简单并且已经比较成熟，存在的问题较少。相对而言，特殊会

计准则的内容则比较复杂并且发展时间较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较

多。基于这一考虑，本书拟专门针对特殊会计准则进行研究。然而，需要说

明的是，本书所研究的会计准则仅包括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租赁、

所得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合营安排、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等，并

没有对所有的特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研究。

本书主要从三个视角展开研究：一是历史视角。研究历史既可以预测未

来，又可以让读者了解会计准则制定的来龙去脉，从而通过会计准则制定背



景更加深入地把握会计准则的内容。二是比较视角。本书不仅研究中国的企

业会计准则，还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国外相关会计准

则进行比较分析。三是问题视角。本书不仅分析理论，还对会计准则执行中

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完善会计准则的对策建议。期望能够对修订和完

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本书由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南川分所所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刘伦和重

庆资深注册会计师、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李越共同提出研究提纲和

思路。由刘伦、李越、李敬飞（重庆城市职业管理学院讲师）、冷峥峥（重庆

财经职业学院讲师）、张巧兵（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专业研究生）共同撰稿完

成。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学者的研究资料，特向有关作者表示

感谢。本书的写作，得到了重庆工商大学罗勇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他对本书

的撰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本书得以出版，还要

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顾飞老师的帮助和支持！借此书，还要感谢我的家

人，感谢我的同事，感谢所有曾经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

笔者一直从事会计实务工作，对会计理论研究及某些问题的分析可能不

深、不透，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同仁指正！

刘 伦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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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章 绪 论

企业会计准则是国际通行的企业会计核算规范形式，分为基本会计准则、

具体会计准则和会计准则解释三个层次。具体会计准则包括通用业务会计准

则、特殊业务会计准则和特殊行业会计准则，后两者统称特殊企业会计准则。

20 多年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节 会计准则的含义及其结构层次

什么是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特点有哪些？会计准则包括哪些结构层

次？目前，会计界对这些基本问题还没有一致的认识，需要继续进行探讨。

一、会计准则的含义

关于会计准则的概念，我国会计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或提法
①
：

（1）杨纪琬教授认为：“会计准则，一般是指财务会计准则，从这个前提

出发，会计准则的含义一般定义为：进行会计核算工作的规矩，处理会计业

务的准绳。”

（2）娄尔行等教授认为：“会计准则是会计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指导会计

工作的规范。”

（3）葛家澍教授认为：“企业财务会计准则是企业会计核算的规范。”

（4）刘峰教授认为：“所谓会计准则，是会计人员执行会计活动所应遵循

的规范和标准，它也是对会计工作进行评价、鉴定的依据。”
②

上述四种认识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会计准则的内涵。杨纪琬教授认为，会

计准则主要是指财务会计准则，但“规矩”和“准绳”的性质界定似乎有过

① 罗勇等：《会计准则理论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刘峰：《会计准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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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之嫌，例如《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也属于“规矩”和“准绳”

的范畴，但它们并不是会计准则。娄尔行教授和刘峰教授的观点是立足于整

个会计体系而言的，会计准则既包括财务会计准则，也包括管理会计准则。

然而，目前会计界所称的会计准则显然只是指财务会计准则。广义的“会计

实践”“会计工作”还包括了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工作，难道《企业财务通

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文件也属于会计

准则？显然不是。同时，将会计准则定位于“规范”和“标准”，仍然有范围

过宽之嫌。葛家澍教授将会计准则定义为“核算的规范”，应该说已经有范围

的界定，即“核算”的规范，不是“管理”的规范，但会计惯例属于会计规

范而不是会计准则，说明其概念仍然存在局限性。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准则是指言行、行动所依据的原则”。

结合我国会计学术界对会计准则的看法，我们赞同罗勇教授的观点。他认为，

会计准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会计准则是指指导整个会计工作的规范，

不仅包括会计核算规范，还包括会计管理规范。狭义的会计准则仅指财务会

计核算方面的规范，它是一种成文的会计核算规范，是处理会计业务必须遵

循的准绳和指南。该定义强调会计准则是一种成文的规范，不同于会计惯例；

强调必须遵循，说明其强制性；定位为“准绳”和“指南”，说明其指导性和操

作性。
①

按照罗勇教授的观点，会计准则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成文性。会计准则必须是成文的规范。不论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

员会（FASB）制定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
制定的《财务报告准则》（FRB），还是我国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都是成

文的规定。这一特征可以确保会计准则的严格执行，同时也是会计准则与会

计惯例的重要区别。

（2）规范性。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要求会计实务应

当按照准则的规定执行。

（3）权威性。会计准则是会计界普遍认可的标准，只有得到会计理论界

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会计准则才能真正起到准则的作用。

（4）中介性。会计准则既非纯会计理论，也非纯会计实践，而是连接会

计理论和会计实践的中介。

（5）适应性。会计准则应该与其会计环境相适应，因此不同国家（或地

区）、不同时期的会计准则应当有所不同。

① 罗勇等：《会计准则理论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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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准则的结构层次

所谓“结构”，就是指形成整体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各要素如何

相互联结、相互依赖，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会计准则应具有一定的

结构层次。

（一）会计准则的层次

关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层次结构，会计界存在多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包括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会计准则）和

具体会计准则两个层次。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会计准则）的内容主要包

括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及其确认、计量、报

告的基本要求。具体会计准则是针对各种经济业务作出的具体规定，其特点

是操作性强，可以根据其直接组织该项业务的核算。

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无层次之分。有的学者认为，应将我国的基

本会计准则改造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没有必要再将准则分为两个层次，或

至少应放弃‘具体准则’的概念，准则就是准则，在形式上无所谓‘基本’

和‘具体’之分”
①
。

第三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体系应该包括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

和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三个层次。
②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目的在于提高具体会计

准则的操作性，同样属于会计准则的层次范围。

第四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体系应该包括三部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因此，我国除了保留《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以外，还应该再构建一个概念框架。

第五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体系包括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具体会计准则

及其应用指南三个层次。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指导会计准则制定的理论。

上述五种观点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确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会计准

则中的地位，即概念框架属于理论范畴还是准则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传统

上都把概念框架明确定位为理论范畴，其作用在于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对

会计实务不具有约束力。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003 年在研究

报告中提出：实施目标导向会计准则，必须对概念框架进行改变。
③
将原本不

① 陈箭深：《完善我国财务会计规范的思考》，《会计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② 孙芳城，何建国：《现代企业制度下财会运行机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美国财务报告采用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体系的研究》，财政部

会计司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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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权威文献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经过改进提升到权威文献的最高层次，改

进之后的概念框架文件不仅仅用于指导具体准则的制定，也将用于指导会计

职业界处理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疑难实务。这样的话，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便

被纳入会计准则的范畴。

我们认为，具体会计准则不可能包罗万象，制定原则性的“基本会计准

则”是必要的。但是，用于指导准则制定的理论与规范会计实务的准则毕竟

存在许多不同，因此建议分别制定概念框架和基本会计准则为宜。对于我国

而言，我们赞同在保留基本会计准则的同时，另外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

观点，即两者并存。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理论指导作用不容替代。世界各主要国家

和组织的准则制定机构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要构造出一个概念框架以支撑其

准则制定，其原因在于概念框架能够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从而保证

会计准则的逻辑一贯。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事先约定的

概念框架作为参考指南，那么，不同的准则制定组织或者某一具体准则制定

的个人，将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重新探讨其中所涉及的相同理论问题，

而且常常出现各准则之间约定的不一致，或者所依据的概念基础不能相容，

所制定出来的具体准则就会出现相互矛盾和逻辑不一致。同时，概念框架可

以消除或降低准则制定中的政治压力。当拟议中的会计准则受到来自某一利

益集团的干涉时，该准则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有了概念框架，准则制定者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排除外来的政治干扰。

另一方面，基本会计准则不能取消。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层次已经深入人

心，不宜进行大的结构调整。我国会计人员已经习惯了将会计准则分为基本

准则和具体准则的层次划分。基本会计准则简明扼要，有利于会计人员系统、

快捷地学习和掌握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并且，当出现具体会计准则没有明

确规定的疑难实务时，基本会计准则可以起到指导和约束作用。

综上分析，科学的会计准则体系应该包括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

及其应用指南三个层次。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指导会计准则制定的理论，不

包括在会计准则体系之中。

（二）具体会计准则的类型

关于具体会计准则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存在争论。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

（GAAP）包括一般会计原则和特殊行业会计原则。其中特殊行业会计原则包

括银行和储蓄机构、娱乐业、特许权收费、保险业、抵押行业、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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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公司、养老金计划财务报表、房地产交易和受管理行业（如

公用事业、铁路、保险公司和有线电视）等。
①

葛家澍教授认为，我国（企业）具体会计准则包括：① 通用业务准则：

应收款项、存货、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研究与开发成本、递延资产、

应付款项、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确认、借款费用资本化、所得税会

计、或有事项和约定事项；② 特殊业务准则：外币业务、期货、租赁、合营

企业、企业合并、长期合同易货贸易、社会保障、补助与捐赠、企业清算；

③ 特别行业准则：银行会计、保险会计、石油天然气公司会计、音响影视业

会计、电脑软件成本；④ 报表准则：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②

1995 年，财政部会计司提出我国（企业）具体会计准则包括：① 基本业

务准则，如固定资产、投资、存货等；② 会计报表准则，如资产负债表、损

益表、现金流量表等；③ 特殊业务和特殊行业准则，如清算、外币折算、租

赁，以及银行业、保险企业、石油天然气行业等准则。
③
也有学者将特殊业务

准则和特殊行业准则区分开来，从而形成四项内容。
④

1999 年，阎达五教授和荆新博士将我国具体会计准则设计为“一般通用

会计准则”和“特殊专用会计准则”两个系列。特殊专用会计准则分为特殊

产业行业准则、特殊组织形式准则、特殊交易业务准则和特殊事项处理准则

四个类别。
⑤

在分析借鉴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我们主张将（企业）具体会计准则划分

为通用会计准则、特殊行业和特殊组织会计准则两个部分。通用会计准则规

范的内容是各行业、各组织都适用的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特殊行业和特殊

组织会计准则规范的是农业、金融等特殊行业和独资、合伙等特殊组织的会

计处理和财务报告。这种划分有三个好处：① 可以避免一般业务和特殊业务

界定不清的情况。或有事项、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业务属于特殊

业务还是一般业务，往往很难界定。有的业务目前少见，属于特殊业务，但

以后可能会经常发生。② 可以避免业务准则和报告准则界定不清的情况。许

多会计准则既有业务处理的内容，也有报表披露的要求。所谓的报告准则（如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也同样会涉及账务处理，没有必要将两者清楚地区

① 阎达五，荆新：《试论特殊会计准则》，《财会通讯》1999 年第 9 期。
② 葛家澍：《关于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等问题》，《会计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③ 陆兵：《加快建立中国会计准则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会计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④ 孙芳城，何建国：《现代企业制度下财会运行机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 阎达五，荆新：《试论特殊会计准则》，《财会通讯》199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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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来。③ 可以避免特殊行业准则和特殊业务准则界定不清的情况。例如，

租赁业务，既涉及专门的租赁企业，也涉及非租赁企业的租赁业务。

其实，近几年来，会计界对具体会计准则的分类已经探讨的很少。其原

因除了划分通用会计准则和特殊会计准则的意义不大以外，还在于完全划分

两者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原来所谓的“特殊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

发展，现在被认为属于“通用业务”，如或有事项业务、外币业务等。一个明

显的例证是，“中级财务会计”和“高级财务会计”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或

教材内容）往往很难界定，“所得税”“会计差错更正”等业务几乎是每个企

业都应该涉及的“通用业务”，但往往安排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称的“特殊会计准则”只是一个泛称，也许称之

为“部分非常用会计准则”更为妥当。本书所研究的内容没有包括全部的特

殊企业会计准则，甚至其中某些会计准则也可能被认为是“通用业务准则”。

第二节 中外会计准则的发展概况

会计准则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则在 20
世纪末期。深入考察会计准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求会

计准则的发展规律。

一、国外会计准则产生和发展历程

（一）美国会计准则的产生及初步发展

1. 美国会计准则的萌芽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会计准则的国家，其探索会计准则的过程可以追

溯到 19 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的规模日益

扩大，原来的独资和合伙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对资本的需求，股份

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逐步发展起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开始出现分离。

中小股东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他们非常关心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业绩。但由于当时美国缺乏约束公司行为的完整法律，从而出现了一系列

外部股东受损事件。当这些受损股东诉诸法律时，在他们所指控的公司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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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有相当部分是会计行为的公正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会计职业界

开始寻求统一会计行为的途径。1894 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APA）就

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资产负债表项目应当按变现速度从快到慢的顺序进行

排列。1906 年，该协会积极参与了为市政账户建立统一制度的工作。在统一

市政会计大会（1906 年 2 月 13～14 日）上，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提出一份暂

行统一会计制度。这一制度中所设计的统一格式的报告表，提高了市政报告

的质量，并且被若干主要城市所采用。1909 年，AAPA 成立了会计术语特别

委员会。1915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提出必须建立一套统一会

计制度的建议。1917 年，AAPA 提出的资产负债表标准格式和编制程序，经

联邦储备委员会审议通过，作为同年 4 月的《联邦储备公报》正式发表，稍后

以《统一会计》（The Uniform Accounting）为名再版发行。1918 年，该文件又

以《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标准方法》（Approved Method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Balance Sheet Statement）为名再版发行。AAPA 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是美国制

定会计准则的最初尝试。
①

2. 美国会计准则的产生

尽管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早期制定统一会计（标准）的努力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是，在当时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中，仍有不少人抵制会计处理的

统一化。当时实务界的领袖人物之一迪金森（Arthur L．Dickinson）曾说：会

计师们从来不可能有一部关于规章的书，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迫使你

应用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职业会计师的原因。另一实务界的领袖人物

乔治·O. 梅（Geroge O．May）也认为，由于会计师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职

业工作的本质必须是行使判断。
②
《会计杂志》（The Journal of Accounting）在

1929 年 5 月的一篇编者评论中提出：“为不同企业制定统一会计制度和审计制

度的任何建议是危险的。”
③
当时盛行的观点是：会计是一门艺术，它不是一

门科学。受这种流行的会计艺术论的影响，当时的会计实务仍然相当混乱，

甚至被认为“比之 19 世纪后半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9 年，美国爆发了持续数年的经济大危机。人们普遍把经济危机爆发

归咎于政府对证券交易管理不善和财务报表的失真。在 1930 年的美国会计师

① 曹伟：《会计准则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刘峰：《会计准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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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注册委员会执行助理霍克西（J. U. B. Hoxsey）
大力抨击了当时的会计实务，引起了会计职业界的很大反响，促使美国会计师

协会很快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与证券交易所协调委员会”（Committee on
Coorperation With Stock Exchange），并任命当时著名会计师乔治·O. 梅（Geoge
O. May）为主席。该委员会经过对会计实务的充分调查，建议制定一些应该

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accounting principles）。1933 年，该特别委员会提

出了第一个会计原则草案，并向协会和交易所提交了六条建议。1934 年，纽

约证券交易所批准通过了其中的五条建议，并增补一条，这六条被作为“认

可的会计原则”（accepted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发表。1936 年，美国会计师

协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在“财务报表的检查”报告中，又加入了“一般的”

（generally）一词，从而正式产生“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的概念。1938 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成立了会计程序委员会

（Committee on Accounting Procegures，CAP），负责公认会计原则的制定。会

计程序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进入了有组织、有意识地制定会计准则的

阶段。从 1939 年到 1959 年，会计程序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会计研究公报。

3. 美国会计准则的初步发展

由于会计程序委员会没有从根本上建立一套能作为具体会计准则制定基

础的会计原则，这导致其准则制定过程被认为是支离破碎的，CAP 的权威也

不断受到挑战。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在 1959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

设立了会计原则委员会（Accounting Principle Board，APB），取代了会计程序

委员会。1959—1972 年，APB 共发表了 31 份“意见书”（APB，S Opinions）

和一些“报告”（APB，S statements）。1963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

决定 APB 发布的公告对所有会员都具有约束力，明确认可了 APB 的权威性。

从此，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转入具有较大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新阶段。

然而，会计原则委员会（APB）的工作仍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外

界批评 APB 忽略了对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导致“意见书”缺乏理论框架而

前后不一致，并且认为 APB 的成员结构不合理，无法抵制外界集团的压力。

1973 年，一个独立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新机构——财务会计基金会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FAF）成立，以监督准则的制定过程。

财务会计基金会下创立了制定准则的机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FASB 的主要任务是：针对重大会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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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回顾前任机构制订的准则文告，并制定相应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

（Statement on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SFAS）及其解释文件（FASB，S

Interpretation）。至此，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二）英国会计准则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英国是最早实行公司制的国家。早在 16 世纪，经皇家特许，英国成立了

许多股份公司。 18 世纪初，许多未经政府特许的合股公司（ joint-stock
company）也出现了。特许公司认为，这些民间公司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

游说国会于 1720 年通过《取缔投机行为和诈骗团体法》，禁止民间自行建立

公司，并在 1844 年通过了《公司法》，规定公司的设立由特许改为注册。同

时，该法案还要求所有公司必须设立适当的会计账簿（ proper book of
account），这些账簿必须包括为“真实与公允”地揭示公司的财务状况所必需

的各种信息。每个公司都要委托一名合格的审计师。但是，《公司法》并没有

规定具体的会计准则，英国的会计实务完全由法律支配并由会计师作出职业

判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

1940 年，英国国会为修订《公司法》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科亨委员会”

（Cohen Committee），使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1CAEW）担心：职

业界如不迅速行动起来，改进自身的工作质量，政府将有可能会加强对会计

职业的法律控制。因此，ICAEW 在 1942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并发布

《会计原则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on Accounting Principles）。但是，该建

议书对会计实务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因此未能使英国的会计实务发

生实质性的转变。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发生了多起财务报表失去

“真实与公允”的重大案件，引起了很大震动，招致了公众对英国会计落后状

态的严重不满。作为对公众批评的回应，1969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

师协会的理事会发表了《七十年代会计准则的设想》，表述了他为推动和改进

会计工作的打算。197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联合苏格兰特许

会计师协会、爱尔兰特许会计师协会等另外四个会计职业团体成立了“会计

准则筹划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Steering Committee，ASSC）①
。

1976 年，另一个会计职业团体——公共财政与会计特许协会——加入

ASSC 后，六个会计职业团体便成立了会计职业团体协商咨询委员会（The
Consultation Committee of Accountancy Bodies，CCAB），并将“会计准则筹划

① 其成员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以外，还包括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爱尔
兰特许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成本与管理会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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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更名为“会计准则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ASC）。
ASSC 和 ASC 制定的会计准则都叫“会计实务准则公报”（SSAPs）。

尽管 ASSC 和 ASC 为英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其自

身存在的问题仍然导致了很多批评。针对这些批评，CCAB 在 1987 年成立了

德林委员会（The Dearing Committee），专门对英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制

定程序进行重新评估。该委员会在 1988 年发表了一份题为《会计准则的制定》

（The Making of Accounting Standards）的报告，该报告建议成立新的会计准则

理事会（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ASB）取代原先的会计准则委员会

（ASC），该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1990 年，会计准则理事会（ASB）成立，

其发布的会计准则称为《财务报告准则》（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FRS）。

二、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历程简要回顾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会计模式借鉴了苏联的统一会计制度。但改

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会计准则逐渐进入我国会计界的

视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会计改革

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国际会计接轨成为我国会计改革的必然选择。1992 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该准则从 199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

财政部颁布了《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等 13 个行业

会计制度，形成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并存的格局。

从 1997 年开始，为了适应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财政部按照“成熟一项，

发布一项”的准则制定思路，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

其交易的披露》等 16 项具体会计准则。在这一时期，财政部还出台了《企业

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三项会计制度。这样，

我国会计制度体系从原来的 13 个行业会计制度转变成现在的三项制度，基本

涵盖了全国各类企业。

由于原来“成熟一项，发布一项”的准则制定思路容易导致会计准则之

间的不协调甚至出现相互矛盾，财政部决定改用集中发布会计准则的方式。

同时，为了全面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在多年研究和制

定准则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

国会计审计准则体系发布会，集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这些会计准则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在上市公司实施，目前已在国内所有大中型企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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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已经基本

停止使用。

2014 年，财政部再次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

权益的披露》等 3 项具体会计准则。同时，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

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

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等 4 项会计准则进行

了修订。

我国在 1992—2003 年，以及 2006、2014 年发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与修订一览

1992—2003年
发布的会计准则

新会计准则
制定（修订）

时间

《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2006年制定、
201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2006年制定、
201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5号——生物资产》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
性交易》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
2006年制定、
201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0号——企业年金基金》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 2006年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7963962191.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7765667230.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7562920371.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7314700954.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7113641404.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6872056685.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6627195883.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6338619295.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2407342121.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5091926057.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5091926056.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4419953957.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4075421241.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3541088986.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32693416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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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租赁》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

2006年

续表 1.1

1992—2003年
发布的会计准则

新会计准则
制定（修订）

时间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保值》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25号——原保险合同》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26号——再保险合同》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27 号——石油天然气开

采》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
表日后事项》

《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
2006年制定、
201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1号——现金流量表》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中期财务

报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2号——中期财务报告》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
2006年制定、
201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4号——每股收益》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35号——分部报告》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
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 2006年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2259033780.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1905707597.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1479336562.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1266534679.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1001374405.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0773225890.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8909575330.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8909575330.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8428192634.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7543404399.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7182317009.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6869721539.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6376562343.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6376562343.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6086885687.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6086885687.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5730196972.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5730196972.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4747377517.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4194387491.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3130510877.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2739158939.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2407342122.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20250142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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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2006年制定、
201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

2006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 2014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 2014年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
益的披露》

2014年

第三节 我国特殊会计准则问题分析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特

别是特殊会计准则由于业务相对复杂、制定时间晚等多方面原因，存在的问

题更多。鉴于后面相关章节要对相关会计准则进行具体分析，本节仅对主要

的几个问题做一些简单探讨。

一、特殊会计准则与其他会计准则逻辑一贯性问题

理论上，会计准则应当逻辑一贯，然而我国会计准则却存在一些逻辑不

一致的情况，特别是特殊会计准则与其他会计准则的逻辑一贯性较为欠缺，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形式和实质都相同的经济交易，会计准则的处理却不同。比较典型

的是特殊会计准则中广泛存在的“界线检验”，使一些实质相同的交易作出了

不同的会计处理。例如，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收到补价方）补价占换出

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或（支付补价方）补价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支付补价

之和的比例小于 25%，该交易则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否则，视为货币性交

易。25%成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与货币性交易的“分界线”。又如在租赁业务

中，更是有远远低于（≤5%）、大部分（≥75%）、几乎相当（≥90%）等多

处数字标准；在或有事项中，也存在广泛的“界线检验”（95%、50%、5%），

等等。这些“界线检验”客观上为那些“钻空子”的人提供了依据。“交易的

形式或者结构的细小变化都会突破临界点，从而使经济上相关的交易形成不

同的会计处理结果。”“落在同一界线两侧的交易通常很相似，但却作出了截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1600779411.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1100787111.pdf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211007871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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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的会计处理。”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恐怕谁也没有令人信服的

解释。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许多“界线”的设定往往具有较大的随意

性，从而导致一些与经济交易实质不相符合的会计处理。
①

（2）形式不同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经济交易，不同的会计准则做出了不

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处理规定。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规定，债权人的债务重组损失记入“营业外支出”，而坏账损失却记入“资产

减值损失”，其实两者性质相同，都是没有收回的应收款项。又如，在 2001
年修订和发布的 8 项会计准则中，严格限制了公允价值的运用，而同时要求

企业全面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必然运用公允价值，这使人

感觉到各项具体准则之间的制定基础相互矛盾。尽管 2006 年修订后的会计准

则对此做了很大改进，但仍然感觉比较模糊。

（3）形式（过程）不同但结果相同的经济交易，不同的会计准则作出了

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处理规定。从逻辑一贯性的角度来说，交易结果相同

的经济业务，其会计处理结果也应当基本一致。而我国会计准则可能导致交

易结果相同而会计处理迥异的情况。例如，甲公司用一批 A 商品与乙公司的

B 商品交换，A、B 商品的成本分别为 7 万元和 8 万元，市价均为 10 万元（假

设不考虑相关税费）。这本来是一笔典型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结果是甲

公司取得了 B 商品，乙公司取得了 A 商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某些企业通

过对交易过程的操纵，做出了五种结果迥异的会计处理。我们姑且不论这五

种做法是否合法，仅就相同结果的交易有五种不同利润结果而言，会计的科

学性就让人怀疑，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会计准则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逻辑不一

致问题。2006 年修订后的新会计准则虽然有所改进，但类似情况仍然存在。不

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样可以通过上述手段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

二、特殊会计准则的会计处理科学性问题

我国特殊会计准则中存在着较多不够严谨的会计处理规定和概念表述，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 某些会计处理不合理，甚至存在错误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规定：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经营租赁

① 罗勇：《会计准则中的“界线检验”初探》，《财会月刊（A 版）》2004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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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予以递延，并在租赁期内进行分摊，

作为租金费用的调整。在经营租赁中，经常发生递延收益（售价高于资产账

面价值的金额）大于租金总额的情况，特别是在租赁期较短的情况下，更是

如此。此时，分摊的递延收益会使计入各期的租金费用结果为负数。例如，

CJ 公司将一台设备销售给 HH 公司，设备原值 150 000 元，累计折旧 50 000
元，销售价款 140 000 元。同时，CJ 公司立即从 HH 公司将该台设备租回用

于产品生产。租赁期两年，每年支付租金 10 000 元，租金按年支付。售后租

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租赁。按照准则规定，CJ 公司将设备的公允价值高于账

面价值的差额 40 000 元需要在两年内进行分摊，调整各期的租金费用（制造

费用）。但是，CJ 公司两年的租金总额（制造费用）仅为 20 000 元。调整后

的结果是：CJ 公司两年实际计入制造费用的金额为-2 0000 元（不考虑相关税

费）。产品生产使用了租赁设备，不仅不承担费用，反而减少产品成本，这是

何理？又如，《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规定：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的，债务人应当将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的公允价值作为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

值。修改后的债务条款如涉及或有应付金额，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债

务人应当将该或有应付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举例说明：企业现欠银行借款

本息合计 120 万元，债务重组条件是银行免去积欠利息 30 万元，并将期限延

长两年，年利率 4%。如果企业在两年内扭亏为盈，利率则为 5%。企业估计

很可能会扭亏为盈。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重组后的债务入账价值为 100
万元，同时将很可能支付的 2 万元（100×1%×2）利息确认为预计负债。然而，

企业将来确定会支付的利息 8 万元（按 4%计算）并没有确认为负债，这显然

是不合理的。

2. 某些会计处理可能滋生更多的利润操纵行为

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将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允许

债务人确认重组收益，《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在

具有商业实质并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以公允价值确认换入资产

的入账价值并确认置换收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很可能会在公司出现亏损的

情况下，或者出于维持公司业绩或者配股的需要，通过债务重组确认重组收益

或者与上市公司以优质资产换劣质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来改变上市公司

的当期损益。《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规定，如果相关资产的购

建或生产占用了专项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被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允

许计入资产成本。上市公司可能在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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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上打主意。企业如欲提升业绩，则可以采用一定的手段使专项借款之外

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符合计入资产的要求，从而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三、特殊会计准则的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问题

会计准则应该具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以便会计人员学习和执行。但

是，我国会计准则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还不够。

1. 可理解性较差

会计准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别表述容易引起误解。例如，在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中涉及“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和“资

本化率”两个概念，让人很难理解，甚至引起误解。其实，累计支出加权平

均数实际上就是在建工程等相关资产累计资金平均占用额，资本化率就是利

息费用资本化的利率。笔者曾经建议将两者分别改称为“累计资金平均占用

额”和“资本化利率”
①
。二是会计准则表达方式过于西化。许多具体会计准

则都存在从国外原文翻译的痕迹，与我们习惯上采用的表达方式和理解思路

不太协调。有些重要的解释和说明句子过长，人们理解起来比较费力。有些

直接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如“利得”），也让人难以理解。三是准则的“指南”

和“讲解”质量不高。目前发布的“指南”和“讲解”参考价值并不是很大，

主要原因是简单、重复太多，而真正需要规范的问题往往找不到相应的说明，

甚至还存在一些不准确或者值得商榷、容易使人误解的说明或范例。

2. 可操作性较差

从 2006 年出台的新会计准则来看，可操作性较差更为突出，许多准则存

在着更多的高难度动作，如购买法、计税基础、资产重组等，除了计税基础

外，大部分都与公允价值有关，这要求准则实施者不但是报表的编制者，还

是估价师，这需要报表编制者系统学习价值评估技术和方法，增加估价知识；

除此之外，还应有相应的数据库支持，以便报表编制者在对资产定价选取参

数使用，包括宏观、行业分析所需要的相关信息。此外，公允价值与风险管

理紧密相关，公允价值实际就是资产风险的量化，会计准则的变化顺应了金

① 罗勇：《刍议借款费用准则中存在的问题》，《财会月刊（A 版）》2004 年第 9 期。

http://www.casc.gov.cn/wjk/200608/P0200608105319057075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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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工具和金融交易日益复杂的发展趋势，也给我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了挑战。

会计准则实施的技术支撑环境目前在国内将是一大难题。在《企业会计准则

第 21 号——租赁》等许多会计准则中都引入了“现值”概念，但实际工作者

中不会计算现值的会计人员不在少数。

又如，《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同时换入多项资产的，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

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换入资产

的原账面价值占换入资产原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

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显然，由于换入非货币性资产的账面价

值是指换出方的账面价值，对于换入企业而言，也许是对方的商业秘密，难

以取得，缺乏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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