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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计准则的完善

1992年11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并规定全国企业和实行企业管理的单位于

1993年7月 1 日起执行。 这标志着我国会计事务管押工作有了质的飞跃。《企业会计准则》只

提出了会计处理的 一般原则、 六项会计要素的处理原则以及会计报表的编制要求等， 具体的

会计处理细则需要在之后若干年内通过具体会计准叫加以完善。 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刚刚

实施， 谈不上有丰富的实践加以检验， 而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 则要视改革实践的发展而逐

步出台， 所以迫切需要俯决 一些会计准则制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本文指出制定会计准则需

要处理好的若千关系， 并捉出进 一步完善会计泄则的看法。

一、 处理好会计准则与其他规范的关系

会计准则是只有国家法伴性质的政府法规， 旨在规范全国所有企业和实行个业管理的单

位的会计实务， 在实际执行时， 必会涉及到贝他相关或并行的规范， 主耍布会计制度、 税

法、 有关证券交易的法律以及财务通则等。 现分述如下：

1. 会计准则与统 一 会计制度的关系。

会计乱则是会计工作的规范， 也是评价会计工作质垃的淮绳。 业已颁伈的＜《企业会计准

则＞＞是财务会计进行会计处现和编制会计报表的依据。 从目前财政部的工作计划看， 会计

谁则体系包括婪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两个层次。 会计制度则K要是会计优证、 会计帐

称、 会计报表编制等 一整套程序和方认的总称。 会计制度与会计计1则是殊途同归的两种形

式、 两种工具， 因为它们都明椭提出会计工作的规范。 会计竹寸丿义）勺节伈现会计准则的要求？

<＜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 财政部考虑到会计人员对会计沿则有 一 个适应过程， 所以分行业

制订了 14 种会计制度。 这些会计制度都以＜＜企＼U,会计汁i'IJ]tj k'为依打，I11]Iljf本即了不问的行业

特征， 尤其是在会计科H的设罚上。

会计准则颁和以后， 尤其是具体会计准则制走以后， 要小耍再布会计店度， 对此我国会

计界存在若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 会计制度中有关具体业务的规:2, 将在具体会计准则

中载明。 具体会计准则 一且出台， 就没有必要另行制订统 一会计制度。 否则， 就毋儒制定会

计准则了， 就会背离制定会计准则的初火。 退 一步而言， 即使要钉， 也是过渡性、 示范性

的， 不具有强制性。 另 一种观点认为， 会计准则只规定了会计处理的 一般要求， 具体会计准

则也只处埋具体业务向订细原则以及牡殊必求。 没付统 一 的会计制度， 尤其是会计分录示

例， 会计人员仍兀刓适从， 因而还盂荽了寸统 一 的会计制度。

我们认为， 在会计准则体系中， 不1:!包括统 一会计制度， 否则， 限制了企业对使用帐户

和帐务处理方法的选择， 又回到了集中统 一 的老路， 不利千企业内部甘理。 更何况统 一会计

制度不可能凳括所有业务的会计处现；新的业务层出不穷， 也难以一一枚举。 此外， 各企业

业务特点各有不同， 硬性推行统 一 的会计制度已不切合实际。 因此， 我们主张将会计制度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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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企业自己去制订。 由企业根据会计准则的贤求， 结合本企业实际， 设翌帐户， 选择帐务处

理程序。 至千原会计制度中与会计准则和会计法重复或相似的部分， 可分别并入后两者的务

文之中。 当然， 在目前悄况下， 由千会计人员从总体来说专业知识水平付待提高， 理解和执

行会计准则还有 一定困难， 还不善于将会计准则规定运用千实际操i1之中， 会计制度作为示

范是必要的， 但不宜在全国分行业强制推广执行。

2. 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关系。

众所周知， 长期以来， 税务上的规定对我国会计实务影响巨大， 以致会计儿乎都是按照

税务规定处理的， 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差异很小。 会计利润和应悦利润若能统 一， 自然非常

理想， 既能增强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又可减少会计工作址。 然而会计准则和税法的目的有所

不同， 前者旨在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公允， 以供股东和债权人决策之用；后者旨在确保国家的

财政收入， 因而在收入（或利得）和费用（或损失）的确认时点和数额上有所区别。 如何处

理好两者的关系呢？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会计看， 主要有两种处理办法： 一是严格遵循税法上的有关会计处理

规定， 应税利润与会计利润趋于 一致。 欧洲大陆国家大都采用这种办法。 二是承认税法对会

计的影响， 但若税法规定与财务会计理论、 实务不 一致， 则按会计准则处理， 纳税时将会计

利润调整为应税利润。 典型的是美国的处理办法。 这样， 我们至少有两种选择： （l）坚持

会计处理严格遵循税法的会计规定。 这时， 税法中有关会计的规定就不仅应当考虑确保国家

依法取得财政收入的需要， 而且应当考虑真实公允揭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要求， 否则，

就难以实现会计目标。 这就要求在制订税法时， 尽屈吸收会计准则的规定。 (2)将税法处

理和财务会计实务分开， 求同存异， 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完全受税法的制约。 从＜＜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条款看， 是持后 一种观点的， 即将应说利润和会计利润分开。 会计学术界也较多

主张这 一种观点。 但就现行会计实务看， 仍受到税务规比的佷大影响。 如坏帐准备的提取，

产品质量担保侦务， 业务招待费以及滞纳金、 罚金支出等的处·：引， 均受到说务规定的影响。

我们认为， 既然＜＜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有关规定已允许应税利润和会计利润有所差

异， 会计实务就应当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或会计理沦的内在要求处理收入和费用项目， 而不

应受税法的局限和束缚。 另外， 必须指出的比， 会计利润与应悦利沺并非在任何收入或费用

项目的确认上均应有所差异， 相反， 其中很大淄分项l:i' 共处理是 一致I勹勺。 也不是两者的区

别越多越好， 差异越大越好。

3. 会计准则与证券叉易伯埋的关系。

从西方国家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历史石， 会计淮则与证好交易宵则的关系非祁衍切，

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证芬行理租证芬父易服务的， 是行证券上市的公司处理经济业务

的统 一 会计规范。 因而， 证券上市公司所提仇的会计［儿息是具实的、 可比的， 为买卖证券的

投资人所信赖， 也为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证券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对保证证芬交易的

公平合理进而稳定和发展金融市场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证券管理部门也已注总到了会计的正炭性， 相瑶颁布了 一些含自会计规定在内的证

券交易法规， 以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保护投食者时合法权益和礼会公共利益。 此外， 还颁布

了 一些直接与会计相关的条例， 以规范股份制企业讨会计处埋， 加强证券市场管理。 上述有

些条例的实施， 需要借助于会计准则；而有些条浏本身就体现看会计准则的要求， 是构成会

i十准：，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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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是证券管理法规， 还是业已颁布的公司法， 都已影111讨会计准则， 并使它承担更重要

的责任。 例如， 公司法规定， 公司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

立本公司的财务、 会计制度。 公司法的实施以及对证券市场的管理， 都有赖于会计信息， 面

完善的会计准刚是执法的基础。 另 一方面， 会计准则的制定也应当考虑证券管理法规的要求

和公司法的实施。 只有这样， 会计准则才胆H趋完善， 有关法规的综合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4. 会计准则与财务通则的关系。

在颁布和实施会计准则的同时， 财政部还奴布了（＜企业财务通则»' 并制定了分行业的

企业财务制度。 千是， 我们面临着会计准则和财务通则并行， 分行业会计制度和分行业财务

制度共存的局面。 对此会计界意见不 一， 有的土张两者并存，有的主张存会计， 皮财务，还

有的则主张存财务， 废会计， 等等。 出现以上分歧， 是有历史原因的。 现在， 有人把财务会

计理解为财务与会计， 而企业财务是国家财政的基层部分， 会计则主要是为完成财政任务

服务的。 另有人则把财务会计解释为财务的会计， 会计是财务大概念下的小棍念。 还有人认

为， 会计本身是一种管理活动， 是管理财务的会计。 我们持后 一种看法。
（＜企业财务通则＞＞和分行业财务制度， 涉及企业的理财（如资金筹措）、 税法规定（如

业务招待费开支、 滞纳金处理等）、 公司法规定（如建立资本金制度）以及会计准则规定

（如会计实务处现的原则和方法）， 其中有相当大部分内容是与会计准则重复的。 从历史渊

源看， «企业财务通则＞＞是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计划经济休制的产物， 它只能适用于国

有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是政府行使国有产权所有者职能的体现， 具适用性不如公司

法、 税法、 会计准则等法规广泛。

我们认力， 在公司法、 税法、 会计准则等颁伯和实施以后， 财务通则或财务制度可以废

止， 并入会计准则之中。 会计准则所不能覆盖的面又与会计相关的财务活动， 可分别纳入税

法（如允许列支的费用水平）， 或纳入公司法（如资本的筹集、 股票侦券的发行等）。 即使

要保留财务通则， 其范围也应大大缩小， 其内容只能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如何行使国有产权所

有者职能。 它仅仅对国有企业有效， 对其他经济成份的企业没有法律效应， 因而它并不具有

“通则 ” 的意义。

二、 处理好基本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制定的关系

制定会计准则， 必然要以 一 定的会计理论为指导， 否则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就

很对向成内在一致的系统， 甚至出现前后矛盾。 如果把会计理论看成是指导实践的以往经验

的总结， 则会计准则可以说是条文化的或法规化的会计理论。 基本会计理论涉及到会计目

标、 会计假设、 会计要素、 会计伯息的阮丛要求咎， 其研冗水平制约着会计准则的制定。

因此， 在制定会计准则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会计珅论的研究，以提高会计准则的质量和成效。

另 一方面， 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 事买上也是会计理论的研究过程。 业已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涉及到山本会计理论的许多方面， 如会计H标、 会计要素和计价原则给， 可为证明。

但是， 会计理论的研究不可能 一 溆面就， 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趋于成熟和完善。 所以， 对

制定会计准则就产生了几种不回看法。 一是允江行沁入细致向坠本会计理论研究， 在此坠础

上制定出相当成熟的基本会计准则， 然后沙文具仆1ik爷会计准则， 即由 一般到具体。 其优歧

是思路清晰， 而且可避免任一 开始就介入现有法规制度过多、 过于繁复面难以展开的纠缠。

代缺点在巨
＇

汴易1陷入l扩H凡久的论争， 众说吩织， 一 ·lI.j难以达成共识；笘轰轰烈烈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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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于不顾， 不足以解决问题， 为实践服务。 二是先不册兖埜本会计过论， 就事论宇， 先觥

决实际问题， 满足当前需要， 然后再研究店本理论， 即由具体到 一般。 只优点是便于将研究

活动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复杂纷繁的经济现象紧密结合起来， 祗够产生时时应用的效应。 但问

题在千许多业务尚未充分展开， 具体做法尚未定型， 卞质尚未暴论， 这无质增加了研究难

度。 此外， 倘若只集中千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上， 就难免缺乏基本会计过论与其：本会计准则

的指导， 而前后左右存在矛盾， 顾此失彼， 不能够达到浑然 一 体的高度。 三是 一般与具体齐

头并进， 在制定基本会计准则后， 不必过于追求其完善， 而是立即轧向具体会计准则的制

定， 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 这种思路既考虑了 一般需要， 又考虑

了具体问题， 是较为可行的做法。

目前， 财政部制定会计准则就采纳了以上第三条思路。 毫无疑问， 比较粗的坠本会计准

则制定在前， 具体会计准则制定在后， 两者可能不相协调， 甚至出现矛盾， 但目前不宜马上

修改基本会计准则， 因为新的事物还会涌现， 对基本会计准则的认识还会有反复， 不可能 一

下子看得恨准。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两省若有矛盾， 则可先以具体会计准则为准， 对基本会

计准则中的有疑部分哲皿勿论。 若干年以后， 俟具体会计准则全部出台， 回过头来， 对峚本

会计准则作 一 次彻底的全面检查、 修正与补充。 事实上， 元论采用何种思路都不司避免地需

要在一 定阶段进行回顾调整。 会计运行/划间的社会、 政治、 经济环说在不断变化， 一成不变

的座论或准则是不打（L咐， 所以会计淮则盂些不断修止和亢怜。

三、 处理好会计国家化和国际化的关系

<＜企业会计准则＞＞颁们和实施以后， 会计埋论界和义务界将找国会汁实务闱这 一变化通

俗地称为 “ 接轨 ” 。 会计上由 “ 接执”一般泛指引进相犬施与国际上的会计惯例相 一致或相

类似的会计程序和方法。 然而， 笼统地使用 “ 按轨”一 讨是不确切的。

在制定会计准则过程中， 面临的困惑是， 会计有否国家特色， 即困家化？如果有， 如何

处理会计的国家化与国际化的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会计看， 同是实行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会计就有所不同， 国家化是客观存在的。 会计具有

国家特色的原因在f， 会计是特定国彖社会、 经济、 法津、 文化等因素的产物． 吐会经济环

境不同， 会计自然有别。 而且制定准则的权力屈千国家权力的 一 部分。 协词各国会计准则的

困难就在于此。 从国家化看， 我们应当探入实践， 词查圳究， 充分认识现阶段找国社会、 经

济、 法律、 文化寺因素由生化和发展对会计的现实需要， 建立与我国政治、 经济体制租义化

氛国相协凋咐会计准则体系。 所以， 会计准则不可能照顷照抄， 而须保诏 一 定的国家特色。

但是， 会计又是 一种商业比言， 技术性很屈， 体：见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 在许多

方面， 会汁是没有因界：，向， 是相通的。 例如， 原始成伈计价；泉则、 配比原则， 实现原则、 划

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支出、 货币计址假设以及会计伈总的版址要求等， 都体现了会计的技术

性一面， 都是超越国界的理论加象和机括， 各匡妇千 一致。 伍这些方面， 我们没有必要冉重

起炉灶， 刻意论他只与我国会计环垃对关系， 论扯飞适用性。 因I川， 就整个会计准则体系而

占， 大部分可以考虑靠拢国际惯例， 以适应改革升放和参与国际迩争的衙要；还有少部分应

体现我国特色， 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伐们的H标应当是， 制定既具有中因特色又符

合国际惯例的会计准则。

（此文系作片参加＜＜中国丹久内岸会叶审计研讨会＼＞的友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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