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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谨慎原则的内涵实质和现实作用

毋庸讳言， 在我们把会计区分为 “社会主义会计” 和 “ 资本主义会计 ” 的过去几十年

中，谨慎原则的本质作用被看作是为资本家创造秘密公积， 从而获得超额利润。 时至今

日， 这一条原则是否值得借鉴和引进， 会计界仍有争议。 财政部 1992 年底颁发的并规定从

1993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8条， 规定了会计核算应当遵循谨慎原则的要

求， 合理核算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 去年6月底， 财政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企业可于年度终了计提坏帐准备；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

总和法加速计提折旧；当有质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帐面实际成本时， 报经批准之后， 可以将

损失计入当年销售成本等。 这些体现谨慎原则的规定非常重要， 不仅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的

质量问题， 而且对企业能否持续稳定发展构成重大影响。 因此， 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这

一原则的理论实质， 并结合实际问题探讨这一原则， 以强化两权分离条件下我国企业资产经

营管理责任的现实作用。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一、 对谨慎原则基本涵义和本质作用的理论认识。

谨慎原则是西方国家在1929一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开始流行的一项会计原则。

多年来， 它一直对许多国家的会计事务处理产生极大的影响， 成为 一种会计的国际惯例。

根据西方会计著作和文献的叙述， 谨慎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会计师对于资产和收入具

有几种可能价值的话， 应按其最低的价值呈报， 而对于负债和费用具有几种可能价值的话，

则应按其最高的价值呈报。 它还意味着对于费用与其迟确认不如早确认， 而对千收入则与其

早确认不如迟确认。 实施谨慎原则的基本论据是什么呢？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国际会

计准则第1号＞＞中曾指出： “不确定因素在许多经济业务中是不可避免的， 在编制财务报表

时， 应对此持审慎态度。 但是， 审慎并非建立秘密或隐藏准备的正当理由。”这个委员会在

＜＜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更为明确地说明： “财务报表的编制者确实必须考虑

到许多事件和情况下必然会有的不确定因素， 例如， 有疑问的应收帐款的可回收程度...…。

这类不确定因素的确认，系通过揭示其性质和范围，通过在编制财务报表中实行审慎原则”。

以上论述的意向表明， 谨慎原则是在一 定经济环境条件下提出来的， 其实质是针对会

计实务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和可能招致的风险损失而作出的 一 种防御对策；其核心内容是
“充分祯计损失， 而不须计利润 ＇＇ ， 以免引起不切实际的乐观；其木质作用是防,,．企业的利

润计线．虚府， 维护资本完整， 为企业持纨经代创选必要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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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原则的这一本质作用， 对于强化两权分离条件下我国企业资产的经旮管理责任， 无
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借鉴谨慎原则， 有助于增长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r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改革企业经凶机制的胀则。 根

据这一原则， 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 将体现其投资的资产交付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负有确保
资产保值增值的经营责任， 及每隔 一定时间向国家报告其履职情况的义务。

然而， 近两年来， 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甚为严重， 据＜＜中国审计））1992年第3册， 某市市
计部门统计，1991年1-3季度完成的180户承包经营审计中，查明盈可不实的资金占56. 7%; 
某市属15户重点工交企业1990年报表利润没有一家是准确的， 其中多报利润的有11户，少报
利润的有4户。 由此可见， 正视目前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现实， 提高会计信从贞实性的
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

何谓真实性？真实性即如实表达的意思， 它是指计点或表述本身与它所意欲表达的现象
是 一 致或相等的。

山于会计是一 个程序性的数据处理过程， 因而， 具体说来， 如果不同的会计人员遵循一
般的会计原则， 按既定的程序进行处理而得出的数据具有可验证明性， 那就认为是真实的。
譬如说， 某个企业某年度按帐而数据计算的盈利达到50万元，该年末存货帐面成本110万元，
由于其中 一部分材料存货已残损霸变， 另 一部分产成品存货已过期滞销， 因此其可变现净值
只达40万元。 这样， 这50万元的盈利和110万元的存货皆不真实， 因为从验证的角度来考
察， 以事实上残损呆滞的积压物货（其可变现净值仅达40万元）抵库存资金110万元， 显然
是不经一查的。 元怪乎， 近两年山东省青州市审计局对十几家企业的厂长（经理）离任经济
责任进行审计的结果， 出现了 “审一个亏一个” 的局面， 亏损额少则几十万元， 多则上百万
元， 这是多么令人担忧的现象。

对于这个现实问题， 我们建议国营企业会计制度应作明确规定—一企业在年度终了， 若
有因残次、 陈旧等原因而造成的其可变现净值低于帐面实际成本的存货， 经报批准， 可以应
用体现忳慎原则的方法一一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进行处理。 按这种处理方法， 就是将
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其历史成本的差额作为损失计入当年销售成本， 并同时作为存货变现损
失准备单独核算， 在资产负债表中用以抵残存货项目。 这样， 由于在存货赚取未来收入能力
下降期间就确认了降价损失， 并调低当期利润， 就使得这些存货在嗣后以较低的售价抛售
时， 转入后期的销售成本也相应下降， 从而保证了各期利润计算的相对真实性，另外， 从资
产计量方面考察， 由于在资产负债表中将预提的存货变现损失准备抵减存货项目的帐面余
额， 从而求得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毫无疑问， 这个数据较之其历史成本来说， 更接近实
际得多。

三、 借鉴谨慎原则， 有助于抑制企业潜在亏损。
潜在亏损是相对于帐面上反映的亏损而言的， 系指客观上已经形成或将要发生的， 但尚

未被反映在企业帐表中的亏损。 近年来， 国营企业存在的潜在亏损现象相当普遍， 并有逐年
增长之势。 根据1991年5月1日（（经济日报》披霹， 工商银行对全国一万多家国营企业调查表
明， 存在不同程度潜在亏损的企业多达63%， 潜亏金额合计108.3亿元。 最近， 审计署驻国
家烟芹专卖局特派办对令因137个卷烟工业企业进行审计调杏， 发现烟厂潜亏拌帐情况非常
严币： 在全国31个省市11治区（台浩除外）中，除上泭、 北京没有扎帐外， 只他都{--J不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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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潜在挂帐。 让中: 1亿元左右的有4个， 2亿元以内的有9个， 3亿元的有2个， 4亿

元的有3个， 最高的达到6. 5 亿元。

目前企业存在的潜在亏损， 犹如一颗 “大肿瘤＂ ， 严重地阻碍了企业持续稳健地向前发

展。 究其原因， 主要是在会计核算上没有按照谨慎原则进行帐务处理。 长期积压的库存物

资， 因残损霸变、 过时冷背， 可以预知其未来收入的能力已大大减退， 推而论之由此导致的

损失也是无法挽间了。 然而按照国营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在这些库存物资实物被清理变卖之

前，不能预计确认这种损失， 而要保持存货帐面历史成本。 因此这种损失随之而潜伏下来，

一直推迟到后期出售存货时才被反映到帐面上。

鉴于此， 遵循谨慎原则， 抑制潜亏的出现， 无疑是一种必要合理的选择。 具体而言， 对

千积压贬值的库存物资所形成的潜在亏损，可采用体现谨慎原则的 “可变现净值与成本孰低”

处理方法加以解决。 这就是，在存货成本高千其可变现净值时， 允许企业在当期确认存货变

现的潜在损失，计入当年销售成本， 由千这种损失被及时反映在帐而上， 这样， 以后年度就

不会再出现这种损失了。

四、 借鉴谨慎原则， 有助于全面反映企业的或有负倩， 减少经营风险。

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经济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

变， 会计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投资主体的变化， 政府管理职能的变化， 商品信用的

扩大， 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企业可能出现的破产情况， 都使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渐趋复杂，

由此也导致了企业或有负债和或有损失的相应发生。

或有负侦是由于可能发生的情况或意外的事件引起企业潜在的或将来耍承担的债务。 譬

如企业诉讼， 如果胜诉企业就无须承担这种债务，但如果败诉则耍支付一定金额以至大量的

赔偿费。 所以或有负债可能包含或有损失。 我国目前会计实践中常见的或有负债有以下儿

种：

1. 应收禀据贴现。 我国自1989年4月1日起银行实行新的结算办法， 在新的结算办法

第14条9款中规定： “ 收款人需要资金时， 可持未到期的承兑汇票向其开户银行申请贴现 “。

企业用应收票据向银行贴现， 如果该票据将来到期日付款人或承兑人因故不能付款时， 企业

作为票据的背书人负有代为偿付的责任， 即当应收票据的出票人不能偿付时，银行将通知背

书人， 把该拒付票据本息全部从背书人的银行存款帐户中扣除（且要加上拒付手续费）， 这

杆 ．旦背书人嗣后无法追回这笔款项， 则将承担坏帐损失。

2. 应收帐款抵押借款负债。 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如地方的信托投资公司允许企业以应收

帐炊作抵筹借现款。 当抵押期限过后， 若债务人无法还款， 金融机关则有权向借款企业索

侦， 企业有责任代为偿还。 可见， 借款企业负有连带偿付责任， 因此也构成一 种或有负债。

3. 未决诉讼赔款。 企业发生正在涉讼而尚未判决的事项， 有可能使企业承担赔偿之

责， 这是一种典型的或有损失。 对此要特别引起注意， 因为可能会出现大额或有负债， 直接

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4. 追加税款。 税务机关在审核企业申报的各项税款后， 认为有追加征税的必要， 需要

进一步查实或报经某一部门审批才能定案时， 也构成企业的或有负债。

对于以上列举的企业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或有负债， 由于它们是 一种将来可能发生的债

务，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 这类负债不属于企业的真正负债， 从而没有正式列入企业的资产

负债表中。然而， 一旦发生某种情况或事项，这些或有负债有可能造成企业的经济负担，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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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扛校成胁刊企业的生存。 为了避免遭受灭顶之灾， 要求会计处理上保持谨慎的态度， 对或

有负债和或有损失要在企业 “财务情况说明书 ” 中加以揭示， 以便使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和外

部有关机构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

五、 谨慎原则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

我国会计界有一观点， 认为谨慎原则与量本原则相背离， 会计计价要以量本为依据， 这

必须否定谨慎。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以下加以剖析＄

其一， 从假设与原则的关系看， 任何一条原则都建立在一定的假设上， 以一定的假设为

前提。 量本计价原则是以企业继续经营， 货币稳定为前提的。 在这些前提条件下， 既不存在

关停并转问题， 也不存在币值大幅度波动问题， 因此经济业务发生大都以量本计价。 同样有

了会计主休界限， 才要区分债权、 债务，有了应收款收不回， 才有必要反映作某种损失，有

了分期界限， 才导致去考虑现在虽未实现， 却因现在业务发生而逐渐形成，并在将来要发生

的损失。 由此可见， 谨慎原则与量本原则都是以会计准则为指导处理会计实务的具体原则。

其二， 会计原则是指导会计实践的， 它是由众多原则组成的。 任何一种原则都有一定的

适应范围， 因此寻求适用于一切业务的原则是不切合实际的。 例如， 采用量本原则进行资产

计价， 成本一旦入帐， 在其后涉及资产变动的业务中如出售、 领用等便以此计量， 期末结存

资产也以此计价。 但在商品市场价格发生明显变动情况下，会计信息就严重失真。 显然， 采

用谨慎原则， 应用孰低规则对资产进行合理的计量反映， 所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便能

得到显著提高。

会计原则是会计理论体系中关千如何做好会计工作内容的总和。 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和发

展， 会计的内容与方法是如此繁杂与丰富，会计工作面临的环境是那么复杂多变， 实际操作

中会计人员会遇到各种业务问题，从理论上讲， 这些问题都可以借助千准则来作出 “应该如

何 ＇， 判断， 都可根据适应准则的要求来合理地处理。 但这里所依据的准则并不是同 一 条准

则， 而是解决不同的问题需遵循不同的准则。

其兰， 运用谨慎原则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谨慎原则是为了在商品经济条

件下， 减少经营风险， 保证企业稳定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

系十分复杂， 而商品生产的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手段， 以利润为目标。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

下， 市场经济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对不确定的情况取审慎态度， 充

分估计可能承担的损失， 尽贵少估可能产生的收益， 使风险损失缩小到最低范围。 从这一意

义上说， 谨慎原则是会计事项在不确定时所作的会计处理和编制财务报表时所依据的 一条重

要会计原则。

可见谨侠原则和量本原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的产物。 是否用谨慎原则并不在于人

们的主观意向， 而在千该资产计量反映的客观需要和可能。 适当的谨慎原则，有助于发挥量

本与稳健的总体功能。

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现在， 已经使会计工作面临应该承认和引进谨慎原则的现实的局

面。 西方会计学在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对我们具有借鉴价值。承认这一 点，是顺应国际惯

例办事的需要， 也是推进会计主作不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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