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统计·审计 （财经研究〉1996年笫1期 总笫170期

口 赵建勇

试论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间题 ，在我国开始研制企业会计准则之初（以1988年10月
财政部建立会计准则课题组为标志），就曾有过热烈的讨论，观点众多，莫衷 一是。1994年，财
政部发布了“ 应付项目”等7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及32项拟制定的会计准则项目名
称，并在上海、厦门、北京地区分别召开了由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专题研究组组
织的具体会计准则研讨会。 具体会计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由此又成为争论较多的重大
间题之一。1995年上半年，＂固定资产 ” 等7项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发布并开始征求意
见，具体会计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问题再 一次成为热点讨论问题之 一。 会计准则与会
计制度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什么它会成为当今人们热烈探讨的重大会计间题之一？究竟应该
建立起怎样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研究．以参与讨论。

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关系观点概述

综观诸论，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观点甚多，归纳起来，大体可区分为如下两大类：
1． 会计准则完全替代会计，制度。 这种观点认为：（1）统 一会计制度是我国高度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产物，它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只能满足国家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的需要，千企业本
身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面用处甚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的外部经营
环境巳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巳逐步由直接的行政管理转向宏观调控
的间接管理，企业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向也巳日趋多元化，统一会计制度巳越来越不能适应企
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经济实体自负盈亏自求发展的需要。 以打破行业界线、不分所有制形式、
不分主管部门（ 即通常所说的行业统一会计制度” 三隔 ＂缺陷）的会计准则来完全替代统一会计
制度，乃是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的。(2)按照国际惯例，会计规范制定机构通常只制定和公布
会计准则，并着力付诸实施，而并不制定统一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由企业根据会计准则，结合
企业自身经营环境和会计信息需求自行制定。(3)我国制定会计准则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替
代统一会计制度，一整套能覆盖企业全部主要经济业务的具体会计准则一旦制定齐全，统一会
计制度就完全没有再继续存在的必要。

2.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 这种观点认为：（1）会计准则主要规范企业的会计政策，即
对企业经济业务的确认、计批和报告作出规定，一般不涉及会计科目的设胃、使用和帐务处理
等问题。 我国目前发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即为如此。 然而，诸如会计科目的
设笐、使用和帐务处理问题也是会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规范的正确与
否也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管理和外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和理解。(2)会计准则与会计
制度本属异曲同工之事。 它们本身并无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会计准则是跨部门、跨行业经
济事项确认、计批和报告等方面的＂ 横向”规定；会计制度是对每个企业应当设性的会计科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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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说明以及会计报表编制方法等的
＂

纵向
”

规定。(3)会计制度已是我国会计界所最熟悉

的会计规范形式，会计入员按此规范工作方便 C 尽管会计准则增加了会计信息在不同行业、不

同部门之间的可比性，但会计人员难以直接按此实际操作，任意发挥又反而影响会计信息的规

范性。 况且以往行业会计制度的
＂

三隔
＂

缺陷也并非起因千行业会计制度形式，而是起因千它

所规范的内容。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除了上述两种主要观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观点，诸如：（1)

在会计准则下建立一个不分行业的统一会计制度，在这一方面，广东深圳曾经有过尝试；（2）把

会计准则的内容体现到会计制度中去，不制定会计准则，只制定会计制度，以符合中国长期搞

会计制度的习惯；（3）把会计制度的内容体现到会计准则中去，即将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扩充

至会计科目及其使用、会计报表及其编制方法等，以利实际操作；等等。

二、明确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关系的现实意义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明确其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正确理鲜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概念，必须明确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

我国建国以来 一直使用会计制度作为会计工作的规范，会计制度的概念为我国会计人员

及其他各方人士相当熟悉，它是进行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划、方法和程序的总称，通常包括

总说明、会计科目、会计报表、会计分录举例等内容。 然而会计准则的概念，尽管在国际上许多

国家早已有之（以1973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为标志，也巳有

20多年），但引入我国才不过8年左右的时间（以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
“

会计基本理论与

会计准则研究组
”

为标志）。 会计准则的概念在我国仍属千一个较新的会计概念。 关于会计准

则的体例、分类、结构、内容等有关问题、在我国目前仍处在探讨之中。 会计准则作为规范会计

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毋庸置疑，必将引入我国会计规范体系，以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

要和国际会计惯例。 而要正确理解会计准则的慨念，就必须明确其与现作为会计工作具体规

范的会计制度的关系。

2. 要明确会计准则与会计籵度各自的地位，必须吁砃会计准则与会计剞度的关系。

会计准则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必将会使我国原有会计规范体系（会计法-会计制度-会计

工作）发生变化。 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在原有规范体系中多了 一种会计准则的规范形式。 在新

的会计规范体系中，会计准则应处在什么位置？有了会计准则后，会计制度又处在什么位置？

或者说，是会计准则指导会计制度还是会计制度指导会计准则？或是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

列？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对会计理论尤其是现行会计实务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它将会引起

我国会计改革进程的革命性变化，涉及面极其广泛， 为此，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各自的地位必

须明确，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由此也必须明确。

3. 要明确会计准则的内容，也必须明确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

关于会计准则的内容，我国目前正处在争论之中。 争论的焦点是具体会计准则到底是应

该详细 一点，还是应该概要一点。 详细 一点有利千具体操作；概要一点有利千企业根据自身特

点灵活运用，同时，可以稷盖更多的经济业务。 从我国已发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看．

主要借鉴的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
“

国际会计准则
”

，比较概要，内部结构分为引言、定义、正

文、附则等四个部分。 在正文中，按确认、计量和揭示或按经济业务立小标题，说明原则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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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对于这种体例的具体会计准则，有人认为可以．有人认为应再详细一些，便于操作．应借
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 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它往往包括示范举例，详细说明具体会计
处理程序和方法。会计准则的内容究竟应该包括哪些，这也必须明确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
关系。准则详细了，制度则可简单；准则简单了，制度就须详细。

三、应该建立起怎样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

1.良好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应具各的特征。
笔者认为，良好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应具备如下主要特征：（1）标准 一 致性 C 会

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同属会计工作规范体系，其规范的内容同为企业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因
此，其规范的标准必须一致，决不可以产生两套相互矛盾或对立的规范标准，使会计实务工作
无所适从。(2)地位层次性。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应具有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只有这样，两
者才可能避免可能有的不必要的对立关系和内容重复或矛盾的情况 ．提高会计规范体系的有
效性和实务会计工作的可遵从性。否则，若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驾齐驱，必将给会计实务工
作带来一定的混乱。鉴于会计准则通常较抽象于会计制度．因此，会计准则应凌驾千会计制度
之上，即会计准则指导会计制度，会计制度的制定必须遴循会计准则的规定 C (3)内容互补性。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内容应当是相辅相成的、相互补充的。一方面，会计准则业巳明确的内
容不应在会计制度中再作过多的复述；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中所作概要的叙述在会计实务中需
要进一步明确或展开的，会计制度应着力明确和展开。 另外，对有些会计准则中没有明确说明
的具体的问题，若实务中需要，会计制度也可进行说明，

2.良好运行机制下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
良好运行机制下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说国家是间时制定会计

准则与会计制度，还是国家只制定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由企业自行制定？要问答这个问题，首
先须说明会计准则的具体内容间题。

如前所述，会计准则的内容到底是详细点好还是简单点好，目前还存在着争论。笔者认
为，参照国际会计惯例，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我国的具体会计准则应该适当详细一些为好，当然
也不能详细到如同会计制度己 现行主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过千概要可操作性不强，要我国几千万会计人员按照如此体例的具体会计准则作实务操作，
看来在目前甚至以后几年内都是不现实的。那么，是否要在具体会计准则后列 一会计科目及
其使用说明以及帐务处理方法等会计制度的内容呢？也不适宜。因为在同 一 准则下，帐户设
置和处理方法可以很多，不可能完全统一，更何况新的业务也层出不穷，难以一一枚举。进一

步而言，帐户的设置和帐务处理方法均属手段，怎样选择应由企业根据其内部管理情况和报表
，编制要求决定。从国际惯例来看，会计准则是规定经济业务的确认、计址和报告的，一般不涉
及会计科目设咒、使用和帐务处理问题 。我国也可以这样，但在具体规定经济业务确认、计
扯和报告的有关内容时，应适当详细明确些，以利操作时统一规范。

根据上述具体会计准则内容的构想，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良好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制
定会计准则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执行，企业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企业自身情况自行制定
会计制度，在本企业范围内执行。但这种运行机制在我国目前还受到 一定的限制，主要是：（1)
从总体来看，我国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要理解和运用会计准则来自行设计会计
制度用千实际会计操作之中尚有一定难度。(2)我国行业管理方式还存在，行业主管部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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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虑到制定行业统一会计制度，以满足其行业管理上的需要，企业自行设计会计制度将会受

到影响。(3)我国会计人员已习惯千会计制度的规范方式，犹如现在，（企业会计准则〉已经颁

布实施两年，但企业会计人员关心的并不是会计准则，时刻翻阅的是手中的会计制度。 可以想

象，即使具体会计准则颁布了，他们仍会置之不顾，会计准则处千
“

名存实亡
”

之境地。 即使国

家宣布实施会计准则，取消会计制度，他们要么无所适从，会计工作进入混乱状态，要么对现有

制度稍作修改，继续使用。 会计制度
”

名亡实存
”

，会计准则形同虚设。 笔者曾对会计师事务所

和企业作过一些调查，询问他们是否关心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发布情况，结果令人遗憾，他

们并不关心。 对他们来说，只要制度一册在手，就根本不去顾及准则什么时候发布，发布多少。

3.迂立良好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关系的途径 C

建立良好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需要作一段时间的努力，主要途径有：（1）进一步

加强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关系的研究，务使其关系协调、配套。(2)加强会计准则理论和实务

研究，建立起统一合理的、具有完全贾盖面的、操作性强的会计准则体系，这是实施会计准则的

前提条件。(3)加强会计准则体系概念和内容的宣传，加强专业会计人员的培训工作，以作好

实施会计准则、自行设计会计制度人员素质上的准备。(4)允许会计准则与统一会计制度并存

一段时间，尽管在这段时间里会计准则可能形同虚设。 按笔者预见，在三至五年内要取消会计

制度，是一件不很现实的事情 过渡必须稳妥，混乱不能出现。 在我国会计历史上，我们是吃

过
“

先废后立
”

之苦的，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至千统一会计制度究竟要存在多久，则需要我们结

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以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再作论断。(5)在思想上应树

立：从长远来看，会计制度的制定权以下放企业为宜，国家着力会计准则的研究和制定。 因为

这种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关系的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确实有它许多优点，它能最好

地满足国家、企业及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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