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比较研究 

文/戴蓬军 艾 雪 姜 汝 

   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包括总则和附则，共计11章，新
增了“会计计量”1章，确定了会计目标，界定了会计要素的内涵、确认和计量等内容（见表1）。
与1992年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相比，在结构、表述方式、内容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下面就我国企
业会计基本准则的新变化，并结合国际会计准则进行比较研究，说明其特色。 
   表1 新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内容与结构比较 

   一、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为逻辑体系 
   通过表1可以看出，新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是以“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要素
→会计计量→财务报告”为逻辑体系，即从会计目标出发，以会计假设和会计基础为确认、计量和
报告的基本前提，以会计原则为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规范，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提
供会计信息，严谨、科学、合理地反映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反观
1992年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缺少会计目标和会计计量2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素，因而逻辑结构
上存在缺陷，使企业会计基本准则难以形成完整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因此，新的企业会计准
则更加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成要素及逻辑体系。 
   二、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规定了财务会计报告目标 
   2006年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规定了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这是1992年基本准则中所没有的。
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确定的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
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会计目标指明了财务会计信息是以反映受托责任和用于经济决策为目的。 
   关于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注重会计信息用于经济决策的目的，而国际
财务会计准则和英国财务会计准则都强调财务会计目标是反映受托责任和经济决策。葛家澍等教授
认为，“决策有用观”适用于资本可以趋利性流动，所有者（委托者）缺位和模糊的市场经济环
境，而“受托责任观”适用于所有者和受托者都十分清晰的市场经济环境。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环境
和所有者、受托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状况都不能简单地归为模糊或者清晰，比如，证券市场上
既有基于决策有用的投机者，又有基于受托责任的投资者。因此，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确定
的财务会计报告目标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基本特点，具有稳定的适应性。 
   三、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将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基础 
   会计假设规定了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时间界限和计价方式，使会计信息的加
工处理处于一个边界清晰、计价统一的状态，为会计信息的处理和披露提供了基本前提。但是会计
假设的时间界限，既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持续经营，又反映出人为分割的会计分期，使得企业在时间
上延续的同一交易或事项，按权责发生与否划归为不同的阶段，并按不同的阶段分别进行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实务中如何规范交易或事项的处理原则，就是企业会计基本
准则应予明确的问题。会计基础就是按照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对会计交易和事项进行处理
的基准。将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基础，是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的一个重要变化。 
   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是会计假设理论的具体应用规范。会计分期假设将会计主体持续的经营
活动人为地划分为若干会计期间。为了及时反映各个会计期间的经营业绩，以考察受托责任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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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更好地进行经济决策，应明确业绩的期间归属，正确确认、计量和报告当期损益。因此，权
责发生制是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理所当然的逻辑上的延伸，应当作为会计确认、计量和报
告的基础。 
   四、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提出8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1992年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提出12项一般原则，在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又增加了实
质重于形式1项，构成我国的13项会计原则。2006年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提出可靠性、相关性、可
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等8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应该说新企
业会计基本准则从总体上仍然体现了13项会计原则的基本内容，但是从结构和归属上进行了重组，
将原来一般原则归纳成为8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其中，将原来的一贯性原则并入可比性原则中；
将权责发生制原则作为会计基础；取消了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因为划分收益性支出
与资本性支出实际已经隐含在权责发生制当中，有了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又统一规定了
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基础，其结果自然就具有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涵义和实质；配比原
则已经体现在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会计要素的确认中；历史成本原则列入会计计量一章中。 
   在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中，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排序也有变化，例如，可理解性（明晰性）
原则排序，由原来的第六位，提升到现在的第三位，说明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背景下，为了反映
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便于进行经济决策，对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更加重视。但及时性原则排序有
所下降，列在最后，会计信息必须能够及时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但在
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约束和会计信息网络系统支持下，会计信息的及时性看来已不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首要问题。 
   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对原来13项会计原则的结构性调整、重新划分归属和进行取舍、排序，
使得基本准则各部分内容的界定更加明晰准确、结构安排更加科学合理。 
   五、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和可理解性 
   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将可靠性、相关性和可理解性列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三甲”。其中
可靠性第一，可见我国会计信息质量要求，首先是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可靠。这既符合我国会
计信息质量方面存在问题的现实状况，也符合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一贯要求。客观、真实、可靠是会
计信息的生命，是对会计信息最基本、最重要的质量要求，也是其他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基础。与
旧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相比，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方面进行了重要性考量，并
且按重要程度顺序排列，不但使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内容和结构安排更科学、严谨，而且还为会计职
业判断提供了依据。 
   关于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要求，从国际方面来看，各国要求也不尽一致。美国的财务会计
准则（SFAC）将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分为主要和次要二个方面。主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包括相关
性和可靠性，相关性第一，可靠性第二，相关性高于可靠性，要求会计信息应与投资者的需要相
关，以达到会计目标，有利于进行经济决策。次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包括可比性和中立性。国际
财务会计准则（IASC）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强调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并且将可理
解性放在第一位，这与国际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合作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国际财务会
计准则致力于各个国家、地区之间财务会计准则的相互协调有关，因此更强调财务会计信息具有明
晰性，易于解读。英国的会计准则（SPFR）将相关性与可靠性、可比性、可理解性和重要性作为会
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但是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难以权衡孰轻孰重，索性将其并列第一，并规定在
会计实务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可以相互交替，将其中之一作为优先考虑的原则。说明可靠性
和相关性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 
   六、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对会计要素的表述方式更加科学合理 
   通过表1，也可以看出，关于会计要素的内容和结构及其表述上的区别。1992年的企业会计基
本准则给出了会计要素的定义、内容与核算方法，但是新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有不同的表达。在会
计要素的表述方式上,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更强调基本准则层面的基本规范，是基于会计要素确
认、计量方面的一般原则界定，而将其与具体内容及其分类区别开来，划清企业会计基本准则与具
体准则之间的界限和分工，使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内容边界划分更加清晰，避免重
复和逻辑混乱。对于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的阐述，在于给出定义和确认条件，而所
有者权益和利润则是给出定义，并按照所有者权益与资产、负债，利润与收入、费用的相互关系确
定其计量方法。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强调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从而抓住了会计要素最本质的界
定标准。对于资产、负债是确认，而所有者权益则是对前两者确认结果的计量，反映剩余权益状
况，说明资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关系；对于收入、费用是确认，而利润是对前两者确认结
果的计量，反映损益情况，说明收入、费用与利润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对会计
要素基本经济关系的科学把握和深入理解，使准则的表述更加规范、严谨，更加科学、合理。 
   七、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提出利得和损失的概念 
   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在会计要素方面的一个新变化是在所有者权益和利润中提出了利得和损
失的概念。利得是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而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流入，损失是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而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无关的经济利益流出。利得和损失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前
者如资本溢价、获得的捐赠等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后者如各种营业外收支。旧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
虽然给出了利得和损失的若干具体内容，但是没有对这些具体内容进行概括和划分归属，在所有者
权益、利润和具体内容之间缺少一个层次或类别，也与国际财务会计准则中会计要素的层级划分、
内涵及表述不相一致。 
   将利得和损失列入会计要素，体现了企业全部资本和全面收益的观点，使企业会计确认、计
量和报告的内容更全面、更合理、更科学。但是各国在利得和损失的划分层级上各有特色。我国是
将利得和损失分别列入到所有者权益和利润中，使得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
6个会计要素作为第一个层级的结构更加严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将利得和损失作为与其他会计要
素并列的单独的会计要素，国际财务会计准则将利得和损失包括在收益和费用中，英国的会计准则
将利得和损失单独作为会计要素，而且利得和损失的内涵较宽，即利得包括收入和营业外利得，损
失包括费用和营业外损失。 
   八、新企业会计基本准则规定了5种会计计量属性 
   会计计量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构成因素，是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确认、计
量、记录和报告是会计的四大工作内容，而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又是其中的最基本任务。会计确认
是对企业交易或事项的性质进行分析，并确定其类别归属，它是判定会计信息质的规定性；会计计
量是对已确认的交易或事项的大小规模进行的量度，并计算分配，按类别归属赋值，它是认定会计
信息量的规定性。按照一定的内容、形式和结构公布会计确认和计量的结果就是财务会计报告。会
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四位一体，紧密相关，连续递进，构成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工作程序，
既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核心，又是会计循环的高度概括和基本步骤。新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增加
了会计计量1章，确定了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等5种会计计量属性，
使基本准则的整体结构比原来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更加严谨规范、科学合理。 
   通过新旧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新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体现了我国财务
会计界近年来在会计理论，特别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方面的研究成果，正是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
才使得企业会计准则更加严谨，具有逻辑性，更加科学，构成完整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体系（作
者单位：沈阳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相关链接    

 

新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比较研究  
基于服务接触的顾客满意测度研究  
基于AHP的批发商选择体系的研究  
基于CRM的投标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JSP的企业工单处理系统的设计与研发  
托轮轴承瓦技术在水泥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和经济效益  
我国电子产业发展中对I2C传输技术的开发及利用  
试论纳米技术在汽车产业工艺流程中的广泛应用  
统计学在确定建筑工程成本价中的应用  
资费模式竞争均衡研究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