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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执行新会计制度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彭锦光 

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国有企业实行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由企业提出申请，报经主
管财政部门批准后，可以先行实施。实施《企业会计制度》的“主动权”在国有企
业，但目前许多国有企业仍然沿用老的行业会计制度。国有企业为何不积极申请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笔者就此问题作一浅析。 
一、国有企业施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制约因素 
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三大会计主体。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
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全
面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在一些国有企业却“不受欢迎”。国有
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一）国有企业损益、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高、不良资产多、经营业绩差的状况制
约《企业会计制度》在国有企业全面实施。１９７８年以前，我国国有企业在生产经
营活动过程中取得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有的甚至是每个会计年度提取的固定资
产折旧、大修理基金也部分甚至全部上缴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因此，１９７８年之
前，许多国有企业没有资本积累。１９７８年之后，国家进行企业资金管理体制改
革，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实行了全额信贷制，基本建设投资实行了“拨改贷”制度。国
有企业在改革的起始点就存在资本积累问题。一方面国家切断了对国有企业资本金的
投入，另一方面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资本金的补充渠道。一些国有企业冗员多、社
会负担重、资本营运效率低，利润少、积累也少。因此，造成了企业高额负债的问
题，而高负债又是造成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缺乏及时处理资产损
失和消化不良资产的机制，沉淀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许多国有企业事实上处于资不抵
债的边缘。经营业绩差、资产损失积累金额大、财务状况困难的国有企业，全面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最大的压力是潜亏转为明亏，以及因此“追溯调整”以前年度的
盈亏，将造成国有净资产的大缩水，甚至出现大额的负数净资产，企业将难以承受，
也影响企业的资信评级和融资。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扮演股东角
色，但本质上不是真正的“老板”。许多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是政府任命的，不是通
过市场准则选择、竞聘，一些人缺乏职业经理应有的企业家精神。有的厂长经理不太
关心企业长远发展，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物质利益及仕途。“内部人控制”的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无法避免，“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普遍存在，会计信息失真
严重。所有者（股东）缺乏对厂长经理的有效监督和有效激励。一些国有企业缺乏有
效的监督者和承担资本增值的责任人，有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治理结构存在
严重缺陷的国有企业没有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内在动力和迫切要求。执行《企业
会计制度》，进行“八项计提”，既挤掉了企业资产“水份”，也将挤掉一些厂长经
理的“经营业绩”。 
（三）会计人员素质。《企业会计制度》要靠会计人员执行。经过多年努力，国有企
业会计人员的素质有所提高，但经济发展对会计人员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会计制
度》与分行业会计制度不同，它实现了会计标准实质上的转换，新内容多，具有一定
的复杂性。有许多新知识、新内容需要学习和掌握，如资产减值准备、所得税会计、
关联方交易、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合并会计报表等。不认真学习，就无法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当前由于在国有企业不强制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会计人员学
习《企业会计制度》的积极性不高，观望情绪浓厚，普遍存在到时再学的思想。此
外，近几年国有企业高素质会计人员流失严重，经营困难、待遇不高的国有企业留不
住高级会计人才。 
二、国有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改善企业财务状况。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在清产核资基础上，对企业资本结构进行重组，吸收非
国有资本投资，增加公司资本金，变单一的投资主体为多元投资主体。国有企业最大
的问题是缺乏所有者对资本的关怀。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借助非国有股东对资本的
关怀，特别是非国有资本对资本赢利的追求和防止资本亏损的谨慎，使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国有企业改制，吸收增量资本，盘活存量资本，进而提高资本营运效率，改善
企业财务状况，为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打好坚实的财务基础。 
（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国有企业改制基础上，构建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即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选举董事会、监事会，并把法人财产委托给董
事会，再由董事会代表股东聘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监事会负责检查公司财
务，监督董事、经理的行为等。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层负责、各司其职，监事会
履行监控职责。出资者、经营者、监督者依法享有各自的经济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责任。出资者投入资本，承担有限风险，由此获得资本收益；经营者受托经营，行使
法人财产权，承担资产经营责任，承受业绩不良被解职的风险，获得相应报酬；监督
者代表出资者行使监督权，维护并分享出资者权益。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的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会计制度》能够落到实处的强有力保证。 
（三）着力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企业会计制度》是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具体会计准则为基础制定的。它带有较多的需要根据经验和所掌
握的会计知识进行判断的规定，给予会计人员较大的职业判断空间，要求会计人员具
备职业判断能力。会计人员学习、掌握《企业会计制度》，及时更新知识和观念，提
高业务素质，有利于《企业会计制度》的顺利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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