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会计基本准则对财务分析的影响 
——基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视角 

文/鲍莉华 

   一、基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视角的会计基本准则的新变化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企业会计准则》的关系 
   新会计准则体系不仅仅是对原有体系细枝末节的技术修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跨出了构建
我国财务概念框架得体系上里程碑的一步。对于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需要明确其与《企业
会计准则》（修订前的基本准则）的关系，我国会计理论界主要有一下三种观点： 
   1、同一论。将《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前的会计准则）认同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对其进
行适当修改；尽量吸收各国有关这方面（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成果，要博取众长。在一个较
高起点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借鉴和发展，修改我国的基本会计准则，希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会计改革的深入，基本会计准则的修订能尽快提到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议事日程
上来。 
   2、替代论。取消《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前的基本准则），重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且不
再赋予其基本准则的身份，并且使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能一步到位。经过近1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
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
物，其主要内容大部分需要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
时机应该已经十分成熟。 
   3、并存论。在对《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前的基本准则）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再构建一份概
念框架。葛家澍教授提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建设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修改、充实《企业
会计准则》（修订前的基本准则）；第二步，等到时机成熟，基本准则可以转化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显然，有远见的会计学者的意见得到采纳，在基本准则和概念框架的选择
上，财政部采取了两步走的方针，先修订、完善基本准则，使我国现阶段名义上的基本会计准则和
实质上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一致，以便指导、评估和发展具体准则。 
   （二）基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视角，我国基本准则的变化 
   1、会计目标发生了变化，旧准则强调会计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然而
经过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目标已经不适应新的环境和竞争需要，会计目标应当是强调向信息
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数量化信息，反应企业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因此，新准则对会计目标
做了相应的修改。 
   2、会计要素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新准则不仅对会计要素的定义做了重大调整，并且吸收了国
际准则中的一些合理内容。 
   3、对会计计量属性——公允价值的重视程度发生了变化。此次准则体系中主要在金融工具、
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方面采用了公允价值。由于
其固有的缺点，历史成本独领风骚的时代也许即将过去。很显然，对比以成本为基础的历史成本会
计，以价值为基础的公允价值会计更符合逻辑；从有用性的角度而言，它能给投资者和使用者更有
意义的信息。 
   二、财务分析和预测的新变化 
   宏观上，会计准则和财务分析是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机制日益成熟和健全而逐步完善的，会
计准则质量上的提高有助于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维护、保障金融秩序的正常和稳定，有利于
提高财务分析的质量和可信度。微观上，笔者认为，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的权衡是基于决策有用性
目标的制度层次安排问题，它们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使得两者往往不能均衡。然而，新会计准则使
这对矛盾在更深的层次上得到协调和统一。众所周知，任何得分析都是基于信息得提供，信息相关
性与可靠性的阶梯式上升趋势无疑对于财务分析与预测在整体上提供了优质的质量源。此次准则体
系中主要是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方
面采用了公允价值。虽然从总体上说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比较谨慎，但在保证会计信息可
靠性的基础上还是极大的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此外，跳出基本准则，从具体准则的技术层面上来讲，新的准则带来的千变万化，既有一次
性的短期影响，也有长期性的影响；有些影响是直截了当、冲击强烈的，也有些是间接相关、潜移
默化的。具体举例来说明《CASI——存货》对财务分析的主要影响： 
   首先，存货的构成分析。基于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变化，《CASI——存货》将纳入借款费用资

 



本化的资产范围扩大到某些存货项目（如生产周期较长的成套设备、船舶、建筑产品等），对此类
需凭借对外借款，并经过相当长的生产周期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企业而言，其当期的财务费用就
会相应减少，而经营利润则相应增加，对于此类企业而言，存货的均衡性在分析存货中显得尤为重
要。 
   其次，存货的估价。基于存货计价方法的变动，由于取消了对当期存货成本计价的“后进先
出法”，如果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原采用“后进先出法”的企业在改进其他方法后，当期发货成本
会相对下降，存货结存价值抬高，期间利润会相应增加；反之，市场价格持续走低时，对原采用
“后进先出法”的企业在改用其他方法后，会使当期发货结存成本相应增加，期间利润相应减少，
而存货结存价值则抬高。 
   再次，存货的流动性。如前所述，存货计价方法发生变更不仅会影响存货的账面价值，也同
时会影响存货周转率的指标（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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