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会计创新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文/谷慧玲 

   知识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会计所
处的客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会计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经济时代的要求，我们唯一
的选择就是进行会计创新，进一步加快我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和会计改革步伐。 
   一、 我国会计工作的现状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会计事业取得了空前发展和辉煌成就。通过分析企业统一会计制度
和具体会计准则，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和会计工作的实际，我国会计工作现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
面： 
   1.会计业务处理复杂化。 
   其一，表现为会计业务处理方法的选择空间广阔。我国相关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业务处理方
法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大。有的要求会计人员能够在诸多的会计方法中选择一种，以合理有效地揭示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如对存货的发出计价的各种处理方法的选择。有的要求会
计人员具备较高的判断能力，如在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和权益法的选择中，主要依靠会计人员的
经验来进行判断。随着企业会计准则的陆续出台，这种需要会计人员去判断并最终做出正确决策的
情况将会更多。 
   其二，表现为对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更加复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管理从对有形资
产管理转向重点对无形资产进行管理。无形资产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产品和资产的无
形化，对传统财务会计的记录、确认、计量和报告带来很大的冲击。首先是同一种无形资产计价方
法不一致，如购入的专利与自制的专利，在确认金额时前者按交易价格反映，后者则只确认部分成
本。其次是不同的无形资产在摊销年限上差异很大。再次，同一类型的无形资产，有的入账有的不
入账，前者如并购商誉，后者如自创商誉。最后，对企业的人力资本，虽然世界各国的会计实务目
前都是不确认和不反映的，但随着人力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果不正确记录、计
量、报告企业的人力资产，就很难给投资者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可以预见，由于无形资产
的特殊性，其会计处理会比传统会计更复杂。 
   2.会计工作的重心发生了转移。 
   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日常的经济业务数据处理占用了会计
人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的普及和成
熟，会计人员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以及在必要时查
询凭证数据等工作都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使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的、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
出来，将其工作重点转移到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参与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
使会计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在经济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确立会计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
地位和作用。 
   二、 我国会计创新实施面临的问题 
   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化，面对新的形势，我国的会计工作在创新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
列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扩大，尤其是网络经济的到来，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许多新业
务，会计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既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全面性，也影响了
会计职能的发挥，比如金融衍生业务的核算方法、人力资源的披露等新型创新业务或规范不科学或
不合理或根本没有规范，这一缺陷给会计处理带来很多不便，同时也从根本上不能保证会计核算的
及时性。同时，随着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流入国内市场，我国与国际惯例以及其他国家会计标准之
间的冲突已逐渐突显出来，为此，我们还应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紧跟
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进我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同时
结合我国国情，积极探索我国会计工作的改革经验。 
   2. 会计信息失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碍障 
   会计信息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料，既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更是投资者、债权人、社会
公众与单位内部管理当局评价财务状况、防范和化解风险、做出投资决策、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依
据。客观、真实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要求。会计信息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信息
使用者的经济决策是否合理有效。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上许多消极因素和不



 

良风气在会计领域盛行，导致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程度日益严重，不少企业的管理者通过会计做
“假帐”来掩饰自己的劣迹，或把国有资产当作自己的家产，随意处置，中饱私囊，造成国有资产
的流失，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削弱了会计的经济管理作用，阻碍了经济的
发展。 
   3. 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不高。 
   知识经济时期，对广大会计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会计人员不
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具备相关的信息处理知识、管理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增强
参与经营、参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而我国会计人员素质整体水平还不高，所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已刻不容缓。 
   三、 我国会计创新实施的对策 
   1. 会计理论方面 
   (1)重视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理论中相关定义已不能对其内涵做出完整
的解释，需要重新定义。会计核算的技术和技巧将发生重大变革，在会计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
充分考虑知识经济时代的突出特点，全面、系统、客观地揭示它们的内涵和外延，突出知识经济对
会计环境的影响。同时，不断借鉴国际会计理论研究成果，吸取其精华，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
建立一套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理论体系。 
   (2)进一步壮大和充实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队伍。新经济时代，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这需要广大会计理论研究者肩负起时代的历史责任，不断开拓视野、勇于创新，使我国会计理论研
究工作向纵深发展。 
   2.会计实务方面 
   (1)不断扩大会计职能范围。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除了核算、监督两项职能外，参与决策的
职能将会大大增强，真正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高级咨询顾问”，为企业提供切合实际的专业管
理、技能及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各种信息和建议。此外，它还将进一步发挥分析和预测市场的职
能，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敏锐性，去了解市场竞争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评估这些因素经企业未
来的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自身在市场中的占有份额和持续竞争
发展能力。 
   (2)致力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当代信息科技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构成了高速、互
动、传递信息、共享知识的新一代网络，把全球商业带入“电子商务”时代，因此为适应时代激流
的电脑会计与财务软件也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与逐步完善，运用这些电脑会计与财务软件，
就能以手工会计无法相比的速度和质量进行会计管理的核算、监督，预测市场、参与决策等各项工
作，大大提高会计管理水平，实现对企业资产(包括人力资源、设备、资金和时间等资源)的科学有
效管理。 
   3.会计管理方面 
   (1)要突破工业经济管理需要的限制，把知识经济的观念渗透到会计管理领域的开发之中。在
研究会计管理发展战略、改革会计管理手段、优化会计管理行为、开拓会计管理新领域等重大课题
时，要充分考虑知识经济来临这样一个大趋势，支持推动科技发展，特别是微电子、生物技术、新
材料工程和信息化的发展，把会计管理注入到“服务增值”和“服务创新”活动之中。 
   (2)现代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包装、商标等方面，所蕴含的科技文化含量越来越
高，会计管理必须重视和大力推动这一现代商品中科技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趋势，促进企业去搏击
市场，赢得市场。 
   (3)推进智力优势取代传统资源优势的发展，着力增强企业形象力、支持企业有效地实施名牌
战略、推进科技创新活动永无休止地开展下去。重视企业无形资产的开发、利用和管理。 
   (4)重视企业信息化建造工程，支持企业信息网络建设。在企业资源配置、资金调度、会计服
务上要面对信息革命发展的需要，优化会计管理。 
   知识经济需要经济知识，会计知识作为经济知识的一个分支，无疑也是知识经济发展所需要
的。会计工作者应努力学科学、追科学，要学有所长，广泛涉猎，既精专，又博览，不断充实自
己，以适应挑战（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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