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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议财务会计报告  
   

□潘颖霞 

 

财务会计报告是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提供会计信息的主要
载体，是会计核算的最终成果。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遵循着特定的会计准则，具有综
合性、规范性等优点。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有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因滞
后于环境的变化而显示出了它的不足。就传统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局限性进行分析，
同时提出改进财务会计报告的拙见。 
一、现行财务会计报告的不足和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务会计报告体系日臻完善，形成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
流量表为主体，以会计报表附注为补充的财务会计报告体系，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
现有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因滞后于环境的变化而显示出了它的不足和局限性。 
１．附注内容滞后。有的企业是故意使内容滞后。比如，对或有事项、提供担保等需
要及时公布的内容有意延期披露；有的企业是非故意的，也造成了信息滞后，还可能
主要因为企业管理层及会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当时未能正确理解附注应披露哪些
内容而造成的事后披露。 
２．货币计量。货币计量是建立在货币单位价值不变情况下的，而货币的单位价值不
可能长期不变，当货币价值长期发生变动时，以货币计量为基础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反
映的资产价值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３．会计报表不能反映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信息。（１）以历史成本作为编制基础的
资产负债表，左方反映了企业投资的结果，可以决定企业价值的大小，右方是企业以
往融资的结果，左右两方共同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结构和资本结构，可以看出企业对现
时拥有资产的原始投资。但是这些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多少经济利益是看不出来的。
而能够给企业带来多少经济利益是企业拥有资产的本质所在。（２）按照权责发生制
编制的利润表，不能提供利润与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权责发生制强调收入按照实现
原则确认其实现、收入与费用的配比，收入还强调按照准则规定，致使收入费用的确
认与现金流入流出产生一定的时间间隔，且未考虑款项收付的可能性，或者说不考虑
实现的收入转化为实在的现金问题，从而丧失了财务上的合理性。（３）现金流量表
强调的是过去的现金流量。过去的现金流量只能反映过去现金流量的结果，成为预测
未来的依据，不能成为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的依据。 
４．忽略了非财务信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商誉、人力资源、企业研究与开发能
力等等这些非财务信息对企业价值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现行财务会计报告的改进建议 
１．规范财务会计报告格式。从业务管理的角度讲，编制会计报告也是一项会计业
务，财政部门有必要通过颁布具体会计准则的形式，制订规范、完整、统一的财务会
计报告编制说明规则，使广大财会人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章可循。 
２．实时报告。随着知识经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经营活动不确定性日益显著，因而
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期就大大缩短，可以在保留现行定期报告模式的同时，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提供实时报告。由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在商业中的
应用，会计所需处理的各种数据越来越多地以电子形式直接存在于网络与计算机中，
会计信息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原手工系统中表现为一定周期的会计循环以实现
方式完成，时间和周期不再是财务报告的约束条件，不同时期的会计报表可以随机产
生，报表阅者可以适时得到企业财务与非财务信息。 
３．会计计量方面的改进。即资产负债表仍然以历史成本反映有关企业的融资结构及
投资结果，同时反映资产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如果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资产负债
表中各资产项目按其产生未来现金流量加以报告；各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目按其反
映的融资结构加以报告，则据以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率。 



４．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的结合。可以考虑在计算企业收益时将权责发生制和收
付实现制结合起来计量收入的实现与费用的发生。因为采用权责发生制对收入和费用
进行确认而产生的收益属于观念上的收益，这种收益虽然能够反映经营管理者的业
绩，但这种收益中含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含有大量的风险。收付实现制虽然不能准确
地反映各期的损益，但它确认的收益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按照收付实现
制确认的收益是实实在在的。 
５．编制财务预测报告。财务预测是指管理当局根据将来的经营环境以及将采取的行
动来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做出的预测。投资者的决策要依据对未来
的预测，因此财务预测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进行决策；财务预策信息即使不公开，会
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出去，容易为少数投资者所利用。倘若企业按照规范的要求披露
财务预测信息，则可以防止出现这种局面；现在经营环境瞬息万变，投资者根据财务
报表中的历史信息不足以预测企业的未来。预测信息一般可采用上年、本年和下年三
栏结构来编制预测资产负债表、预测损益表和预测现金流量表。 
６．充分披露。所谓充分披露是指凡是为达到公正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要的信息均
应完整提供并使用户易于理解。依据充分披露原则，一方面要增加会计报表附注披露
的信息量，即从数量上、内容上增加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另一方面在会计报表中以不
同计量属性披露财务信息，即不再局限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进行披露，可适当增加其
他计量属性披露财务信息，从而增大报表披露的信息量。 
可以考虑披露有关影响企业价值的信息：（１）人力资源信息。主要反映企业为了招
聘、录用、培训、组织和开发人才等方面的信息。包括人力外出培训的费用等；人力
资源价值，即人力资源的创利能力，它可以表现为为过去创造的价值，也可以表现为
为将来创造的价值。（２）前瞻性信息。即企业面临的机会和风险以及管理部门的计
划等。（３）背景信息。包括企业经营业务、资产范围与内容、主要竞争对手以及企
业发展目标等。（４）有关股东和主要管理人员的信息。非财务信息披露方式比较灵
活，可以文字或数据形式的综合分析在报表附注、招股说明书、年度财务报告等处加
以说明，不需要改变现行的财务会计报告体系，不需要改变该报告体系的基础和支
柱。通过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可以分析企业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以便
根据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折现率进行调整，使折现率包含风险因素，使企业
价值更现实。 
由于知识资本、衍生金融工具、人力资源等项目不符合传统会计要素的定义与确认标
准，也不具有实物形态或货币形态，一直被认为表外项目而不予重视。但事实上，一
方面由于行业竞争的加剧和经营风险的释放，使投资者、债权人及相关利益集团迫切
要求企业提示有关信息，以求早做防范。另一方面，上述事项的确认与计量，需要改
变现行的财务会计报告体系。在问题解决之前，可以遵循充分披露原则，即凡是为达
到公正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须的信息，均应完整提供，使报表阅读者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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