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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研究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6月29日  刘 镠 

摘 要：我国自1992 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1997 年颁布实施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以后，对

于规范企业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起了积极作用。至此，也标志着我国企业

会计核算法规规范进入到一个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并存的时期。2006 年2 月15 日，财政部发布了

新会计准则，这标志着中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这是我国会计

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最终实现了全面接轨。本文讨论了我国

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必然性和影响，研究了准则趋同的具体内容，分析了我国对

国际趋同的态度，最后对新会计准则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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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必然 

(一) 新会计准则国际化是资本市场国际化的产物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中，不仅资本的供需双

方需要了解彼此的财务状况，满足各自需求，而且国际证券监管机构为实施有效监管，也要按照国

际标准，严格审核跨国筹资公司的财务报告。这就要求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按照国际通行的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而无须对原有财务报告进行重编或调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是中国融人

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步，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将发生影响。 

(二) 新会计准则国际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几十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双边、多边贸易活动日益增多，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企业从事对外贸易，必然通过客户提供的财务报告来分析评价其资产实力、资信状况和风险状况。

会计信息已成为各市场主体达成市场交易的重要媒介，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市场交易质量的高

低，并影响全球范围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作为商业通用语言的会计应按照国际惯例，提供可比和

有效的会计信息，以提高国际贸易的高效率。 

二、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影响 

（一）资产减值计提方面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新准则规定，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一经确认不得恢复。而“盈利上升，多计提跌价准备；

但会计准则变动后，上市公司不能冲回上述准备。因此，对于一些已经利用大幅计提减值准备“隐

藏利润”的公司而言，则可能会赶在2007 年1 月1 日之前，赶紧将减值准备冲回。 



（二）债务重组方法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 

债务重组将规定：由于债权人让步，债务人获得的利益将直接计入当期收益，进入利润表，而

原来是计入资本公积；同时引入公允价值，以实物抵债，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于是一些无力清偿债

务的公司，一旦获得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豁免，其收益将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表中，可能极大地提高

每股盈余。 

（三）合并报表基本理论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 

与《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相比，新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所依据的基本合并理论已发生变

化，从侧重母公司理论转为侧重实体理论。合并报表范围的确定更关注实质性控制， 母公司对所有

能控制的子公司均需纳入合并范围，而不一定考虑股权比例。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只要是

持续经营的，也应纳入合并范围。这一变革， 对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利润将产生较大影响。 

三、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化的分析 

（一）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特点 

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不等于相同。在关联方交易及其交易的披露、资产减值

损失的转回、部分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上，新会计准则保持了“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1、关联交易问题 

国际会计准则原来对国有企业即政府所有的企业是豁免披露的，不作为关联方，但是后来把豁

免取消了。在中国，我们不可能按照国际做法去做。如果把国有企业都作为关联方， 它们之间的交

易都作为关联交易披露，既不现实也没意义。新准则中规定， 除了有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做权益

处理的，均做收入处理。 

2、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问题 

关于已经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问题，我国现行制度和《国际会计准则第36 号》都允许对已

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但是从我国实际运行情况看，该规定已经成为一些企业操纵利润

的主要手段，不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此，新准则针对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规定对于已

经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与国际准则形成了实质性差异。 

（二）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内容 

趋同是大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在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会计准则走向趋同是

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发展方向。这次准则体系修订的完成，把我国会计工作、会计准则向前推进

了—大步，而且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日益趋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架构趋同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构成。其中，基本准则是纲，在整



个准则体系中起统驭作用，基本相当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具体准则

是目，是依据基本准则原则要求对有关业务或报告做出的具体规定，应用指南类似于与各项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一并发布的应用指南和实施指南以及相关的解释公告。新会计准则体系基本实现了与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2005 年，财政部先后发布了6 批共22 项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此外，

对现行的1997 年至 2001 年期间颁布的16 项具体会计准则，也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调整和修订，

最终在2006 年初构建起一套企业会计准则的完善体系。可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内容架构上

已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 

2、要素计量趋同 

新会计准则体系在会计要素计量方面的一大亮点就是公允价值的应用。新会计准则在应用公允

价值时把握这样一个原则：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同时引入公允价值，但是公允价值在什么情况下可

以用，限制比较多。总体原则要把握两点：一是要运行活跃的市场；二是交易双方在完全自愿的情

况下，没有第三方干扰，讨价还价形成的价格，也可以说是公允的。总体上说，新会计准则体系对

公允价值的运用还是比较谨慎的。 

3、具体准则趋同 

（１）将公允价值引入新会计准则体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比较侧重于公允价值的应用，我国原有会计准则都几乎不涉及公允价值。

考虑到我国市场发展的现状，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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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交易性证券投资方面也

引人了公允价值。所谓交易性证券投资，类似于原先的短期证券投资。新会计准则要求，期末按交

易所市价计人当期损益，结果使资产价值可增值也可减值，而不再采用现行的单边调整减少资产价

值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这一点，可能使证券性交易投资较多的公司，其股票的账面价值，也将反

映在当期业绩中。但总体上说，会计准则体系对公允价值的运用较为谨慎。 

（2）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6 条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

制为基础加以确定。控制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

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这些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7 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

报表》的规定一样强调了实质控制。另外，新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所依据的基本合并理论于侧重母

公司理论转向侧重实体理论。 

（3）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 

1995 年财政部发布的 《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 和1997 年发布的《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

问题暂行规定》等规定，从未明确提及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从这些规范看，我国允许企业采用

的合并会计方法实质上是购买法，但从现行实务来看，企业合并主要是换股合并，加上公允价值难

于取得，企业一般采用权益结合法。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是禁止采用权益结合法的。在准则体系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0 号——企业合并》中规定，在非同一控制下，“购买方在购买日作企业合并对

价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当



期损益”，从而将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规定为购买法。 

（4）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一直是国际会计准则中比较复杂的内容。如何有效地对金融工具进行确认和

计量，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体系，一直以来是各国政策制订部门的重要工作。我国在全面借鉴IAS 

32、IAS 39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出台了《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

期保值》和《金融工具列报》等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这四项准则各有侧重、相互关联、逻辑一致，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核心是将金融衍生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 

同时规定，企业如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但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对

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等区分进行会计处理；企业的会计处理应当根

据各单项金融工具的特点及相关信息的性质将其进行适当 归类，以揭示金融工具的潜在风险。因

此，新会计准则的建立，标志着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处理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有利于规范金融

工具特别是衍生工具会计预警系统，及时揭示和披露交易决策的相关信息，引导衍生工具的有效运

作，提高金融信息可比性和透明度。 

四、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态度 

（一）趋同是进步方向 

中国一方面将积极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一套全球公认的、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另一方

面也将一如既往地推进会计改革，着力促进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趋同。在对待会计国际协调

方面，我国应立足于国情、立足于当前会计环境，努力促使会计标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协调或

者一致。随着国内会计准则的逐步修订和健全，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的差异正逐步缩小，

逐步实现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的趋同。 

（二）趋同不等于相同 

如果忽略各国国情，忽视会计发展状况和环境特点，趋同将很难实现，或者会遇到许多困难。

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之间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应当相互沟通、相互借

鉴、相互认可。 

（三）趋同需要一个过程 

为了适应国际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国际会计标准对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普遍的经济交易

事项做出了规范，但是我国目前没有相同或类似的经济交易事项，或者我国相同和类似经济交易事

项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制定相应的会计标准，比如各种形式的衍生金融工具、退休金与养老金会

计。对于这类差异，应积极开展研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待这些交易事项实际发生或者较为成熟

时，在符合我国国情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全面引入国际会计标准和国际惯例。需要积极且不断地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努力追求符合国际效率、公平、主权和全球多样性发展要求

的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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