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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9A_E8_AE_A1_E5_c67_491485.htm 「摘 要」我国新会

计准则在诸多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是

最为显著的方面，为我国会计国际趋同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本文从会计实务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新会计准则中运用

公允价值的意义和作用。 财政部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系（

由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组成），自2007年1月1日起首

先在上市公司实施。新准则的主要特点就是与国际准则趋同

，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与国际通行做法的接轨，为中国经济更

快地融入全球一体化作了基础性的铺垫。在新准则体系中，

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公允价值的引入。长期以来，在财务

会计中，历史成本计量资产是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历史成

本计量模式成为主导的会计计量模式。在我国，会计计量也

一直遵循历史成本原则。因而新准则颁布后，很多人认为是

对原来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体系的颠覆。常年搞会计核

算的人其实都对历史成本有着根深蒂固的依赖，任何簿记讲

究的都是真凭实据。现行会计准则在刚开始实施时，一些老

会计就对八项准备如何计提感到有些迷惘，毕竟，这要依靠

判断，而非原始凭证。因此，新准则的实施对会计核算的传

统思维是一次全面的挑战。 公允价值并非是个新鲜事物，较

早引入公允价值的可能是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公告第4号

（APB Statement NO.4）“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基本概念和原则

”（1970年）、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意见书第16号（APB

Opinion NO.16）“企业合并”（1970年）、第21号“应收账



款和应付账款的利息”（1971年）和第29号“非货币性交易

”（1973年）。但最先提出公允价值概念的并不是这几项公

告或意见书，而是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William Paton.早

在1946年3月，Paton教授就在《会计师月刊》（Journal of

Accountancy）发表了一篇题为“会计中的成本和价值”的文

章。在该文中，Paton教授指出，“成本和价值不是相抵触和

相排斥的概念。在购买日，成本和价值几乎是一样的，至少

在大多数交易中如此。就支付媒介是非现金财产的交易而言

，购入资产的成本应按所转出财产的公允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确定。事实上，成本是重要的，因为其大致等

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fair value）。”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在1982年公布的IAS16“固定资产会计”中首次引入了公允价

值的概念。 为什么要将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从美国财务

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及其前身发布的公告和国际会计准

则来看，对此的阐述并不十分完整。在对较早的APB为何引

用公允价值概念进行评论时，FASB的理事Foater指出，这是

因为APB的专家相信“公允价值最忠实地反映了交易的实质

”。在涉及金融工具的FAS107和FAS133公告中，FASB解释说

，公允价值反映了市场对直接或间接地隐含在金融工具中的

未来现金流量净值的估计，公允价值信息有助于会计信息使

用者对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测，并有利于验证其以前所作预测

的合理性；公允价值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

者对企业的投资和融资决策进行评价，从而有助于其作出正

确的决策。 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是由财务会计的目

的决定的。按照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的提法，财务会计的

目的在于“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用户提



供有用的信息”。而“会计信息要于决策有用，要具备两种

主要的质量，即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对于历史成本信息，

公允价值信息更多地反映了市场对企业资产或整体价值的评

价，可以与“资产负债表”较好地吻合，更具有相关性。因

此，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将其作为会计计量的重要

基础。 我国在新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后，立刻引起了各方面

的关注和讨论，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认为中

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公允价值不易取得，难以操

作；另一种是认为公允价值虽好，但公允价值的信息量不足

，估计公允价值时存在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成本，容易被

操纵，导致会计计量不真实。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

业经营业务模式不断趋向于多样化、复杂化，同时政府行为

也更加商业化和市场化，企业对公允价值的内在需求日益增

长，实际上有些企业已经在会计处理中变相地引入公允价值

这一概念。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山东某上市公司因股价

操纵一案而震惊全国，当时该公司的股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不断上涨，起因是该上市公司对属其所有的土地和建筑

物等不动产进行了重估，并按评估值进行了调账，相应调增

了资本公积，然后再将该部分资本公积按1：1的比例转增股

本，即每10股送10股，虽然当时该公司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

，但现在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来看，可能也反映了中国早期的

企业对引入公允价值的强烈愿望。 近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

持着强劲的增速，不动产和基础材料的市场价格不断上涨，

甚至翻了几番，无形资产的价值也日益体现，包括商誉、专

利、人力资源等。对于一些历史悠久的老企业，严格来说，

其会计报表在现行准则框架体系下基本无法真实地反映企业



的财务状况。回避公允价值的使用导致企业在会计处理上前

后不一致，在相关性、可靠性及可比性上无法找到较好的平

衡点，同时也使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始终存在较大的

差异。如： 一、不动产和固定资产 我国采用的是历史成本；

国际会计准则（IAS）在固定资产的计量时除按其账面价值来

计量外，还允许按公允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即固定资产的价

值按固定资产重估日的公允价值减随后按重估价值计算的累

计折旧余额来表述。 二、无形资产 在所有者作为资本投入的

无形资产计量上，我国是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计量；IAS规

定按公允价值计量。 三、租赁 在承租人对融资租入资产和相

关租赁负债计量规定上，我国会计准则规定按承租人将租赁

开始日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

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

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并将两者的差额记录为未确认融资费

用；IAS则是按租赁开始日租入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

额现值中较低者等额确认一项资产和一项负债。对于售后租

回交易，如果认定为一项经营租赁，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应将

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予以递延，并在租赁期内按照租

赁支付的比例进行分摊；IAS规定如果售价低于公允价值，应

立即确认利润或损失，但当损失能由低于市场价的未来租赁

付款额补偿时，则应将其递延，并按租赁付款比例分摊于预

计的资产使用期限内。若高于公允价值，高出部分应予以递

延并在预计的使用期限内摊销。 四、非货币性交易 我国是按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

入账价值，不确认利得或损失；IAS规定所有的资产变换交易

均应以公允价值计量，除非该项交易不具有商业性质，或者



收到资产和所放弃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不能可靠地计量。此时

，以所放弃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收到资产的成本。如果主体

能可靠地确定收到资产或放弃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按所放弃

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收到资产的成本，除非取得资产的成本

更加可靠。 五、企业合并 在我国，如果是控股合并，则一律

以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来计量。在控股合并情况下，由于产

生了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计量问题，因此将投资成

本与投资企业拥有被投资企业“份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股权

投资差额处理：如果是吸收合并包括换股合并，则可以采用

购买法（即以账面价值来计量），也可以采用权益法（即以

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实际发生的合并案例几

乎都选择了权益结合法；IAS规定所有企业的合并只允许采用

购买法，严格限制使用权益结合法，而FASB更是已禁止使用

权益结合法。 在商誉计量上，我国是购买成本与被购买企业

净资产所占份额的差额（除非购买一个公司100%股份，则按

获得的净资产的评估净资产公允价值所占份额之间的差额计

量），在少数股东权益计量上，我国必须按历史成本；IAS规

定可以按公允价值或历史成本计量。 由于回避公允价值而造

成的上述差异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

。以非货币性交易为例，因为要以置出资产账面价值计量置

入资产价值，就可能在实际核算中产生很多缺陷。 例如：湖

南某上市公司2004年4月发布公告称，当地州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公司同意帮助该上市公司支付其购买一块2.27亿元土地使用

权的费用作为对价，公司把控股98%的销售子公司的全部应

收账款作价1.92亿元转让给州国资公司，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

以现金弥补，这些应收账款的账面原值为2.68亿元，已计提坏



账准备1.09亿元，净值1.59亿元。 上市公司认为这是单独的两

项业务，分购土地及货款收回，账务处理如下：借：土地使

用权2.27亿元贷：其他应付款1.92亿元银行存款0.35亿元借：

其他应付款1.92亿元贷：应收账款1.92亿元实际出现坏账损

失0.76亿元，核销坏账损失，同时转回多提的坏账准备：借：

坏账准备1.09亿元贷：应收账款0.76亿元管理费用0.33亿元对

该项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公司为了慎重起见，于2003年底专

门请示了国家有关部门。该部门负责同志指出：该业务属于

债务重组，转回的坏账准备应计入当期资本公积，会计处理

如下： 借：土地使用权2.27亿元贷：其他应付款1.92亿元银行

存款0.35亿元借：其他应付款1.92亿元坏账准备1.09亿元贷：

应收账款2.68亿元资本公积0.33亿元按照该部门负责同志的观

点，上述业务仍然分两笔，第一笔与上市公司的处理一致，

第二笔作为债务重组进行处理；但是另有部分会计学者和专

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两项业务可以合成一项

，是一项资产置换业务，属于非货币性交易。根据“以应收

款项换入一项资产或多项资产，应当按照应收款项的账面价

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涉及多项换入资产的按照换入

其他资产公允价值占换入的全部其他资产的公允价值总额的

比例，对换出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规定，其账务

处理如下： 借：土地使用权1.94亿元坏账准备1.09亿元贷：应

收账款2.68亿元银行存款0.35亿元从实质来看，这确实是一项

以债权换土地的非货币性交易。按现行准则，非货币性交易

会计处理的核心思想是以置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置入资产

价值，但该公司会计最终以国家有关部门的意见为准进行了

处理，这种处理实际上变相导入了置入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概念。问题在于对该类业务的理解，是债务重组抑或非货

币性交易，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不同的会计处理结果。如果非

货币性交易采取公允价值计量，就不会产生上述问题，不管

是一笔业务还是两笔业务，会计处理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如

果在上述事例中，假设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或该上市公

司有大于2.3亿元的资金可供周转，并且用资金的实际划付来

完成交易，那么上述交易不仅无可非议地分成了两笔业务，

会计处理也变得非常简单，公司回避了非货币性交易，土地

使用权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以交易价格入账了。 从上述的分析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将公允价值引入中国的会计准则框架已

是大势所趋。就会计的职能而言，就是要客观地反映信息，

而会计改良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个质量特征

就是美国财务概念框架（CF）概括的“相关性、可靠性及可

比性”。试想，在一个房价已上涨了近10倍的市场背景下，

企业的不动产价值仍然只能按原账面价值来反映，这样的会

计报表还有什么相关性和可比性可言？当然，现有的会计准

则对于遏制企业操纵利润，提高企业盈利质量的确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规避这些规定增加了交易成

本，这种利用会计标准反会计黑洞的做法虽然有立竿见影之

成效，但其代价是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背道而驰，而且实际

上这样“堵”也“堵”不住。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表面

上迅速减少，但实际上，由于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产生了更

多不是以市场规律而是以会计规则为导向的经济行为，如出

售后再回购，债务重组设计为资产（股权）转让、非货币性

交易分解成若干笔货币性交易等等。所以，与其“堵”，不

如“疏”，既要遏制利润操纵（保证会计信息可靠性），又



要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趋同（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及可比

性），这中间的矛盾需要协调，主要表现在公允价值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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