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我国财务会计规范的思考会计硕士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0/2021_2022__E5_AE_8C_

E5_96_84_E6_88_91_E5_c74_540024.htm 摘 要：在制定和完善

我国财务会计规范时，要特别考虑我国的文化和法律背示，

同时要兼顾国际化的趋势，应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从

长远看，我国的财务会计规范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惯例，甚

至完全采用国标准则，但在今后一个时期，应更强调规范的

适用性。此外，会计规范采用何种形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

内容；准则与制度并不对立，在内容上两者可以兼容，各有

侧重。最后，应当强调制定会计规范的“due process”，注重

会计职业界和学术界的参与，并切实发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

员会的作用。 关键词：完善 财务会计规范 我国近10年来在制

定财务会计规范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

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完善我国的财务会计规范，就是需要

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试就这个问题发

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完善财务会计规范应特别考虑哪

些环境因素 会计是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

育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会计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而

变化。已有许多论著研究和分析过会计的众多环境因素以及

这些因素是如何对会计产生影响的，故此不再赘述。笔者在

研究和探讨如何完善我国财务会计规范这个问题时，认为值

得我们特别思考的，或者说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的环境因素有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中国有着历经

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特征就是“忠孝”。所谓“忠”，多指对国家的忠；所



谓“孝”，即为对长者的孝。而这个特征往往表现为国人思

想观念深处明显的“尊上”、“唯上”倾向，即“上面”怎

么说我就怎么做。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下对上的“垂直”观念

与欧美文化强调平等博爱的“平行”观念有着十分明显的差

异，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特点

，即较强调体系、结构与层次，倾向于追求形式上的完美主

义，但对功能、内容以及是否实用等方面往往重视不够。相

对而言，欧美人士则较注重实效，不过于在乎外在的形式，

表现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其次是法律环境。众所周

知，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成文法的特点是，体系完整，

规定明确且具有强制性。长期以来，我国的财务会计规范一

直是以财政部颁布的部门规章这种“准法律”形式出现的，

对会计实务的要求比较注重合法性和合规性，而给专业判断

留有的余地很小甚至没有；此外，由于专业素质总体上较低

，会计人员也习惯甚至依赖于“照章办事”，而对专业判断

较为陌生，或者力不从心。尽管在《立法法》生效后我国财

务会计规范的性质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长期形成的注

重合法合规性、忽视专业判断的情形不会很快消失。 此外，

在国际环境方面，至少应考虑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趋势。与之相应的是，会计准则国际化或会计规

范全球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建立

一套适用于各国的丢计准则，并非象人们过去普遍认为的那

样可望而不可及。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入

世”在即，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

了满足我国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筹资的需要和吸引更多的外



国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我国的财务会计规范无论在形式还

是在内容上必须要与国际通行惯例相衔接。 二、我国财务会

计规范的着眼点是什么 我国目前财务会计规范所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应着眼于我国的实际现状，还是应更着眼于

国际化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应从以下两

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如何实现会计规范的目标。会计规

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而有用

的会计信息只能产生于良好的会计实务。因此，会计规范必

须有广泛的适用性，即具有可操作性，较为具体且能为广大

会计人员所理解和接受，并能在会计实务中加以有效的应用

。否则再好的会计规范也无法产生良好的会计实务，会计规

范的目标最终也难以实现。如前所述，我国的会计人员目前

的专业素质总体上偏低，较习惯于“照章办事”，加上其思

想观念深处那种“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强烈意识，恐怕

在较短的时间内难以适应准确、恰当的专业判断。此外，过

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的会计规范，也可能给人为操纵会计

信息留有很大的余地。 第二，怎样才算是国际化。20多年来

，我国的财务会计规范在借鉴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方面已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究竟什么是国际化仍有待于进一

步探讨。笔者始终认为，国际化不等于英美化。战后美国有

政治、经济、军事头号“超级大国”的地位，加上英语作为

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语言的便利，使其在向全球推销“扬基文

化”的同时，美国的会计观念和会计惯例也深深地影响了各

国的会计实务。事实上，我国20多年来的会计改革，更多地

是借鉴了美国的会计惯例，师对在文化、法律背景上与我国

有更多相似之处的欧洲大陆国家的会计惯例则研究不足，存



在着事实上的“重美轻欧”。尽管美国的影响还会继续万且

极有可能扩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委员会最近的改革就是一

个例证），但无论如何不能以美国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的会计

规范是否或怎样国际化。即使我们最终全盘接受带有明显美

国色彩的国际会计准则，但在此之前仍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

程要走，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客观条件，而且国

际会计准则自身在能为各国所接受之前也有一个完善的过程

，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谁也无法准确地预测。 因此，我国

财务会计规范目前仍然应更多地着眼于我国的实际现状，即

应当更强调规范的适用性，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

，能够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的一套规范。但长远地看

，我们不仅不能放弃国际化的目标，而且应当在形式和内容

上最大限度地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使我国的财务会计规范

在具备可操作性的同时，尽量能为国际同行理解和接受，而

不致成为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的障碍。 三、我国的财务会计

规范应当采用何种形式 我国财务会计规范目前可能采用的形

式，不外乎有两种，一是会计准则，二是会计制度。究竟应

当采用何种形式，颇有争议，且一争就近20年。对此笔者的

观点则是：准则和制度彼此并不对立。长期以来，我们在争

论中不知不觉地将两者对立起来，似乎非此即彼，或者“双

轨”。实际上，准则也好，制度也罢，充其量只是会计规范

的形式问题。纵观全球，也有许多国家的会计规范以“准则

”之外的形式出现，如法国的“通用会计方案”（也可译作

“统一会计制度”），而德国等国家的会计规范干脆见诸于

法律。即便是在美国，1973年之前的叫法也很混乱。因而我

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内容。如果在



实质内容上与国际惯例区别不大，采用制度或是别的什么形

式，问题都不大。反之，即便是准则，如果只是套用其形式

，不注重实质，不仅难以为我国的广大会计人员认可，而且

也未必能得到国际同行的理解和接受。百考试题 就内容而言

，我国目前的会计规范，究竟与国际通行的会计惯例有多大

区别，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方面的

工作我们过去似乎不够重视：总的看，我国目前的会计规范

与国际通行惯例并不存在实质上的重大区别，如果有的话，

则是因为我国的会计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诸如财务制度

、税法等其他因素的制约。即便如此，如果能将这些区别仔

细加以甄别并对其原因进行解释，增加会计规范的透明度，

相信也不难为国际同行所理解和接受。 就形式而言，笔者建

议采用“区分层次，各有侧重”的处理方式。首先是“会计

准则”，它主要侧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以及具体的确认

、计量和报告的原则和原理。其次是“报表及信息披露格式

”，其部分内容大致上相当于过去我国的行业会计制度（但

不一定还叫制度）。这一层次的会计规范是对上述准则的具

体化，主要解决如何把准则的概念、原则和原理体现到进行

日常会计核算、编制会计报表和编写报表附注申。此外，也

没有必要再将准则分为两个层次，或至少应放弃“具体准则

”的概念，准则就是准则，在形式上无所谓“基本”和“具

体”之分，也就是不要太受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太强调准

则自身的结构和体系，而是要更加注重准则的实效。从这个

意义上讲，我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努力不但不能削弱，而是应

当加强，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颁布一套内容较为完整，且

又同时兼顾适用性和国际化需要的会计准则，否则，任何形



式的会计规范很有可能又回到过去那种不注重概念和原则的

老路上去。 四、我国财务会计规范应以什么方式制定 我国的

财务会计规范究竟应当是以政府部门为主还是以民间团体为

主制定，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总体上讲，以

政府为主制定并以法律或法规的方式颁布的会计规范具有强

制性，容易发挥切实规范会计实务的作用；而以民间团体为

主制定并以行业规则方式出现的会计规范则更符合市场经济

的运行原理。在我国，至少就目前而言，那种以民间团体取

代政府制定会计规范的方式极不现实，其原因除了我国的文

化、法律背景和传统习惯外，还有就是我国的会计职业界无

论在规模、质量、影响和威望方面都十分微弱。因此，根据

历史、现实相国内、国际情况，确定我国财务会计规范制定

方式应注意以下两个间题：一是会计规范的制定过程和制定

程序。一套良好的会计规范应当考虑并尽量满足与之相关的

各方面的需要和要求，因此会计规范的制定过程应当是公开

和透明的，其程序必须充分、适当、合理，也就是要经过人

们常说的“due process”。二是会计规范由谁颁布固然重要，

但这更多还是属于“形式”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

究竟由谁最终决定会计规范的内容。百考试题 解决以上两个

方面的问题，除了要进一步增加会计规范制定过程的公开性

和透明度之外，还应更多地让会计专业人士，尤其是职业会

计师参与会计规范制定过程。会计学术界的参与，则不能偏

重综合的或较为抽象的问题探讨，而是应当更加注重具体的

、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多一些实证，少

一些抽象的逻辑推理。此外，还应明确会计规范在内容上的

最终决定者，进一步发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作用，突



出专业性，使我国的财务会计规范在制定方式上有一个实质

上的突破。 综上所述，在制定和完善我国财务会计规范时，

要特别考虑我国的文化和法律背景，同时要兼顾国际化的趋

势，应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从长远看，我国的财务会

计规范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惯例，甚至完全采用国际准则。

但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更强调会计规范的适用性。此

外，会计规范采用何种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内容；

准则与制度并不对立，在内容上两者可以兼容，各有侧重。

最后，应当强调制定会计规范的“due process”，注重会计职

业界和学术界的作用，并切实发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的

作用。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不远的将来，我

们一定能够制定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能与国际惯例衔

接的财务会计规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