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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1999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上通过了新修订的《会计法》，于2000年7月1日正式实

施。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

月31日止。”也许很多人认为，会计年度理所应当就是日历

年度，或者即使不是，也无非是挑个日子而已，不会有什么

大的差别，其实不然。法定会计年度不仅危害会计信息质量

及其披露的及时性，而且还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首

先，最佳会计年度的选择，应当与公司的生产周期相一致。 

最佳会计年度的选择与公司的生产周期相一致，以使财务报

表能够完整地反映一家公司的完整生产经营周期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业绩。会计信息质量，取决于很多因素，但会计分期

，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假设一家公司从开门营业

到关门大吉，中间没有会计分期，那么用公司清算后获得的

现金扣除公司开业之初投入现金后的差额便为该公司盈利或

者亏损，这是最准确的会计计量。可一旦把一家公司持续经

营过程人为地分期分段切开来计算盈利，由于收入和费用的

确认、计量、分配都会存在诸多人为因素，计量的结果就不

一定那么准确了。 例如，饮料生产企业，其生产和销售旺季

是在每年的611月，12月以后渐入淡季，直至次年4月，开始

准备下一个旺季，所以为了完整地反映它一个周期的盈利或

亏损情况，最好的会计年度划分就应当是4月1日至次年的3

月31日。对很多商业零售类公司来说，农历春节，往往是一



年的高峰，而春节过后就转入淡季，因此会计年度选在3月1

日到次年2月28日也许正好合适。这样按照生产经营周期计量

的相关收入、费用和利润，显然就会比人为的日历年度分期

要来得更准确。现实中很多企业的生产周期都可能与日历年

度不同，因此强制性的以日历年度为会计分期，人为地就会

把企业生产周期切割得支离破碎，从而致使会计信息不能准

确表述公司一个完整生产周期的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进而

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 其次，法定会计年度影响审计质量。 

由于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会计年度被人为限定在了每年的1

月1日至12月31日，所以所有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都必须在次

年的4月30日前完成审计和信息披露。这样的规定就使得会计

师必须在每年4月30日之前完成本该一年做完的公司年报审计

工作。工作高度集中在前4个月，而剩下的8个月基本无事可

干。或者换过来，如果把这些上市公司的年度均匀分散在年

度内各个月份，那么现在4个会计师干的活也许只要配备一个

会计师就可以做了，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缺高质量会

计师的国家来说，意义至关重大。 第三，法定会计年度影响

董事会决策质量。 由于上市公司既要赶年报，又要赶审计，

还要赶董事会和年度披露的日程安排，再加之如果这期间恰

逢公司的业务高峰，那么很多工作流程便会流于形式。按照

证券监管机构的规范要求，董事会会议材料至少需提前10天

送达与会人员，但实际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公司在董事会的

前一天晚上仍在赶做年报。如果与会董事不能在会前充分消

化这些年报资料，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可想而知，而公司的治

理水平和管理水平也不得不受影响。 第四，法定会计年度影

响信息披露质量和证券市场规范。 年度报告是公司信息量披



露的最大报告，国内国际，概莫能外。因此，各国证券监管

机构对公司年报的监管是慎之又慎。因为证券市场本身就是

一个信息博弈的市场。防止信息提前泄漏，提高信息披露的

及时性，是各国证券监管机构努力的方向。但由于所有公司

年报披露都集中在前4个月，这就难免使部分公司的年报披露

时间拖到了一个季度之后而不能及时公布。所谓夜长梦多，

年报披露耽误的时间越长，那么年报内容被提前泄漏的可能

性也就越大，从而影响市场公平。另外，把所有公司的年度

报告都集中在14月份来披露，这也会导致市场对公司信息的

消化不良，而接下来市场又出现78个月的信息真空。这种暴

饮暴食，显然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人为地

划分会计年度的弊端已被业界认知多年，可是迄今为止仍未

看到进行改革的提案。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无论监管机构，

还是投资者，抑或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似乎对此都已

司空见惯，甚至麻木。将这一问题提上议程，真正的完善解

决，我想这也许是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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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