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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了加入WTO的双边协定，此一过程不仅引起广泛的关注

，也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加入WTO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

响。根据贸易服务(GATS)的有关协定，我国将开放其资本市

场，包括保险、金融和股票等行业。毫无疑问，国外资金和

专业人员进入我国资本市场会对涉及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因

此也有人认为，我国进入WTO会对会计国际化有强大的推动

作用。但是，回顾我国会计体系的发展，可以发现，早在加

入世贸提上中央政府议事日程之前，我国已将会计改革定位

于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因此笔者认为，加入世贸对我国会

计国际化的影响是有限的，真正推动这一趋势的是国有企业

改革和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建。 一、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

市建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此体制下，只

有国营企业的存在。国家供应所有企业的资金和管理企业的

营运，利润归国家所有，国家亦承担损失。因此会计的主要

功能是反映企业在执行国家经济计划时资源运用的情形。此

时，我国采用前苏联的资金导向会计，这种会计因应资金配

给和资金上缴的企业运作基础，有着详尽、严格和统一的报

表格式和会计处理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簿记体系。 自1978年

以来，我国开始了长达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的关键

是如何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在改革之初，政府通过下

放管理权限给企业管理人员和建立奖励机制，希望把国有企

业转变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但是，会计准则和实务上几乎



没有相应的改变。企业仍然采用老一套的资金导向会计，便

企业的利润和亏损都难以体现。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人，大量外资涌入我国。到1984年底，外商在我国投资已

达30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灵活的经营，先进的管理和充足

的资金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外资，

财政部于1985年3月颁布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该制

度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这是我

国第一次参照国际会计惯例制定的一套会计制度，与国有企

业会计制度相比，在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上作出了根本的变

革。 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我国自80年代中试行股份制，国

有企业为实现公司化向雇员和其他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以募集

资金，这些股票再上市交易。1990年和1991年，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使股票的发行和交易正规

化。此后，股份制企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通过

发行A股、B股和H股在国内和国外市场募集资金。很明显，

旧的会计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式，因为旧体制主要为

国家计划经济提供会计信息，这样的信息很难服务于新兴资

本市场的投资者和企业的债权人。 90年代，财政部开始着手

建立新的会计框架以服务投资者。1992年5月财政部与国家体

改委联合颁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该制度适用

于股份制企业，着眼于推进公司化进程，这是我国第一部适

用于国内企业而又借鉴国际会计惯例的会计制度。1992年11

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志了我国会计国际化框架的建

立；是我国会计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企业会计准则》适用

于所有在我国成立和经营的企业，不分资本来源和经营行业

。《准则》采用西方的处理方法和报表。至此，我国会计全



面走向与西方会计协调。但是，与西方会计准则不同的是，

《准则》仍然要求以历史成本记帐，并需在附注中披露利润

分配方案。 《企业会计准则》只包括一般性原则，具体会计

准则需依照准则的指引制定。在新准则下缺乏具体准则会便

会计人员无所适从，因此财政部于1992年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制定了13个行业会计制度，在西方会计的框架下对有关

行业的会计制度作出了严格和统一的规定。13个行业会计制

度只是一个过渡，不久它们将会被制定中的30个具体准则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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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