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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C_9A_E8_AE_A1_E5_c45_74071.htm 仿佛是为了印证财政部

副部长日前发出的警告，“防止少数公司利用新老会计准则

体系转换之机人为调控损益”的话声刚落，中国证监会也正

好对进入中国上市公司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排头兵的德勤进

行处罚听证，与此同时，由30名知名中国律师组成的律师团

发表了讨伐德勤的公开宣言。 新老准则体系的转换提供了人

为调控损益的机会，这是不难理解的。新会计准则规定，资

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如果这则

规定能够将上市公司今后操纵资产减值准备这一利润调节的

手段牢牢封死，那么，不排除一些公司会赶在新准则正式实

施之前，利用发布2005年年报或2006年年报的机会，将以往

提取的减值准备冲回调节利润。 如果只此一回，成本倒也不

高。但这并不是“最后的晚餐”。作为新会计准则亮点的“

公允价值”，其实早在1998年就已出现于“非货币性交易”

、“债务重组”等具体会计准则中，实际运行中曾经出现很

多上市公司滥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情况，因而在2001

年修订的准则中曾被取消。 这一次的新准则体系在金融工具

、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

货币性交易等方面均又广泛采用了“公允价值”。“前度刘

郎”今又来，利润操纵会不会卷土重来？ 所谓“公允价值”

，其实质无非就是基于主观判断的定性因素大于具有量化标

准的定量因素。正由于这个原因，“公允价值”本身公允不

公允其实很难说得清楚，它被引入会计准则究竟是一种进步



还是倒退，同样很难加以论定。即使在最早提出会计准则的

美国，近年来也不断由于公允价值的滥用而发生了一系列令

人震惊的重大财务丑闻。在欧洲、香港等会计和法律制度据

称相当完善的国家和地区都不难找到同类的证明。对于尚处

在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跟不上的条

件下，会计信息没有不可钻的空子，没有打不得的擦边球，

也就更加不奇怪了。 中国证监会曾经有意引进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补充审计”，抑制伙同上市公司弄虚作假的国内

会计师事务所，其对病症的诊断虽然未必搞错，但所开的药

方却错了十万八千里，这一动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事实上

，不是没有境内上市公司做过类似尝试，结果非但没有真正

体现国际准则的公允严谨原则，反而增加了操纵利润的调节

手段。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不规范，核心问题显然并不

在于会计准则同国际准则有多大的差距。 13年来，以《企业

会计准则》发布为标志，中国会计制度虽然在会计确认、计

量、记录和报告等方面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但由于无法形

成完整体系，不仅存在行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及企业

会计准则这三套不同的会计标准所带来的境内会计标准的差

异，而且对于涉及外资或境外上市的企业来说，还存在境内

外会计标准的差异，不难各取所需，也因此造成会计信息失

真的极大弊端。经过这次“形式重于实质”的整容定型，新

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已经大同小异，但为什么还是无法

避免老问题的骚扰呢？ 其实，正像以往会计规则的每次修订

一样，尽管其本意都是为了规范，但是，实际上的每一次改

变都为新的不规范提供了机会和手段。这次新会计准则生效

的时间，恰好在股改进度基本完成的次年。刚刚完成股改的



上市公司有幸承担了为新会计准则率先示范的光荣任务。如

果说股改本身未必能给上市公司带来除流通性之外的其他重

大变化的话，那么，新会计准则也许不难提供这样的一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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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