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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AE_A1_E3_c45_74086.htm 1、追溯调整法 追溯

调整法，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时，如同该交易

或事项初次发生时就开始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并以此对相关

项目进行调整。即，应当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并相应调整变更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以及会计报表的相关项

目。 追溯调整法的运用通常由以下步骤构成： 第一步，计算

确定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第二步，进行相关的会计

处理； 第三步，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 第四步，附注说明

。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是以下两个金额之间的差额

：（1）在变更会计政策的当年，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

各期追溯计算，所得到的年初留存收益金额；（2）变更会计

政策当年年初的留存收益金额。上述留存收益金额，不应当

考虑由于损益的变化而应当补分配的利润或股利。但在计算

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当年年初的留存收益时，不应考虑由于以

前期间净利润的变化而需要分派的股利。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

积影响数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计算获得： 第一步，根据新

的会计政策重新计算受影响的前期交易或事项； 等二步，计

算两种会计政策下的差异； 第三步，计算差异的所得税影响

金额； 第四步，确定以前各期的税后差异； 第五步，计算会

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2、未来适用法 未来适用法，指

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时，新的会计政策适用于变

更当期及未来期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即，不计算会计政策

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也不必调整变更当年年初的留存收益，



只在变更当年采用新的会计政策。根据披露要求，企业应算

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追溯调整法未来

适用法 (1)如同该交易或事项初次发生时就开始采用新的会计

政策，并以此对相关项目进行调整。亦即：应当计算会计政

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相应调整变更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

以及会计报表的相关项目。 (2)如果提供比较会计报表，对于

比较会计报表期间的会计政策变更，应当调整比较期间各期

的净损益和有关项目，视同该政策在比较会计报表期间一直

采用；对于比较会计报表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会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数字也作相应调整。 (3)会计政策变更的累

积影响数，是以下两个金额之间的差额：A、在变更会计政

策的当年，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所得

到的年初留存收益金额，B、变更会计政策当年年初的留存收

益金额。 (4)上述留存收益金额，包括法定盈余公积、法定公

益金、任意盈余公积以及末分配利润各项目，不考虑由于损

益的变化而应当补分的利润或股利。 (5)按新的会计政策计算

确定留存收益时，应当考虑由于损益变化所导致的补交所得

税或退回所得税，即留存收益应当是税后数 (1)新的会计政策

适用于变更当期及未来期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亦即：不计

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也不必调整变更当年年初的

留存收益，只在变更当年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2)根据“披露

”要求，企业应计算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

数。 3、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1）企业依

据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分别两种情形： A、法律或行政法规、

规章要求改变会计政策的同时，也规定了会计政策变更的会



计处理办法，这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办法进行。 B、国家没有

规定相关的会计处理办法，则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

。 （2）由于经济环境和客观情况的改变而变更会计政策，

以便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更为可

靠、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则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

处理。 （3）如果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

无论是属于法规、规章要求而变更会计政策，还是因为经营

环境、客观情况改变而变更会计政策，都可采用未来适用法

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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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