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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习新会计准则体系而言，这种比较主要有三类。一是准

则间的比较，二是新旧准则的比较，三是中国准则与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其他国家准则的比较。对于一般的实务工作者

，一类与二类的比较是必须的；而作为学者、海外上市企业

的财会人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有时也需要第三类

比较。 准则间的比较，贯穿于学习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始终。

前面讲的每项准则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结构，也是通过比较而

得来的认知。在对诸准则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

其中的一个最醒目、最突出的地方，是基本准则与其他38项

具体准则间的差异。差异之一是，具体准则自2007年1月1日

在上市公司施行，而基本准则没有提及施行的范围，那么，

就是在全部企业中施行。这样，就出现了基本准则在其他非

上市公司未执行具体准则时的一段“置空期”。这种“置空

期”的存在，显示了基本准则的统领地位与其远离会计实务

的特点。 新旧准则间的比较，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原来没

有的准则，现在有了，如第10号准则“企业年金基金”等；

二是原来是那样的内容，现在是这样的内容，如第6号准则“

无形资产”中，企业内部开发费用允许有条件地予以资本化

。 而对于中外准则间的对比，就显得有些高难度了，最适合

于甘坐“冷板凳”的学者们。 当然，还有两种更个性化的比

较，就是最新成书的准则体系与2006年2月15日发布稿之间的

比较，以及与征求意见稿的比较。通过这两种比较，可以透



析出准则制定者的一些考虑，以及意见反馈的一些倾向。其

中，也反映了在准则发布之后，制定者们进一步审视以尽求

严谨、缜密、完美的认真负责精神。 比如，发布会上的版本

中，第38号准则“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二条规定：“

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是指企业第一次执行2006年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包括基本准则、各项具体准则和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而会计准则委员会网站公布的最新电子版本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2006》一书中的第二条是“首次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是指企业第一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包括

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其中，删掉了

“2006年发布的”几个字，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考虑到，新

准则体系颁布后，必然存在一个未来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新进展与国内经济发展新情况而不断进行完善的过程。所以

，不宜限定哪年颁布的准则，而只是限定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这样修改后，语言上更加缜密，逻辑上更加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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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