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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业务与资产评估中的企业价值评估联系最多，且相同之

处颇多。如在计价方面的相同点主要集中在对工作对象的定

义和分类上。其原因可归纳为下述几点。1．会计与企业价值

评估的对象都是经济主体的资产在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国

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和1996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

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以及财政部印发的《资产评估报告

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资产评估对

象的分类是简单地按财务会计制度设计的，企业价值评估结

果也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陈报格式。我国的资产评估对

象的划分与财务会计总分类账户对资产的划分之所以如此相

同，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理论上分析，财务会计制度

规定的资产分类，在总分类账户层次上，考虑了资产的工程

技术特点，把全部生产要素划分为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流

动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在建工程和其他资产等几大

类。财务会计总分类账户对资产的划分，对于评估中专业技

术分工和搜集整理信息资料是基本适用的，因为这几类资产

基本上均具有独特的工程技术特点，分属不同的市场，有不

同渠道的资料来源。因而，总分类账户可以作为评估报告中

资产分类的依据。另一方面，企业资产评估产生的背景使资

产评估对象按会计要素划分成为必然。我国的资产评估最初

是在创办中外合资企业中被人们认识的。当时，由于持续的

物价上涨，企业资产账面价值已远远低于市场价值，以历史



成本计价为基本前提的会计体系不能反映资产现时价值。为

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必须通过资产评估对中方资产账面值按

市场价值进行调整，而资产评估结果按会计科目分别陈述便

于被社会接受。2000年6月国务院第287号令《企业财务会计

报告条例》将资产重新定义为“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这一重新定义更强调的是未来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的资源。这就为现在未计入会计无形资产中的资源预留

了空间，使会计与企业价值评估可确认的资产趋向一致。2．

企业价值评估的很多工作与会计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报表中资产的历史成本往往与资产现有真实价值产生

背离。为了使会计报表使用者正确理解和使用报表数据，在

会计计价理论及计价模式方面摆脱历史成本计价的困境，又

衍生出重置成本、变现价值、收入现值和清算价值等新的会

计计量标准。当会计师选用重置成本，变现价值及收益现值

标准作为会计计价的价值基础时，企业价值评估的结论就可

能与会计计价相一致，甚至成为会计计价的依据。此外，企

业价值评估，特别是在持续经营（续用）价前提下所依据的

许多数据资料来源于企业的会计资料和财务数据，对资产的

重置成本、各种贬值，以及资产的预期收益、预期风险的测

算也都离不开企业的财务会计数据支持。无论是特定条件下

会计计价可利用企业资产评估的结论，还是企业价值评估需

参考会计数据资料，都说明资产评估与会计计价有着一定的

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在

资产评估与会计计价过程中的某个环节上两者才发生联系。

在一般情况下，会计计价按历史成本模式进行时，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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