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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经历了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４年四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以后，与《国际会
计准则》逐步接轨。由于国情的特殊性，为便于采用符合中国企业管理实际的会计处理方法，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

会计准则》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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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
过程中，国内外学者游家兴和罗胜强［１］、ＬｉｎＺ．和
ＣｈｅｎＦ［２］、ＢａｏＢ和 ＣｈｏｗＬ［３］等认为：中国《企业会
计准则》的改革和发展，充分借鉴《国际会计准

则》，逐步实现了国际化。李晓强［４］、ＨｕＤ［５］认为：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在国际化进程中，仍然保持了

中国特色。

　　一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的四个
阶段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以下就财

政部颁发具有标志性文件的时间点为界，分四个主

要阶段分析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进程。

１．１９９２年，财政部颁发《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
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基本框架）》《财务通则》及

《１３个行业会计制度》，以替代传统的与计划经济
相适应的企业会计制度。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企业会计制

度的这一轮改革和发展，向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

业会计制度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第一次借鉴并吸收《国际会

计准则》的要素，第一次对股份制企业及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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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建立了流动资产（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ｓｓｅｔ）、长
期投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Ｆｉｘｅｄａｓｓｅｔａｎｄ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ａｓｓｅｔ）、短期负债和
长期负债（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股东权益（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ｅｑｕｉｔｙ）、成本及费用（Ｃｏｓｔ
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ｓｅ）、营业收入（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ｅｖｅｎｕｅ）、利润
和利润分配（Ｐｒｏｆｉｔ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会计科目
和会计报告（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ｔｅｍｓ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ｐｏｒ
ｔｉｎｇ）、查账（Ｃｈｅｃｋｉｎｇ）、终止及结算（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等会计制度，初步形成覆盖各行业
和各种所有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会计制度体

系，从而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化。中国企业会计制

度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接

轨的程度达２０％。
２．１９９３年以后，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框架）》和《财务通则》等进行了逐步完善，特别

是１９９８年，财政部在对１９９２年颁发的《股份制试
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较大修订的基础上，颁发了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这一次颁发的企业会

计制度，与１９９２年颁发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
度》比较，随着企业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谨慎

性原则或者说稳健性原则，受到进一步重视并得到

有效贯彻和应用，更加重视权责发生制（Ａｃｃｒｕａｌ
ｂａｓｉｓ）在会计计量中的运用，增添了现金流量表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股东权益变动表（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ｅｑｕｉｔｙ）、应交增值税明细
表（Ｌｉｓｔｏｆ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会计报表附注（Ｎｏｔｅｓ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等内容，并对外资企业和在境
外上市中国企业的会计核算，增设了如下若干会计

科目：短期投资跌价准备（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存货跌价准备（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ｖｅｎｔｏ
ｒｙ）、长期投资减值准备（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存货跌价损失（Ｌｏｓｓ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等。这
一阶段的改革，中国企业会计制度，从《国际会计准

则》中吸收了更多的因素，《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

度》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一致性程度，已经达

到３５％。
３．２００１年，财政部颁发《企业会计准则》，取代

１９９８年颁发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这一年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１５年的漫长谈判过程，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入世之前这一背景下，

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目标更为明确，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就是要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

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准则》包含１６条会计核算的

具体准则：其中６条会计准则的内容为全新的，如
《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企业会计准则—借

款费用》《企业会计准则—租赁》《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差错更正》等；另有５条会计准则，是对１９９８
年颁发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修

改完善，如《企业会计准则—投资》《企业会计准

则—债务重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

等；还有５条会计准则，是从１９９８年颁发的《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移植的，也就是与《股份有限

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完全相同的。中国企业会

计制度在这一阶段的改革，有对原会计制度的继

承，有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借鉴，也有适应新形势

发展的制度创新，既有连续性又有开放性和创新

性。改革的成果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准则》与《国
际会计准则》的一致性达到４９％。
４．２００６年以来，财政部进行了第四阶段会计

制度改革，在对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
订的基础上，颁发了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则》，与
《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又迈出了一大步。２００６年版
《企业会计准则》由１项基本会计准则、３８项具体
会计准则和２个应用指南构成。３８项具体会计准
则中的１６项，是在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的基
础上进行修订和完善的，２２项为全新的。２００６年
版《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已

达到７７％，即：１２３项会计科目的确认和计量与《国
际会计准则》一致。此后，财政部在 ２０１０年颁发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

路线图》，再一次表明中国企业会计制度国际化的

趋势。［６］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４年，财政部又先后两次对
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增补修订。财政
部在２０１４年５月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
会计准则》非常接近。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经历了以上

几个关键性的阶段以后，总体趋势是与《国际会计

准则》逐步接轨。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市场经

济体制的逐步成熟，从会计制度的角度，既有利于

吸引海外资本来我国投资，又有利于我国企业在海

外的投融资。

　　二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的基本
内容

　　２００６年２月，财政部在对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
准则》进行修订的基础上，颁发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
计准则》，从２００７年１月 １日开始执行。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财政部颁发八项会计准则修订意见稿，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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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财政部正式发布五项会计准则、一项解释
和两项征求意见稿。经过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
年三次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程度程度

已经很高，现以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则》为基础，
从六个方面予以分析：

１．公允价值计量（Ｆａｉｒｖａｌｕ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方
法的改革。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改革是２００６年版
《企业会计准则》的突出亮点，３８项具体会计准则
中的２５项，与《国际会计准则》一样使用公允价值
计量方法，从而替代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的，以历史成本（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ｓｔ）为基础的核算原
则。公允价值（ＦａｉｒＶａｌｕｅ）指买卖双方在完全自愿
和无第三方干扰的情况下，在活跃客观的市场上持

续可靠地取得一项资产的价格。［５］我国学者认为：

使用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公允价值计量，可以

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７］相对历史成本法而

言，公允价值法能更好地与财务报表结合，从而使

企业会计报告能更有效地反映市场变化的情况，为

投资人等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更有参考性的数

据。［１０］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９号—公允价
值计量》，在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提高公允价值计量

的准确性。

２．债务重组（Ｄｅｂｔ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方法的改革。
在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准则》中，债务人因债务减
免而获得的收入，是计入资本公积（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的。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债务重组》，与《国际会计准则第１２号—债务
重组》完全一致，规定债务人因债务减免而获得的

收入，是直接计入当期收益（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ａｒｎｉｎｇ）并纳
入利润表（Ｉｎｃｏｍ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的，且采用公允价值计
量抵扣债务的实物，有利于更加准确地计算每股盈

余（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ｐｅｒｓｈａｒｅ）。［８］债务重组计量方法，２０１４
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债务重组》，与２００６
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债务重组》仍然保持
一致。

３．合并财务报表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编制方法的改革。根据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
准则—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

定》的要求，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运用的是“母公

司理论”（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ｈｅｏｒｙ），即以母公司的
计量为主，重视股本比例，忽略对子公司的会计处

理。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３号—合并财务
报表》，依据《国际会计准则第１０号—合并财务报
表》的“实体理论”（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不考虑股本

比例，将母公司控制的持续经营的子公司都纳入合

并范围，共同编制合并财务报表。［５］２０１４年版《企
业会计准则第３３号—合并财务报表》，进一步改进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使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

数据更加准确全面。第四，存货计量（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方法的改革。
４．成本会计存货结转的会计计量方式包含后

进先出法（Ｌａｓｔ－ｉｎ－Ｆｉｒｓｔ－ｏｕｔｍｅｔｈｏｄ）、先进先出
法（Ｆｉｒｓｔ－ｉｎ－ｆｉｒｓｔ－ｏｕｔｍｅｔｈｏｄ）和加权平均法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ｅｔｈｏｄ）三种。２００１年版《企
业会计准则—存货》使用后进先出法计量存货，即：

先发生的成本作为期末成本。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１号—存货》，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第 ２
号—存货》接轨，改为使用先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

法，即：先发生的成本作为期初成本，取期初期末成

本的平均值来进行存货计量。这样，就解决了一旦

发生通货膨胀，后进先出法不能准确反映期末存货

价值的问题。［８］关于存货计量方法的规定，２０１４年
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１号—存货》，与２００６年版《企
业会计准则第１号—存货》仍然保持一致。
５．资产减值计量（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ｌｏ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方法的改革。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准则—资
产减值》，鼓励企业采用根据盈利高低自由计提和

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计量方法，即：“盈利上升，多

计提跌价准备；盈利下滑，再将跌价准备冲回。”［８］

为了防止企业利用计提和转回减值准备而“隐藏利

润”，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
规定：上市公司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不能冲回减
值准备，其中禁止无形资产—商誉（ｇｏｏｄｗｉｌｌ）的资
产减值转回，与《国际会计准则第 ３６号—资产减
值》的计量方法保持一致。［９］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计
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与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
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的计量方法一致。
６．借款成本计量（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ｃｏｓ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方法的改革。［１０］２００１年版《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
用》规定：资产的借款成本计量使用费用化（Ｅｘ
ｐｅｎｓｅ）计量方法，即：将借款成本直接计入费用类
当期损益（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ｌｏｓｓ）。２００６年版《企业
会计准则第１７号—借款费用》，则与《国际会计准
则第２３号—借款成本》一样，要求资产的借款成本
使用资本化（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ｅ）计量方法，即：将借款成本
分别计入对应的资产类成本，以后再计提折旧（ｄｅ
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从而有利于更准确地核定收益期不在
当期的资产缴纳税收的时间。［１０］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
计准则第１７号—借款费用》，与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

１４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总第１０１期）

计准则第１７号—借款费用》，借款成本计量方法仍
然保持一致。

以上从若干计量方法改革的角度，简要分析了

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
轨，吸收《国际会计准则》具体要素的情况，从微观

上说明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制度的接轨，

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
准则》比较，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国
际化，还表现在衍生金融工具（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合营安排（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职工薪酬（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长期股权投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等方面。［１１］我国《企
业会计准则》借鉴和吸收国际会计计量的先进经

验，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

的不断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

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９］当今世界，与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比较，市场更为发达，

交往更为频繁，经济建设绝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封闭

进行的了。２０１０年的第二季度，我国超过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２年，我国若干重要经济
指标，已经跃居世界各国的首位，如外汇储备世界

第一，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第一钢铁生产大国，第一

汽车产销大国，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１１］因此，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改革和发展，顺应了世界经济

发展的大趋势，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和国力的增

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在与《国际会计准则》接

轨的过程中，还逐步赢得了国际声誉，例如，２００８年
４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接受中国会计准则的
报告。［１２］

　　三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中的中
国特色

　　经过２００６年以及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虽然与《国际会计准则》已经非常接

近，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会计环境，仍然具

有中国的会计制度特色。２００６年版《企业会计准
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仍然保持２３％的差异，即：
１６项会计科目的确认和计量方法是与《国际会计
准则》不相同的。以下分析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的主要差异：

１．公允价值计量（Ｆａｉｒｖａｌｕ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方
法。虽然２００６年版和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计准则》，
与《国际会计准则》一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

但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顾及部分企业会计科目

公允价值的评估难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规定

了限制条件，即：在“必须在活跃的客观的市场上”

“持续可靠地取得”“交易双方在完全自愿的情况

下，无第三方干扰”等条件下，［８］还是要求以权责发

生制的历史成本法为核算基础，谨慎使用公允价值

计量方法。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３８项具体准则
中的１３项准则，仍然要求使用历史成本法进行核
算，而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进行会计处理的，仅

限于投资性房地产（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Ｎ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Ａｓｓｅ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收入
（Ｒｅｖｅｎｕｅ）、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债务重
组（Ｄｅｂｔ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金融工具（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等会计科目的计量。这样，更符合我国企业
管理的实际情况。

２．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年版和 ２０１４年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企业合并》规定：使用权
益结合法（ｅｑｕ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和购买法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ｍｅｔｈ
ｏｄ），分别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和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进行会计处理。权益结
合法是指当企业发生合并时，不变更企业资产债务

原有的价值，也不考虑公允价值，只按账面价值进

行会计计量。购买法是指考虑公允价值，以实际成

本入账。《国际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企业合并》则规
定：企业运用购买法对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进

行会计处理，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

的方式无限制。［８］比较而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号—企业合并》，有利于限制企业利用合并的会
计处理方法而进行随意操纵利润的行为，更符合我

国企业管理的实际，更具有合理性。

３．资产减值转回的会计处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ｖｅ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ｌｏｓｓ）。２００６年
版和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
规定：禁止转回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特别是

禁止转回已经计提的固定资产（ｆｉｘｅｄａｓｓｅｔ）和无形
资产（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ａｓｓｅｔ）的减值准备。《国际会计准
则第３６号—资产减值》则允许转回除无形资产—
商誉外的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两相比较，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更能有效防止企业利用资产减

值转回随意改变利润。

４．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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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方法。
２００６年版和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６号—关
联方披露》规定：只有部分国有企业，即只有投资决

策影响重大的和经济往来关系紧密的国有企业，属

于关联方并进行交易信息披露。《国际会计准则第

２４号—关联方披露》则规定：所有国有企业和政府
部门，都属于关联方并进行交易信息的充分披露。

这种差异，使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能降低国有企业

和政府部门的会计信息披露难度。

５．投资性房地产（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会计
处理。２００６年版和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我国投资性房地产的会

计处理方法仅限于房产，使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

量，而土地为国家所有，不能使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计量。《国际会计准则第４０号—投资性房地产》
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模式的会计处理方

法，涉及所有房产和土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

这种处理，符合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

性质。

６．外币折算（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方
法。２００６年版和 ２０１４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９
号—外币折算》规定：企业财务报表的货币必须为

人民币。《国际会计准则第２１号—外币折算》，则
不特别限制企业财务报表货币种类的使用，使用最

多的货币为欧元。

以上从会计科目计量方法的角度，分析了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说明

由于中国国情和会计环境的特殊性，中国企业会计

制度适应现阶段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会计制

度国际化，仍然具有保持中国特色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

何国家都存在特殊性，经济建设仍然需要从本国国

情的实际出发。企业管理同样需要从中国企业的

实际出发，采用符合企业管理实际的会计科目计量

方法。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以与《国际

会计准则》接轨为目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先后
进行了四个阶段的不断修订和完善，既与《国际会

计准则》趋同也保持中国会计制度特色。我国《企

业会计准则》在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债务重组、合并

财务报表的编制、存货计量、资产减值计量、借款成

本计量等方面的会计处理，与《国际会计准则》已实

现趋同。从我国特殊国情的实际出发，在限制使用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的转回、关联方

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投资性房产、外币折算等方

面的会计处理，仍然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差异，

没有完全照搬《国际会计准则》，表明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既面向世界，又立足国情，

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参考文献：

［１］游家兴，罗胜强．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会提高盈余信息
含量吗—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的经验证据［Ｊ］．山西财
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７）：１０６－１１２．

［２］ＬｉｎＺ，ＣｈｅｎＦ．Ｖａｌｕ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ａｎｄＢ－ｓｈａ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４）：７９－１０３．

［３］ＢａｏＢ，ＣｈｏｗＬ．Ｔｈｅ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ｏｆ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ｂｏｏｋ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ｅｑｕｉｔｙ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１９９９（１０）：８５－１０４．

［４］李晓强．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会计准则下的价值相关
性比较—来自会计盈余和净资产账面值的证据［Ｊ］．会
计研究，２００４（７）：１５－３８．

［５］ＨｕＤ．Ｔｈｅ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ＡＡＰｖｓ．ＩＡ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ｔｏｃｋ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ＰＲＣ［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２．

［６］王青莲，杨子婧，丁岳维．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问题
研究［Ｊ］．财会研究，２０１２（１７）：２５－２７．

［７］李　姝．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相关性研究［Ｊ］．山
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１）：１１９－１２４．

［８］胡淑红．浅析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Ｊ］．会计之友，
２００６（７）：８４．

［９］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卷［Ｍ］．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０４．

［１０］史　璇，张倩文，白雪．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
响研究［Ｊ］．贵州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６）．

［１１］任仲平．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
十八大：上［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２－１１－０６（１）．

［１２］陈　瑜．会计国际趋同及国外相关组织近期动态［Ｊ］．
会计研究，２００８（５）：９０－９１．

责任编辑：徐　蓓

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