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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会计环境的变化使得传统收益表的决策有用性

大为减弱，如何改进企业收益报告成为会计理论与实务界备

受关注的课题之一。财政部于2009年 6月11日发布了《关于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的通知》（财会[2009]8号），明

确要求企业报告综合收益。在国际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和美国财

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共同项目也取得了较大进展。随

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日趋深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综合

收益报告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是对我国收益

呈报的重要改进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

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报告综合收益。笔者认为，这项要求

是对我国收益呈报方式的重要改进。

首先，报告综合收益有利于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经营状

况。《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利润是企业在一定

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在具体计算时，应包括具有经常性的

收入和费用以及具有偶发性的利得和损失。但是在实务中，

部分利得和损失项目囿于实现原则只能进入到资产负债表

的权益部分。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过程中发生的增值

为例，这部分持有利得是企业经营决策的直接结果，应该作

为企业财务业绩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会计实务中由于该增值

部分未实现，因此不能计入利润。此次发布的《解释》将上述

持有利得等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的利得和损失的项目计入

综合收益，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有助于财务

报告信息使用者据以做出正确决策。

其次，采用一表法报告综合收益使得利润表反映的信

息更为具体。从国际上看，FASB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

告第130 号 —报告综合收益》（Statement of Financia l 

Account ing Standards No.130，SFAS 130）鼓励采用两种方

法报告综合收益：第一种是在收益表之外编制综合收益表，

由两张报表共同反映主体的财务业绩，即两表法；第二种

是将传统收益表与综合收益表合并为一张收益与综合收益

表，即一表法。在这两种方法之外，FASB还允许企业通过

收益表和权益变动表共同报告综合收益，即由收益表反映

主体本期已确认已实现的收益，在收益表之外通过权益变动

表列示其他综合收益的组成部分和综合收益总额。IASB于

2007年修订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列报》

（Internat ional Account ing Standards 1，IAS 1）也允许采用

一表法和两表法。我国此次发布的《解释》采用一表法，在利

润表中增加综合收益项目以披露所有偶发性项目和前期调整

项目的性质，有利于信息使用者评价这些项目的重要性及其

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从而有利于使用者做出决策。

再次，报告综合收益符合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

自从1992 年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ccount ing Standards 

Board，ASB）发布《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报告财务业绩》

（Financia l Report ing Standards 3，FRS 3），首次以会计准则

的形式对如何报告综合收益提出明确要求后，报告综合收益

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致力于完善财务

业绩呈报，并通过国际协调等多种方式对各自的准则加以修

订。随着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全球化

使得各国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可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报告综合收益作为使用者了解主体财务业绩的重要方式

也更受广大使用者关注。在此国际环境下，我国顺应会计准

则国际趋同的潮流报告综合收益成为一种必然。

二、报告综合收益对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提出

了进一步的要求

IASB和 FASB的相关文件与我国《解释》都要求企业报

告综合收益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在会计准则

实现国际趋同上的成就，同时《解释》的发布也对完善我国准

则体系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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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综合收益对完善基本准则提出要求

《解释》中指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

得税影响后的净额，“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反映企业净利润与

其他综合收益的合计金额。即原有利润表中报告的净利润=

收入-费用+部分利得-部分损失，对于那些直接进入资产

负债表的利得和损失项目，由于也是企业当期生产经营的成

果，也应予以考虑，综合收益项目则是在净利润的基础上对

这部分利得和损失加以考虑，从而达到了完整报告企业当期

经营成果的目的。不过《解释》中仅仅提出了列报综合收益的

方法，笔者认为，还应将综合收益项目作为报表中的重要项

目在基本准则中加以定义。

（二）报告综合收益对完善具体准则提出要求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对利润表的

格式和内容做出了具体要求，而《解释》所提出的编制综合收

益表实质上已经对该准则的内容做出了重大修订。由于《解

释》与具体准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报告综合收益对完

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提出了进一步

的要求。

综上所述，如果在我国的基本准则中提出综合收益表和

综合收益的概念，相应地会产生如何对综合收益进行确认、

计量和报告的问题。可见，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整个准则体系

都产生了影响，客观上要求对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进行完善。

三、完善我国综合收益确认、计量和报告的有关

建议

《解释》对我国如何报告综合收益进行规范的同时，对

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完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完

善我国综合收益报告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需要完善综合收益的确认问题。FASB 在《财

务会计概念公告第5号—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与计量》

（Statement of Financia l Account ing Concepts No.5，SFAC 

No.5）中提出财务报表要素确认时适宜的四条基本标准：

（1）可定义性：应予确认的项目必须符合某个财务报表要素

的定义；（2）可计量性：应予确认的项目应具有相关并充分

可靠的可计量属性；（3）相关性：项目的有关信息应能在使

用者的决策中导致差别；（4）可靠性：信息如实反映，可验

证和不偏不倚。借鉴该观点，笔者认为在综合收益确认过程

中需要厘清确认对象的具体含义，否则在实务中无从把握具

体的核算范围。在基本准则中可考虑将综合收益作为会计要

素，这是对综合收益进行确认的前提条件。对此，我国可考

虑借鉴FASB的相关经验，《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6号—财

务报表要素》（Statement of Financia l Account ing Concepts 

No.6，SFAC No.6）中将综合收益定义为“一个主体在某一期

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

权益（净资产 ）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

业主款以外的权益的一切变动。”在我国的准则体系中，可

将综合收益作为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要素在基本准则中提

出并相应地解决该要素的确认和计量问题，再对编制综合收

益表做出要求，接着在具体准则中对如何编制该表提供具体

的操作指南。

其次，需要完善综合收益的计量问题。在对资产、负债

进行计量时应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将不同时点上的历史成本

统一调整为编表日的价值，这样得到的净资产数据才有意

义。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和负债必然造成大量未实现利得

和损失，这些项目构成其他综合收益，相应地也会对综合收

益的计量产生影响。

再次，需要完善综合收益的报告问题。2008 年10月，

IASB与 FASB联合发布了《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观点》

（以下简称《观点》）。两个机构认为，基于“内在一致性”和“分

解性”原则，在资产负债表中对资产、负债的分类方式应该

与在综合收益表、现金流量表中的分类一致，并提出应将资

产负债表、综合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都分为营业活动、筹资

活动、所得税以及中止经营四部分。此外，在综合收益表中

考虑到“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将其作为第五部分。对于综合

收益的列报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渐进式的策略，应适度、

谨慎和有条件地逐渐拓展综合收益的范围，既充分认识和适

当借鉴《观点》的相关成果，又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具体

考虑。■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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