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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案例指

导制度，按照“广泛参与、充分论证、精心

编写、谨慎发布、严格参照”的原则和“规

范性、典型性、完整性、普适性和可行性”

的要求，建立指导性案例库，为企业会计

准则的实施提供规范、具体的参照，充分

发挥这些案例的启示、指引、示范和规范

功能，以供广大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和

监管人员参照执行，及时学习和借鉴这些

案例所体现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准则

理念，减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过程中的差

异性，正确地进行类似交易或事项的会计

处理，提高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统一性和

规范性。另一方面，从2012年开始，积极

探索对我国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情况比照对上市公司年报分析的

方式方法进行全面和深入分析，进一步把

握大中型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况。

（二）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企业

会计准则

在通过年报分析全面把握我国上市公

司连续4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的基础

上，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出现的

新情况、新交易、新问题，进一步深化和

细化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包括继续采用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的方式及时规范和

解决企业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交易和

新问题。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深入研究和

解决以下重大会计政策问题：一是商誉初

始计量和减值测试问题。二是企业改制与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反向购买的相关

问题。三是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问题。四是各类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三个层

次的应用问题，包括附有限售条件的股票

估值等。五是股份支付的相关问题。六是

会计估计变更与前期差错的关系问题。

（三）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参与国际准

则制定

一是继续采取项目组方式密切跟踪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最新变化及修订进展。

二是按照财政部2010年发布的《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

线图》的要求，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今

年新发布的金融工具分类与计量、合并财

务报表、合营安排、在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公允价值计量等准则项目对我

国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影响进行评估，同时

谋划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计划，实现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

持续趋同。三是广泛动员我国社会各方面

积极参与会计准则的讨论与制定，在做好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意见反馈的同时，扎实

做好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完善工

作。四是充分利用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

制定机构组（AOSSG）和新兴经济体工作

组等平台，充分反映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

国家的情况和阶段性特点，为建立全球统

一的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作出贡献。

（四）加强各方沟通合作，提高准则执

行效果

企业会计准则的平稳有效实施和作用

的发挥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企业、会计

师事务所、会计理论界等各个方面的支持

和配合。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实施4年来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是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和大

力支持的结果。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

强与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

会、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证券

交易所、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与联

系，共同做好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和

非上市大中型企业的实施工作，不断提高

相关方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效果。

（五）加大准则培训力度，提升相关人

员能力

企业会计准则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许多符合市场经济

内在规律的新理念、新规定，并作出了原则

性规定，要求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

监管部门要加强职业判断能力建设。企业

会计准则执行4年来，我国企业和会计师

事务所以及相关监管方面严格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结合交易的实际情况，在取

得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对相关交易和事项

进行会计处理和会计监管的能力有了长足

的发展，通过职业判断对交易和事项进行

会计处理对企业和监管的影响也越来越显

著，越来越大。不断提高相关人员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职业判断的能力是一

件常抓不懈的大事，而培训是重要的手段

和途径。下一步，我们将与有关方面共同努

力，加大企业会计准则的宣传培训力度，为

提高相关人员的能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指导企业制度建设，实现会计

准则企业化

企业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和非

上市大中型企业实施4年的丰富实践，为

我国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会计准则的执

行力提供了中国经验和可行的做法。下

一步，我们将加强对企业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指导，尤其是积极推广企业执行

会计准则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好经验、好

做法，比如，制定会计核算手册、建立企

业集团会计政策委员会等，帮助企业将

企业会计准则的原则性规定与本企业的

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会计准则企业化、

制度化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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