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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国际准则制定决策过程

增强学员履责本领

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第一期北京组■

2019年5月15日，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

工程第一期北京组学员第一次分散培训在北京国家会计

学院举办。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以下简称IASB）前理事张为国教授受邀为

学员授课。课前，张为国对讲授方式做了精心设计和准备，

他收集整理了IASB理事对10个国际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和最终准则或准则修订的反对票。课程中，他首先介绍了

IASB的决策机制，对每张反对票的背景进行讲解，之后由

每名学员扮演投反对票的理事并陈述理由，最后引导学员

进行讨论与交流。模拟国际准则制定决策的过程让学员有

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强了学员的履责本领，收到了良好的

培训效果，学员们体会颇丰：

一、反对票能够影响国际准则

准则制定需要遵循应循程序。新国际会计准则或准

则修订项目的基本形成过程包括研究项目、征询信息、讨

论稿、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意见稿、正式准则或准则的

修订、实施后评价等几个阶段。理事会平时开会作技术决

定时需简单多数通过，最终公开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准则

或准则修订等需获三分之二以上理事投票同意。多数情况

下，若有近三分之一理事不同意，项目往往会被否或被搁

置。有时在个别理事反对的情况下，项目也可能被否或被

停止。

反对票往往占少数，对投反对票者而言，要有专业底

气，敢于坚持。IASB工作规程要求，理事投反对票需要明

确阐述理由，并形成书面文件，最终纳入准则的“制定基

础”（Basis of Conclusions）中并予以公布。因此，投反对票

不可任性，也不能情绪化，应有合理的理由支撑，并经其

他理事和负责项目的技术人员的批评、质疑、同意后方可

正式发表。若准则或准则的修订在有反对票的情况下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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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其具体条款或制定依据一定会不同程度地考虑到反

对者的观点及理由，公开发表的反对意见也有助于理解准

则是如何形成的。在有些情况下，过往的反对意见可能成

为以后准则修订的重要根据。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准则的不

断完善。

二、反对票反映了对重大会计理念认识的差异

和时代特征

张为国对历史上IASB理事投的反对票进行了统计分

析。分析发现，理事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代表一般倾向纯决

策有用观和纯资产负债表观，主张对更多资产负债采用包

括公允价值在内的现时价值计量基础，且期初期末计量结

果的差异都进损益表。而编制者、审计师及监管机构背景

的理事往往较谨慎，强调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资产

负债表观和损益表观的平衡，偏向根据计量对象的特性和

经营模式来确定计量基础，反对过度采用包括公允价值在

内的现时价值计量基础，也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期初与期末

现时价值计量结果的差异都计入损益表。

张为国也指出，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对会计目标、资产

负债表观与损益表观、单一计量属性与多重计量属性等重

大会计理念存在的分歧也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20世

纪90年代初以前，已有若干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后续计量

时采用公允价值在内的现时价值，如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的重估模式、投资性房地产和生物资产可用公允价值计量

等；而美国会计准则则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起，美国开

始在金融工具相关准则中较多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国际

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出于趋同的需要也紧随其后。但2008年

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应平衡好决策有用观和受

托责任观、资产负债表观和损益表观、单一公允价值计量

基础和多重计量基础的关系，因此增加了好几个“其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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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收益”。

有关新金融工具准则是否应采用单一的公允价值计量

基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后，IASB开始

制定新的金融工具准则。此项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降低准

则的复杂性。由于全社会的倾向已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

根据各方对平衡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平衡资产负债

表观和损益表观，以及提供反映金融工具特征和经营模式

影响的真实相关信息的诉求，IASB在2009年第一版新金融

工具准则IFRS 9中规定：对债权类金融资产采用双重计量

基础：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股

权类金融资产因没有约定的现金流而被确定为只能按公允

价值计量，期间计量结果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基于其股

权资产投资并不以公允价值的变动为考核依据等理由，企

业也可在股权投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下，将期初期末

计量结果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但以后处置时也不得

转回损益。

来自美国的两位理事强烈主张所有金融工具都应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因而对此准则投了

反对票。其中一位在其长篇反对意见中列举了种种理由，

证明唯有采用单一公允价值计量基础，才可显著降低金融

工具会计处理的复杂性，包括：无需计提减值准备；无需

设定相应的标准来判定工具应按哪种计量基础来计量；无

需辨别和拆分内嵌的衍生工具；无需公允价值套期会计；

消除了IAS 39范围内外衍生工具计量的差别；最大程度

减少了为达到某一会计结果而构架交易的动机；无需公允

价值选择权以消除会计错配；为设定金融工具终止确认的

会计原则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其他理

事接受。

2014年，IASB发布了最后一版新金融工具准则，其中

增加了债权类金融资产的第三类计量基础，即按具有收取

约定现金流和出售双重目标的经营模式，在资产负债表中

按公允价值计量，期初和期末计量结果之差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而在损益表中按摊余成本原则核算，工具被处

置时，其他综合收益中的结余额回转至损益账户。对IASB

增加第三个计量基础类别的决定，来自英国和瑞典的两位

理事投了反对票，主要原因在于这一额外计量分类会不必

要地增加金融工具会计的复杂性，并有可能成为构架交

易、操纵财务数据的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结果之差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还是计入损益所假定的不同经营模式并不易

区分，进而不能够合理解释两者会计处理的差异；在财务

报表中真实反映保险合同并不需要对支撑保险负债的某

些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类别。

学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基本同意IASB的最终决定，

但也担心三种计量类别的划分有较大判断余地，可能成为

操纵财务数据的工具，导致企业、审计师及监管机构间的

争议。

三、投反对票需要过硬的专业本领作为支撑

张为国在十年履责期间曾单独或联合其他理事投下了

多张反对票，这些反对票对准则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学

员们讨论了他曾投的五张反对票。例如，如何改善财务报

告，尤其是业绩的列报与披露长期以来一直是备受关注但

又难以解决的问题。1998和1999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准则

制定机构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曾联合颁发两个专题报

告。2004年起，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开展了联合项目—— 财务报表列报，并在2009年发布修

改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讨论稿，提议对三张基本财务报

表的内容和结构作基于如下三个原则的重大调整：结构

统一（Coherence）、指标细分（Disaggregation）、管理层观

（Management view）。针对是否要全面重构基本财务报表的

格式，张为国从理论与实务等方面据理力争，予以反对。理

由包括：统一三张基本财务报表的结构将失去这些报表本

来可提供的有用信息；将财务指标过度细化并按统一格式

纳入三张基本财务报表根本不可操作。他投的反对票最终

导致了该项目被暂停。

学员们也认真讨论了另一个张为国投的反对票。IASB

在2017年发布修订IAS 16的征求意见稿，建议将在固定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出售试生产产品所得作为销售收

入处理，而不是按原准则冲抵最终的固定资产自建或购置

成本。张为国对此投了反对票，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1. 张为国认为，极个别国家的个别企业在建工程长期

不转固定资产，致使出售试生产产品所得可能将固定资产

成本冲减为负数，这是由于没有正确执行IAS 16的规定且

监管不当。他赞同IASB进一步阐明试生产的含义，帮助实

务界更好地应用IAS 16，但反对按征求意见稿建议的，将

出售试生产产品所得作为收入处理，这样做违反了长期形

成的一些基本会计原则，导致准则间的不协调。他也提醒，

有些行业固定资产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且相关支出也可能金额巨大，因此这一修订可能会带

来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

2. 成本原则是一个世纪以来广为接受的会计原则之

一。根据此原则，若外购或自建固定资产必须经过测试阶

段以确保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则测试阶段发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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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此过程中产生的收入，构成固定资产取得成本的一部

分。张为国认为，征求意见稿建议作出的修订有违这一已

长期被全世界广泛接受并行之有效的原则。

3. 征求意见稿提议应用IFRS 15相关原则，将出售试

生产期间产品所得作为收入处理。张为国认为，IFRS 15是

为核算企业在日常经营中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收入而订

立的。试生产是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一个必

经阶段，性质上并不属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因此，将

IFRS 15用于确认试生产阶段收入不妥。他同时指出，在很

多情形下，新成立的企业因固定资产仍处于在建阶段而没

进入正常生产，在此情形下，确认固定资产投产前的收入

和利润将误导财务报表使用者，使他们费解。

4. 张为国强调，不同的国际会计准则应尽可能保持概

念和原则的一致性。与现IAS 16规定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前出售试生产产品收入等可冲抵资产取得成本

相同，按相关准则，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为实际发

生的利息支出减去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拆毁

旧建筑物、平整土地的支出扣减出售废料所得构成土地或

新建筑物的取得成本；采掘业开发阶段的剥离费用扣减销

售低品位矿石和其他材料所得作为矿藏资产的取得成本。

若最终通过本修订，IAS 16和以上相关准则的规定都将不

一致。

5. IASB提出的结论依据表示在测试过程中对资产的

消耗可忽略不计。张为国指出，理事会在征求意见稿中没

有指出理由是什么。结论依据还指出，试生产产出存货的

转换成本不包含折旧，因为这种折旧并不存在。张为国认

为，将出售试生产产品所得确认为收入，但不同时确认相

关的固定资产的折旧，明显自相矛盾，由此产生的销货成

本和毛利率信息也将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

6. 张为国同意，判断资产何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正常生产何时开始，有赖于职业判断。但他深表担忧的是，

由于试生产阶段销售产品所得能够被确认为收入和利润，

收入和利润的确认时点被提前，修订后的准则可能导致企

业在试生产阶段有意分配更多或更少的成本到试生产产

品、改变停止固定资产相关成本资本化的时点，进而更加

严重地操纵盈余。

尽管张为国提出了以上全面、充分的反对理由，但

IASB在最近仍决定按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完成准则的修订。

此例也使学员们体会到国际会计准则形成的复杂性或可能

的不合理性。

2017年6月底，在IASB欢送张为国理事的会议上有人

问他：“您在IASB十年，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张为国

回答：“是我投下的反对票，因为我始终相信我的反对票

是对的。”

此次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第一期北京

组学员模拟IASB决策过程虽仅有一天时间，但大家对国际

会计准则形成过程中围绕理论、原则、实务问题争论的复

杂性和激烈程度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为他们今后有机会参

与IASB的准则制定过程有了更多、更有意义的准备。

    责任编辑 任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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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培训班在西安举行

图片新闻

为引导和推动我国应用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建设，提高地方财政部

门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和会计

司于2019年6月25日至27日在陕西省财政干部培训基地举办了管理

会计指引体系培训班。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高大平、财政部干部教

育中心副主任李为出席并讲话。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会计指

引体系建设概述、战略管理和绩效管理解读与案例分析、成本管理解

读与案例分析、企业管理会计报告解读与案例分析、管理会计在行政

事业单位的应用、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等。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会计管理机构、相关监管部门、部分高校等80余名学员参加了

培训。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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