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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本身属

于生产关系范畴，影响利害关系人经

济行为，并具有很强的财富分配效应。
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应树立会计准

则的“三个代表”观，以“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会计准则调节

和引导经济行为，以先进的

会计准则促进生产力发展，

并最大限度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

有关人士认为，我国现

行会计准则存在的一个问

题就是：“我国会计准则承

担的功能与国际通用会计

准则不尽相同，一些具体会

计准则的规定与国际会计

惯例的整体理论基础相矛

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按照国际惯例，会计准则的

主要功能应该是保障会计

信息的真实可靠，使投资者

能够合理判断企业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而我国却赋

予会计准则规范企业行为

的功能，导致一些具体会计

准则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

则有较大的出入。

那么，会计准则是否具

有 “规范经济行为的功能”

呢？笔者认为，犹如税收政

策，会计准则的确可在一定

程度上引导 、调节经济行

为。下举若干实例：

1、资产减值会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本身是为了

更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状

况，剔除不良资产，使会计

更稳健，但该制度具有很强

的经济后果，一方面它导致

企业资产净值减少，且减值

准备如果是计入当期损益，

也导致企业净利的减少，这

对企业来说往往是不利的，

所以 企业可能不欢迎资产

减值会计，这也是金融企业推广“资产

减值会计”碰到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

它又有利于企业积极处理不良资产，

由于计提了减值准备，企业处置不良

资产不但不会导致当期净利减少，通

过减值转回可能还会增加当期净利。

以上分析说明，企业管理当局基于自

身利益的考量，可能欢迎也可能不欢

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但从整个社会

利益考察，资产减值会计有利于促进

企业管理当局处置不良资产，有助于

整体提升企业的素质。
2、企业合并会计。企业合并有购

买法和权益联营法之别，权益联营法

按账面价值确认被收购企业资产价

值，而购买法按市场价值确认被收购

企业的资产价值，这导致购买法下要

摊销巨额的商誉从而减少了购并后的

净利。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

能提高利润的会计准则持欢迎态度，

而对降低利润的会计准则持消极态

度，因为管理当局的报酬与业绩往往

直接或间接相关，所以并购方普遍偏

好权益联营法，这也是我国近十年来

企业购并案例中没有一家采用购买法

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权益联营法会

刺激企业的并购行为，而购买法会限

制企业的并购行为，如果政府希望有

更多的并购行为发生，则推行权益联

营法比较理想；如果政府想遏制并购

行为，则采用购买法。美国并购市场非

常发达，但却取消了权益联营法，这在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美国并购市场的繁

荣，为此，它修订了商誉准则，规定商

誉不按年限摊销，而实行定期减值测

试，如果没有发生减值，就不要计提减

值准备，也就是说，虽然购买法确认了

巨额的商誉，但并不因此增加购并后

的摊销负担，在这种背景下的购买法

比权益联营法更受欢迎，因为并购方

在账面上确认了巨额的商誉，提高了

企业的净资产，另一方面又不要硬性

摊销，何乐而不为？

3、研发支出会计。前已述及，会计

准则具有很强的经济后果，如果一项

支出是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企业管

理当局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就会

对这种支出持消极态度。比如，国资委

对中央企业考核指标是利润总额和净

资产收益率，那么中央企业管理当局

会非常在意企业的利润和净资产，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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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企业利润减少的经济行为都是

消极的行为，由于研发支出需要一个

周期，而管理当局任期与其周期往往

不一致，这就会导致管理当局减少研

发支出等，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是极为不利的。所以笔者建议研发支

出应资本化，至少开发支出应资本化，

以最大限度鼓励企业研发投入。与此

相似，目前我国规定的固定资产大修

理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也不利于

企业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极易造成企

业的短期行为。
4、股票期权会计。美国股票期权

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典型的政治化

过程，FAS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一直试图将股票期权费用化，但此举

却遭到了部分国会议员的坚决反对。

有人测算，如果将股票期权费用化，可

能会导致美国上市公司利润减少20% ，

而且股票期权又多集中在一些高科技

公司，股票期权费用化会导致这些企

业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不利于高新企

业利用股票期权进行创业，也就是说，

在一些国会议员眼里，股票期权是经

济催化剂，将股票期权费用化犹如研

发支出费用化，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股票期权的作用。那么FASB为何要试

图将其费用化？FASB主要还是代表社

会公众利益，尤其是投资者利益，投资

者与管理当局在部分会计政策选择上

的动机刚好相反，投资者希望会计政

策稳健一点，管理当局少拿一些报酬；

而管理当局则希望会计政策激进一

点，多拿一点报酬，因为报酬与业绩相

关。但是投资者利益毕竟是无形的，管

理当局利益是实实在在的，管理当局

通过国会议员以 及相关职业团体向

FASB施压，FASB只有屈服。但安然事

件发生后，股票期权的作用得到重新

认识，它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催化剂，而

是财务丑闻兴奋剂，限制使用股票期

权已成为主流观点，此时，FASB旧事重

提，恐怕没有国会议员敢冒天下之大

不讳，阻挡股票期权费用化进程。

从这些例子可以发现，会计准则

是规范会计信息生成的规则，具有很

强的引导和调节经济行为的功能，会

计准则本身也体现了一种生产关系，

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建立与生产力

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具

有能动的反作用。只有建立适应生产

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才能为解放

和发展先进生产力扫清障碍，开辟道

路。因此，根据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不断地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特别

是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对于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

个经济体制包括会计准则，笔者认为

会计准则制定也要遵循三个代表的要

求，要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目

标，最大限度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

并体现会计国际化的要求。加快会计

国际化进程，当然也要结合中国实际，

凡是对生产力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国际

会计准则，我们就接纳；凡是对生产力

发展不利的国际会计准则，我们就搁

置。当然对生产力发展有促进作用可

能并不能反映投资者的需要，这就是

“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会计准

则只能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相机抉

择。具体地说，会计准则要在“可靠性”

与“相关性”之间找到平衡。当前会计

准则国际化最大的障碍是国人对 “公

允价值”的认识，一般认为“公允价值”

提高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但这是一

个理想状态，现实条件制约和企业管

理当局滥用公允价值往往会导致信息

严重失真。况且，公允价值会计在国际

上的推广时间并不长，具体效果还有

待考察，安然事件就充分暴露出公允

价值的缺陷。人们对历史成本最大的

批评是 “怎么可以用出生时的体重衡

量现在的体重？”他们认为，企业管理

当局完全可以通过出售升值的资产和

保留贬值的资产来操纵利润。可事实

是，公允价值会计模式的利润更容易

操纵，安然就是通过确认没有现金流

入的金融衍生工具公允价值与账面价

值差异作为公司当期的利得和损失，

从而在账面上体现了巨额的收益。要

知道，金融衍生工具的价格如同股票

价格一样，也是容易操纵的。
美国的会计准则是世界上最发达

的，2000年，FASB在给SEC（美国证券委

员会）的“美国为何不执行国际会计准

则”的报告中还称，与美国公认会计原

则相比，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

核心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否为美

国境内的投资者提供较现有按公认会

计原则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可比、更高

质量的信息，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FASB还认为，国际会计准则没有足够

的使用期间，不可能确定某些准则是

否存在实际实施中的问题，也就不可

能对其质量做出客观的判断。可是安

然事件的发生却改变了一切，现在美

国会计准则却努力与国际会计准则接

轨。美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

争是如此，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与历史

成本会计模式之争也是如此。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会

计准则的制订及会计国际化进程，是

具有深远的实践价值的。一些中国会

计学者和政府官员从会计国际化是一

个政治程序而非技术范畴出发，片面

理解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利益冲突，认

为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受益者是跨国公

司及发达国家，受害者是非跨国公司

及发展中国家，从而对会计准则国际

化持一种消极态度。笔者认为，应该站

在“三个代表”的高度，全面考量会计

准则的质量。不管是国内准则还是国

际准则抑或美国准则，会计准则国际

化不一定是一方受益，另一方就是受

损。我们要在实践中树立会计准则的

“三个代表”观，以“三个代表”精神制

定会计准则和推动会计准则国际化，

充分利用会计准则调节和引导经济行

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达到经济效

益最大化。这才是制定我国会计准则

和推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灵魂所在。
（作者单位：上海国家

会计学院C PA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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