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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经济

改革已为中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提供了契机。但是，是

否中国会计国际化程度越高、国际化的进程越快，就意

味着中国会计的进步越大？中国的会计队伍现状是否

能做到公允地为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中国会

计应当如何进行国际协调？这些问题都发人深思。应当

承认，会计协调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协调一定

要以服务于当前的使用者的需要为目标，并且协调所导

致的所得一定要大于所费.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在

中国的经济体制下会计协调的前景，以期对中国会计国

际化的顺利发展有所裨益。

一、中国的会计变革及会计国际化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会计的变革。在

中国，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实行了多元化，产品市场、资本

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信息市场正在形成和发展，指令性

计划正在逐渐减少，国有企业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决策自

主权。因此，在客观上，经济体制改革至少要求会计在

两个方面要进行变革：一是增强会计对外报告的作用；

二是应用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方法。中国会计报

告外向功能的强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如何借鉴国际会

计惯例问题，以促进中国会计的国际协调。

中国会计国际化是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

入而提出的，是客观的需要。有其必要性：

1
.
它有利于吸引外资和其他国际性经济协作。现

实的和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和合伙人都需要阅读和理解

中国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但是，中国现行财务会计报

表与西方报表的严重差别妨碍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

2
.
它有助于中国企业的经理对涉外交易和合作的

正确决策。由于中国企业的经理不十分熟悉西方财务

会计信息的形式与内容，因而在与外商谈判和与外商合

作的过程中不易洞察风险与隐患.中国会计与国际惯

例的逐渐协调，可以适当减少这种涉外决策的盲目性。

3.它有益于会计的国际交流与协作。近年来，会计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但是，在国际上，某些不

同的会计术语往往具有相似的意义，而有些相同的会计

术语却是有不同涵义。通过会计的国际协调，可以使会

计术语标准化。
4.它有益于提高中国会计的技术水平。研究其他

国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方法，会促发对中国会计实务

的反思。会计的国际协调将会促进这种研究。其结果必

然推进中国会计技术的发展。

二、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的有利条件

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好处已经显而易见了，但它是否

切实可行呢？我们认为下列分析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1.鉴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与会计的关系，中
国的会计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政府、

学者、经理和会计师的共识。

2.经济的发展致使交易逐渐复杂和涉外交易日益

增多；资本市场的形成和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增加了

会计信息的新使用者和对财务会计信息的新要求。这

些需求趋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
3.政府主管部门正在为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而努力。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将很大注意力放在会计改革上，

组织和协调有关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对拟发布的会

计准则多次修改、征求意见。广大会计理论工作者和实

务工作者也一致呼吁会计国际化.
4.由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的潜在趋势，政

府今后可能会放松对财务会计准则的强制性要求。财

务会计一旦独立，就为会计国际化开拓了较为宽广的前

景。

三、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的限制因素

中国会计国际化确实是很有条件的。但是，由于会

计准则的变更会导致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且根据国

际惯例，中国政府可能 会考虑会计准则变更方面的主

权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以下诸方面将限制中国会计的

国际协调。

首先，中国政府将控制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因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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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财务会计准则的变动也

会导致经济后果（包括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所以，政

府毫无疑问地要控制财务会计准则的协调程度。已经

发布的会计准则草案显示了这一迹象。

其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会完全放弃会计

准则的制定权力，将其完全交给民间组织或完全采用国

际会计准则而不考虑本国的特点。由于中国政府拥有

绝大部分资源权，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顾虑。

第三，社会经济结构将会限制协调。中国的社会经

济结构决定了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完全协调是

不可能的。在中国的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会计信息对

于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府为了服务

于国家计划，必须控制会计准则的制定。超乎国家规定

的协调必将导致两套报告和不必要的复杂化。

第四，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中国会计的协调。

虽然许多企业的交易已经很复杂并不断出现新的交易，

但这毕竟不是非常普遍的。同时，对于财务报表中的项

目来说，有些在西方会计中原有的涵义已经发生变化。

因此，当中国的会计准则制定者参考西方的准则时，他

们必须使之适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模仿而非改制，可能

是有害的，这在其他国家是有前车之鉴的。

第五，国家财力将限制协调。当前，财务会计尚未

完全从原有的以税收为基础的会计系统中分离出来。

会计政策的变化将影响国家的财力和财务状况。税务

改革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财务会计的协调将不可能成

功。

第六，意识形态的差别限制协调。在西方，会计理

论和方法与西方经济理论是一致的。在中国，会计理论

与方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的

会计准则制定者和学者必须审慎考察当前的变革在理

论上的解释。然而，对某些问题来说，还不能很快找到

恰当的解释。这种解释需要时间与过程。

第七，国际会计准则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众所

周知，国际会计准则主要是从英美会计公告和经验中提

取而来的。国际上早有评论：许多国际会计准则是不适

于发展中国家的。即便发达国家也很少能全面采用国

际会计准则。

第八，人力、财力以及会计师学习一个新体系的负

荷是必须加以考虑的。采用新的会计准则的成本效益

关系、审计能力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理解能力都不允许

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四、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的可能程度

通过分析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的有利因素和限制条

件，不难推论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的可能程度。这种协调

可以是逐渐的，它可能只限于某些方面或部门，但永远

也不可能实现完全协调。我们认为，中国会计国际协调

可行的步骤是：

第一，找出中国统一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差

别。中国会计制度中的很多项目只是在形式上或表面

上与国际会计标准不同。对于这些形式上的差别完全

可以尽快消除。由于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在制定和

发布中国会计准则方面的努力，目前，这一步骤已大体

完成。与此同时，应当采取措施限制中国会计核算要求

的多样化。现行会计规章在各地、各经济部门之间存在

着较大差别。这导致了一个复杂的、妨碍协调的矩阵，

造成了本国会计信息的较小可比性。国内会计规章的

合理化和简化是与外界协调的先决条件。

第二，有必要以财务报表脚注的形式充分揭示所采

用的会计方法和会计政策，并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国实行

的这些方法和政策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区别。这样，可使

不懂中国会计规章的外国投资者和会计信息的其他使

用者能够正确阅读和分析财务报表。

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考虑直接采用某些国

际会计准则，尤其是对于那些新出现的、现行会计制度

尚未包括的交易形式。

第四，可将经济特区作为新会计政策的试点地区，

待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

综上所述，通过内部的合理化和简化重建财务会计

规范似乎是重要的。由于所有制的多元化和资本市场

的发展，必须考虑各类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一

般需要。建立一个由来自各行业和学术界的代表组成

的会计准则委员会似乎是可行的。该委员会应该有能

力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进行必要

的意见征询，而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仍保留协调和审

批的权力。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中国会计国际化的趋势是无可

怀疑的，但尚需一个为期久远的过程。

（注：作者系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商学院会计学 系主

任、副教授和厦门大学会计学 系副教授、博士。此 文 为

二人合作课题成果。）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学术研究
	论中国会计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