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理方法和程序，进行横向比较；一

贯性原则要求同一个会计主体在不

同时期尽可能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

方法和程序，便于不同时期的纵向

比较。

名词浅释

及时性原则

及时性原则是指会计核算工作

要讲求实效，处理会计业务要及时，

以便对会计信息的及时利用。要达

到及时性的要求，一是要及时取得

会计资料，并及时进行会计处理；二

是要及时地传送出去。从企业来讲，

只有及时取得信息，才能保证企业

各部门和职工随时了解企业的生产

经营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才能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从宏观上讲，政

府有关部门只有迅速获取了有关信

息，才能及时把握微观经济的发展

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制定有关

调控政策。假若会计处理与编制报

表没有及时进行，使会计信息成为

过时的历史资料，也就大大地降低

了其使用价值。

名词浅释明晰性原则

明晰性原则是指会计记录和会

计报告必须清晰完整，简明扼要，并

有利于会计信息的使用与准确、完

整地把握会计信息所要说明的内

容，从而更好地加以利用。提供会计

信息是为了使用，如弄不懂会计信

息的内容，就谈不上信息的使用。这

就要求会计核算提供的会计信息要

简单明了，会计处理准确、完整，文

字摘要清楚，手续齐备，程序合理，

并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

大，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越来越广

泛，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管理部门、政

府主管部门，而且还包括社会各方

人士，这就在客观上对会计信息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会计数据在

有关帐表上的记录含糊不清，就会

影响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因此，企

业会计部门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

况，设计和选择适当的会计凭证、帐

簿和记帐程序，以保证会计记录和

会计报告清晰明了，方便使用。

名词浅释权责发生制原则

权责发生制也叫应计制，是与

收付实现制相对立的一条会计原

则，国际上一般均以此作为会计核

算的基础。权责发生制指在交易和

其他事项发生时，而不是在收到现

金或支付现金或现金的等价物时确

认其影响，而且要将其计入与其相

联系期间的会计记录，并在该期的

财务报表中予以反映。这也就是说，

确认一笔收入或支出事项，不是看

当期是否收到或支付现金，而是看

权利和责任是否已经转移。只要当

期取得了收款权利就应计收入，只

要是当期应承担的费用就应计支

出，而不管当期现金是否已经流入

或流出。如当期已经发出商品，并已

办妥结算手续，就要记收入帐，不管

是采用何种结算方式。一笔未到期

的借款，尽管从当期看，利息支出并

没有从现金流出上体现出来，但本

期因使用这笔资金仍应承担相应的

代价，因此也应记利息支出。

名词浅释配比原则

配比原则即要求企业将收入与

相关的成本、费用相互对比，相互配

合。为了确定本期净收益，不仅要确

定本期营业收入，还要确认本期成

本费用，并将其相互配比。不能只反

映本期收入而不反映成本费用，也

不能只反映成本费用而不反映收

入。因为企业取得的一笔收入，不是

凭空而来的，是企业当期或前期支

付一定的成本费用而取得的。反过

来讲，企业支付一笔费用也不是毫

无目的的，而是为获得一笔收入才

支出。显然，收入与费用之间存在一

种相互配比关系。不过这种配比是

相关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间的配比，

非相关的收入与费用是不能配比

的。贯彻配比原则，有助于正确核算

和考核一个企业或企业的特定部

门、特定产品的效益。

名词浅释谨慎原则

谨慎原则亦称审慎原则、稳健

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必然存在某种风险和不确

定性，谨慎原则就是在存在不确定

性因素的情况下作出判断时，保持

一定的谨慎，合理预计可能发生的

费用和损失。具体处理原则包括：1
.

当某一会计处理方法有几种方案可

供选择时，宁选择对投资者产生乐

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案。如某项资

产有两种价格可供选择，则选择较

低的那个，如果是负债，则相反。2.
某项费用本期预计可能发生时，可

予以确认，但对可能获得的收入，宁

可少计或不计。概括起来说，谨慎原

则可以避免投资者和其他报表使用

者对企业财务状况产生根据不足的

乐观。西方国家对于稳健性原则的

典型应用主要有加速折旧、计提坏

帐准备、存货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

法计价、后进先出法等。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实行谨慎原则，

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又对各种具

体方法作出明确规定，即我国采用

的是适度稳健原则，如成本与市价

孰低法没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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