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是相对于管理会计而言的，而我国则是财务

加会计。从目前工作安排来看，估计《企业财务

通则》不再有第 2 个了，而《企业会计准则》正在

继续制订。新的《准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通

则》中涉及的问题。我建议，为了照顾我国的旧

传统还不如把准则改为《财务会计准则》，这在

外国已有先例，所不同的是，国外的财务会计是

指“财务的会计”，而我国的财务会计兼有“财

务”与“会计”的含义。

7. 会计名词应予规范。新制度中如资本与

资本金、坏帐准备与坏帐准备金等一义多词的

情况今后希望予以规范。

作者长期从事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本文

所述，自认是“一得之见”，也难免有错误。但提

出来供大家讨论，我想对会计改革总是有益无

损的。

（《财务与会计》1996 年第 6 期）

制定我国会计准则的有关问题

冯淑萍

会计核算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

内容，会计准则则是会计核算制度制定的依据。

我国已经确定 1995 年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在加

强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和调控的同时，加速企业

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企业制度

改革的深入，对我国的会计制度的改革和会计

准则的制定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我们将根

据改革的进程，加速具体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实

现建立我国比较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会计核算管理模式的目标。

第一，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实现我国会计国

际化问题。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

要借鉴国际经验，这自然包括会计方面借鉴国

际会计惯例，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化。会计改革

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使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

接轨。但是，由于我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还存在

一定的差别，我们不可能完全同国外的会计准

则一致。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有着与其他国家

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这些在我国会计

准则中都应当得到体现。因此，应当结合中国国

情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对于国际公认的会计惯

例和会计方法，只要与我国的会计法律不相矛

盾，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采用，与国际会计保持

一致。

第二，关于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对

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会计准

则发布实施后，会计制度将取消，会计准则直接

对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发挥规范作用；另一种

意见认为即使具体会计准则实施后，会计制度

还将保留。这两种意见，各有特点。由于我国经

济体制处于变革过程中，企业制度处于改革与

完善过程中，再加之现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参差

不齐，会计人员的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注

册会计师职业也还有待于继续发展，从这些情

况来看，会计制度这种形式在近期内还不可能

取消，还需要保留一段时间。今后，我们将根据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结合企业制度改革的实

际情况，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关于具体会计准则发布实施问题。具

体会计准则的实施涉及到其他经济法规的配套

问题，需要有其他经济法规的配套实施。目前的

设想是大部分具体会计准则完成起草后，一次

发布实施。但是对一些实际工作急需的一些会

计核算的规定，我们将采用其他形式，满足会计

核算工作急需。如，适应今年税制改革，推行新

税制的需要，我们已发布所得税会计处理的规

定，作为现行制度的补充。这些补充规定与草拟

中准则所奉行的原则基本一致。我们最近还将

发布有关合并会计报表的规定，以适应现代企

业制度建立和企业集团发展的需要。

第四，会计准则与其他经济法规的关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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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国会计准则作为经济法规的组成部分，必

须与其他经济法规相互配套，相互配合。会计准

则的顺利实施也有赖于其他经济法规的实施创

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关系是

会计准则实施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要内容。会

计准则有其独立性，有其自身的目的和作用，会

计准则可以与税法的规定适当分离，但是会计

准则的制定与实施应当适当考虑到税收的征管

的需要。

第五，关于会计准则的适用范围。这一问题

涉及到制定会计准则的目的和宗旨。一种意见

认为，规范各行各业普遍适用的会计核算要求

和方法，是会计准则的基本内容。为了保证会计

信息的可比性和会计核算统一性，会计准则规

定的基本内容应当适用于所有的企业。另一种

意见认为，由于企业规模大小的不同、企业的所

有制性质的不同、企业的经营方式的不同，其对

会计核算的具体要求也不可能相同，不应该也

无必要要求所有的企业执行同一会计标准。对

于这一问题，一时还很难得出结论，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更广泛的征求意见。

第六，关于会计准则超前性与现实性的关

系。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变革之中，经济生

活中新问题、新情况将大量涌现，都将给会计准

则提出新要求。会计准则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

展的需要。但是会计准则也与其他法规一样，不

能朝令夕改，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这要求会计

准则必须有一定的超前性。对于将来经济生活

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在会计准则

中予以体现，以超前性保证其稳定性。

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制定有中国特色的会

计准则体系，是我国会计核算模式改革的一大

方向。我国目前正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的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

要影响。我们认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作为制

定会计准则的国际性权威机构，需要中国。中国

成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成员国，无疑对国

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国际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

的意义。我们在制定会计准则，实现我国会计与

国际会计接轨的进程中，也需要国际会计准则

委员会，需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合作与支

持。我们希望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加强联系，

进一步密切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之间的合

作，希望早日加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为国

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成员国。

（摘自《完善与发展——会计准则国际

研讨会》（上海 .1994））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事业

杨润珍

对外经济合作事业，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后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事业。从 1978 年

国务院批准第一家可以在境外从事承包工程、

劳务合作的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以来，十五年间，

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作为对外经济合作的

一种重要经济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到目前为

止，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也称对外承包公司

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已经发展到 300 多

家，还在 121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各类非贸易性

境外企业（含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

1363 个，投资总额 35 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占

45 % 。1992 年以来，在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

和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各对外经济合作企业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努力开拓，各项对

外经济合作业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当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合同 9405 项，

合同额、营业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83% 和 39% ，

据初步汇总，实现利润近 7 亿元人民币，实现外

汇净收入近 3 亿美元。承包、劳务各项指标均创

历史最高水平，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提高。

虽然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事业取得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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