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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准则解释
—— 确定交易价格（二）

应唯■

作者简介：应 唯，财政部会计司原巡视员。

二、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

实务中，企业根据与客户签订的合

同，将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

的时间与客户实际支付款项的时间可能

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若企业将商品控

制权转移给客户的同时收到客户支付的

现金对价，此时商品控制权转移的时间

与客户支付现金对价的时间一致 ；若按

照合同约定客户预付部分或全部款项，

或者企业采取赊销方式对销售商品的对

价分期（或分次）收取现金等，在这些情

况下，企业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的时

间与收取现金对价的时间往往不一致，

可能存在着为客户或企业就转让商品或

服务的交易提供了重大融资利益。

合同中包含融资成分的，从理论上

分析，该合同包括了转让商品或服务和

融资两项交易，两者具有可明确区分的

经济特征，识别合同中的重大融资成分

应考虑合同中融资这一经济特征，从而

在实质上与转让商品或服务区分开来。

在某些合同中，企业或客户在议定

合同价格时，考虑了提前或延迟支付价

款的融资因素，若不将融资成分单独拆

分，则按合同价格确认的收入会显著不

同于在商品或服务控制权转让的同时

（或过程中）支付现金对价的金额。因

值税）。在该合同中包含融资成分 111 万

元。假设乙公司将 889 万元借给甲公司，

甲公司先用于支付乙公司货款，3 年之

后甲公司偿还乙公司 1 000 万元。从经济

角度看，该安排与允许甲公司 3 年后支

付 1 000 万元的货款没有本质区别，因此

实质上乙公司取得的收入包括货物的销

售收入和提供借款（融资）的利息收入

两部分。

（一）原收入准则与新收入准则关于

合同中存在融资成分会计处理的规定

原收入准则规定，“合同或协议价

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

资性质的，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

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

额”“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

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

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计入当期

损益”。新收入准则规定，“合同中存在

重大融资成分的，企业应当按照假定客

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或过程

中）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

价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

额，应当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

摊销”。

原收入准则与新收入准则对于销售

商品或提供服务存在的融资成分会计处

理的规定中，相同的是 ：在计量收入金

此，为了符合新收入准则的目标和核心

原则（新收入准则的目标旨在确立企业

在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报告关于与客户之

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及现金流量的性

质、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其核心原

则为 ：企业确认收入的方式应当反映向

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模式，而确认的

金额应反映企业预计因交付这些商品或

服务而有权获得的对价），新收入准则

规定，如果合同条款中表明转让商品或

服务（或过程中）为企业或客户提供了

重大融资利益的，应在确定交易价格时，

将合同中包含的重大融资成分相关的货

币时间价值的影响金额调整交易价格，

调整后的交易价格为 ：假定客户在取得

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或过程中）时即以

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即现销价格。即，

对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金额调整已承诺

的对价金额的目标，是在所确认的收入

金额中反映商品或服务转让当时（或过

程中）的现金售价。例如，甲公司与乙公

司签订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乙公司

向甲公司出售 N 产品一批并于合同签订

日后 10 日内将 N 产品的控制权转移给

甲公司，合同总价格为 1 000 万元（不含

增值税）。合同同时约定，甲公司可于 N

产品控制权转移日后的3年后支付对价。

该产品的现销价格为 889 万元（不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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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时均应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因素，并

将计量收入的金额与合同对价（原收入

准则为合同或协议价格，新收入准则为

确定的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采用实

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摊销的金额计入当

期损益 ；区别在于 ：

1. 原收入准则并未特别提及合同中

是否属于重大融资成分，而是从《企业

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中有关重要性

的原则进行判断，即对于重要的交易或

事项应当按相关准则的原则进行处理，

对于非重要的交易或事项可以简化处理

的原则，对合同中是否存在重大的融资

性质进行判断并处理 ；新收入准则特别

指出了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对

重大融资成分涉及的相关货币时间价值

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调整因素。

2. 原收入准则将应收的合同或协议

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收入

的计量金额 ；新收入准则将交易价格与

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作为调整金额（对

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合同，应将其涉及

的货币时间价值从交易价格中扣除），该

交易价格是按照假定为商品或服务的现

销价格确定的金额，即扣除了合同中存

在重大融资成分。

3. 原收入准则只提及“递延收取款

项”时要考虑融资性质，新收入准则规

定无论递延收款还是预收货款都要考虑

重大融资性质。

（二）确定合同中是否存在重大融资

成分

新收入准则要求，仅当合同条款证

明客户的付款时间是向客户转让商品或

服务中，为客户或企业提供了重大融资

利益时，才需要调整已承诺的对价，以

表明收取的现金对价反映了商品或服务

的现销价格。在评估合同是否包含融资

成分以及该合同中融资成分是否重大

时，企业应当考虑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

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

1. 已承诺的对价金额与已承诺商品

或服务的现销价格之间的差额。如果企

业（或其他企业）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

劳务时，因不同的付款时间导致销售价

格有所差别，通常表明合同各方知晓合

同中包含融资成分。但是，不同的付款

时间导致销售价格的差别，仅作为合同

中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一项判断因

素，并不表明现销价格与客户所承诺的

对价之间的差额一定是融资成分，因为

在某些情况下，除融资以外，其他因素

也会产生现销价格与承诺对价的差额。

2. 企业向客户转让已承诺的商品或

服务与客户支付款项之间的预计时间间

隔和相应的市场利率共同的影响。尽管

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与客户支付相关

款项之间的时间间隔并非是判断合同中

包含融资成分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该

时间间隔与现行利率两者的共同影响可

能提供了合同中是否存在重大融资利益

的明显迹象。

以下情况表明企业与客户签订的

合同中并未为客户或企业提供重大融资 

利益 ：

（1）客户预付了获得商品或服务的

款项，并且该商品或服务的转让时间由

客户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合同中

约定的付款条款的目的与合同各方之间

的融资无关 ；同时，国际会计准则理事

会认为，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持续估

计商品或服务何时向客户转让，如果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也考虑货

币时间价值，则企业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所需的成本将超出其所带来的利益。例

如，客户选择的手机套餐为每月 138 元，

包括国内主叫通话（固定分钟）、国内移

动数据流量（固定流量）、国内接听（均

不含港澳台地区），超过套餐内的通话、

移动数据流量的部分，另行支付相关费

用。假定客户预付了 2 年 3 312 元的费

用。这种情况下，电话的使用以及发生

多少费用取决于客户使用电话的频率、

时间（超过套餐规定限制条件的部分，

还要另行收费）。再如，客户乘坐某航空

公司的航班所取得的积分，该积分的使

用时间、使用方式（兑换飞机票或其他

商品）由客户自行决定。又如，企业向客

户销售的储值卡，客户购买储值卡（预

付了获得商品或服务的款项），但该储值

卡的使用时间取决于客户。

（2）客户所承诺的支付对价金额中

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可变的，该对价金额

或付款时间取决于某一未来事项是否发

生，且该事项实质上不受客户或企业控

制。某些合同中的付款条款所规定的时

间或金额的安排，其主要目的可能并非

为客户或企业提供重大融资利益，而是

旨在解决商品或服务对价的不确定性。

例如，企业授予客户知识产权许可，按

双方合同约定，按客户使用该知识产权

生产的产品的销售量或者销售额的一定

比例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本例中，企

业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并无固定付款的

金额和时间安排，企业授予该客户的知

识产权能否有权取得对价以及对价的金

额（可变金额），取决于客户使用该知识

产权生产的产品的销售量或销售额，而

销售量或销售额受市场的影响，不受客

户或企业控制。这种付款条件的合同安

排，其主要目的可能是为对商品或服务

的价值向各方提供保证，而并非为客户

提供重大融资。

（3）合同承诺的对价金额与现销价

格之间的差别是由于向客户或企业提

供融资利益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导致的，

且这一差额与产生该差额的原因是相

称的。这种情况主要是为了向合同各方

提供保护，以避免合同一方未能依照合

同规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情形的发

生。例如，企业与客户签订的建筑施工

合同，该合同约定企业为客户建造一栋

办公楼，合同价格总额为 8 000 万元（不

含增值税），除了按合同价格总额 5% 作

为质保金于工程竣工验收 2 年后支付以

外，合同约定客户按施工进度结算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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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后 10 日内付款，工程尾款于工程竣

工验收后 1 个月内付款。这种情况下，

客户保留了按合同价格总额 5% 的质保

金于工程竣工验收 2 年后支付，是企业

为了保证为客户建造的办公楼质量，而

非企业向客户提供融资。再如，对于市

场上的一些紧俏商品（市场上求大于供

的商品），企业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

通常会要求客户预先支付合同价款，企

业会在一定时期（如 3 个月或更长时间）

后才向客户转移所承诺的商品。这种情

况下，可能表明客户为买到紧俏商品而

向企业作出的保证，而非说明客户向企

业提供了融资。

在考虑合同中的融资成分时，还应

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

（1）实务中，一些合同中会以明确

的条款约定付款时间为合同各方就转让

商品或服务提供了重大融资利益（合同

中可明确识别），表明合同中包含了重大

融资成分 ；某些合同中可能并未有十分

明确的条款约定但以隐含的方式表明合

同中包含了重大融资成分（合同中隐含

的重大融资利益）。对此，企业应当根据

所有的事实和证据（如历史信息、已作

出的承诺等）判断合同中是否存在重大

融资成分。

（2）在一些合同中，融资成分的影

响不会显著改变企业应确认的收入金

额（融资成分并不重大），对此企业无需

为此调整已承诺的对价金额。某些情况

下，单个合同中的融资成分可能重大，

但如在组合层面考虑可能为非重大，企

业在考虑融资成分是否重大时，应建立

在单个合同层面基础上，而不应以合同

组合层面考虑组合中所有合同的融资成

分的汇总影响对企业整体而言是否重

大。实务中，合同中融资成分对于利率

较高的短期合同可能是重大的，而对于

利率较低的长期合同则可能并不重大，

其融资成分是否重大，应根据单个合同

（或相关事实等）的具体情况确定。

（3）合同要求客户预付款的，企业取

得的预收款也应考虑重大融资成分的影

响。例如，企业为客户提供一项长期建造

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客户需预付合同价

款的 50%。这项合同是客户给予企业的

一项融资，如果不预收客户合同价款，企

业将需要从第三方获得融资，从而将向

客户收取更高的合同价款。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都是相

同的，区别只在于客户向企业提供了融

资。因此，新收入准则要求对于客户支付

的预付款（企业预收款）应考虑所涉及的

重大融资成分，以确保企业从客户或第

三方融资的安排不影响企业向客户转让

商品或服务所取得的收入的计量。

（三）豁免遵循重大融资成分的规定

为了简化实务操作，新收入准则规

定，合同开始日，企业预计客户取得商

品控制权与客户支付价款间隔不超过一

年的，可以不考虑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

资成分（简化处理方法）。企业应对相同

或类似的合同一致地应用这一简化处理

方法。

（四）折现率及融资成分的会计处理

为反映合同各方的经济特征，调整

已承诺的对价金额以反映企业所确认的

收入金额，能够反映客户在已承诺的商

品或服务转让时（或过程中）对该商品

或服务支付的现金，在确定重大融资成

分的金额时，应使用将合同对价的名义

金额折现为商品现销价格的折现率。

按 照《 国 际 财 务 报 告 准 则 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15）第 64

段的规定，企业应当使用企业与其客户

在合同开始时进行的单独融资交易所

反映的折现率，包括 ：（1）该折现率应

反映合同中取得融资一方的信用特征

以及客户或企业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

包括合同所转让的资产。（2）企业也可

能能够通过识别将已承诺对价的名义

金额折现为商品或服务转让予客户时

（或过程中）客户会支付的现金价格的

利率来确定该折现率。即该折现率应能

反映企业与客户之间涉及融资交易时

所使用的利率，反映了客户或企业的信

用及其他风险。

原收入准则规定，在具有融资性质

的销售中，实际利率是指具有类似信用

等级的企业发行类似工具的现时利率，

或者将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折现为

商品现销价格时的折现率等。我国新收

入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二修订说明中指

出，“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根

据 IFRS15 的有关规定，应当将合同对

价金额根据融资成分进行调整之后确定

交易价格（确认收入的金额），在确定融

资成分的影响时，应当使用合同双方进

行单独融资交易时所应采取的利率作为

折现率，该折现率应当反映接受融资方

的信用特征。这就要求企业首先根据恰

当的折现率确定融资成分，再将扣除融

资成分后的合同对价作为交易价格确认

收入。考虑到我国的市场环境和相关规

定，我们建议沿用现行准则（即原收入

准则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先以现销价

格确定收入金额，再将该金额与合同对

价金额的差异作为融资成分处理”。因

此，我国新收入准则采用的折现率为直

接用现销价格与合同名义价格之间的差

额倒算的折现率。

但无论是 IFRS15 还是我国新收入

准则，均不能应用无风险利率，也不能

直接采用合同中规定的利率。如果日后

情况发生变化，考虑到调整折现率在实

务中的困难，新收入准则规定，合同各

方不能因后续市场利率或客户信用风险

等情况而对合同开始日已确定的折现率

进行变更。 

企业确定的交易价格与合同承诺的

对价金额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期间

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五）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的

列报

新收入准则规定，存在重大融资成

应知应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1 2016 

分的合同应区分收入成分（现金对价）

和融资成分（合同中关于延期付款或预

付款条款的影响），因此，包含重大融资

成分的合同所产生的金融资产（如应收

账款）或预收款的会计处理应与其他具

有相同特征的融资（如贷款）的会计处

理类似。

在编制利润表时，主要涉及两个  

项目 ：

1. 在与客户合同中包含融资成分而

产生的应收款项或合同资产（包括长期

或短期）所确认的减值损失的列报，应

按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在利润表的“信

用减值损失” 或“资产减值损失”项目     

列报。

2. 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的影

响与确认的收入金额的列报。合同中存

在的重大融资成分是在利润表的财务费

用项目列示，还是可以在营业收入中列

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应用指南的规定，“企业在编制利润

表时，应当将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

分的影响（即，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与

按照本准则确认的收入区分开来，分别

列示”。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规定，利润表“财务费用”

项目下的“利息费用”项目，反映企业为

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

费用化的利息支出。该项目应根据“财

务费用”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

分析填列。该项目作为“财务费用”项目

的其中项，以正数填列。“财务费用”项

目下的“利息收入”项目，反映企业按照

相关会计准则确认的应冲减财务费用的

利息收入。该项目应根据“财务费用”科

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该项目作为“财务费用”项目的其中项，

以正数填列。另外，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

解读》中提到，利润表中“利息收入”行

项目，反映企业确认的利息收入。利息

收入主要为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

以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的相关规定确认的利息收入。按该

解读理解，对一般企业而言（不含金融

企业，PPP、BOT 中涉及的金融资产模

式下的情形），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

分应在利润表的“财务费用”项目列示，

涉及利息收入的应在“财务费用”项目

下的“利息收入”项目单独列示。

IFRS15 第 65 段指出 ：“主体应当在

综合收益表中将融资影响（利息收入或

利息费用）同客户合同收入分开列报。

仅在对与客户之间的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时确认了合同资产（或应收款）或者合

同负债的情况下，才应确认利息收入或

利息费用”。同时，在其结论基础第 247

段说明为 ：“某些主体（例如银行及经营

类型相似的其他主体）经常进行融资交

易，因此，利息代表这些主体日常经营

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在利息代表主体

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收益的情况下，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第 65 段中

的要求并不禁止主体将利息作为一类

收入列报”。另外，按照《国际会计准则

第 1 号——财务报表列报》（IAS1）第 82

段（a）指出，收入（revenue）不限于按照

IFRS15 确认的客户合同收入。按照上述

准则规定及结论基础的说明，可以理解

为，如果利息收入代表企业日常经营活

动所产生的收益，在综合收益表中可以

作为收入列示，但应与客户合同产生的

收入分别列示。

根据我国上述会计准则规定，以及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

三十条关于收入的定义（收入是指企业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

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关于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

列示应反映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

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笔者认为，我国

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不仅指按收

入准则规定确认和计量的收入金额，还

包括属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组成部分的

融资产生的利息收入（此处不讨论 PPP、

BOT 等形成无形资产的情形），但同时

应在利润表中将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

生的收入与提供融资部分所产生的收入

分别列示，以区别两者收入的性质。因

此，合同中包含融资成分的，首先应考

虑是否属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产生收入

图 / 中国财政摄影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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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通常而言，一般企业（如制

造大型通用设备的企业）如果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通常包含

融资成分的，可能属于与企业日常经营

活动相关 ；如果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的合同中一般不包含融资

成分，只有极少数情况下由于特殊目的

而在合同中包含融资成分的，可能不属

于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就金融企

业而言，特别是商业银行贷款业务是其

日常经营活动，利息收入是商业银行日

常经营活动产生的收入。其次在利润表

中，作为日常经营活动组成部分的融资

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应与按新收入准则

确认的收入分别列示。

合同中包含的融资成分构成企业的

利息费用的（如企业采用预收款方式为

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该利息费用

通常按借款费用的原则进行处理（此处

不讨论 PPP、BOT 等形成无形资产的情

形）。但是，按新收入准则规定能在某一

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并按照履约进度

确认收入的，因在一段时间内将商品控

制权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的同时结转

相关的成本，资产负债表上没有相应的

存货，故合同中包含的融资成分所形成

的利息费用不能资本化计入资产的成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合同中存在

重大融资成分的，企业按新收入准则对

与客户的合同进行会计处理时，只有确

认了合同资产（或应收款项）和合同负

债时，才应分别确认相应的利息收入和

利息支出。

例 1 ：2018 年 12 月 30 日，甲公司与

乙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甲

公司向乙公司出售 10 台大型设备，合同

总价格为 15 000 万元（不含增值税），甲

公 司 应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分别将 3 台、

3 台和 4 台大型设备的控制权转移给乙

公司。付款条件为，乙公司应于合同成

立日全额支付合同价款。合同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经双方管理层批准，甲公司与乙

公司按各自的承诺履行合同。假定该合

同包含重大融资成分且折现率为 5%。甲

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不考虑增值税等

相关税费、借款费用资本化，以及成本

结转）：

（1）合同成立日（2019 年 1 月 1 日），

甲公司收到 15 000 万元，计算的合同负

债为 16 632 万元（单位 ：万元，下同）。

借 ：银行存款                        15 000

        未确认融资费用              1 632

        贷 ：合同负债                     16 632

（2）2019 年 12 月 31 日将 3 台大型设

备控制权转移给乙公司。

借 ：合同负债 [4 500×（1+5%）]

                                                  4 725  

        贷 ：主营业务收入               4 725

借 ：财务费用（15 000×5%）      750

        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750

（3）2020 年 12 月 31 日将 3 台大型设

备控制权转移给乙公司。

借 ：合同负债 [4 500×（1+5%）2]

                                              4 961.25

        贷 ：主营业务收入          4 961.25

借 ：财务费用[（15 000 −4 725+750）×5%]

                                                 551.25

        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551.25

（4）2021 年 12 月 31 日将 4 台大型设

备控制权转移给乙公司。

借 ：合同负债 [6 000×（1+5%）3]

                                              6 945.75

        贷 ：主营业务收入           6 945.75

借 ：财务费用[（15 000 − 4 725 − 4 961.25+

                750+551.25）×5%]   330.75

        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330.75

确认的财务费用合计为 1 632 万元

（750+551.25+330.75）。

初 始 确 认 合 同 负 债 的 金 额 即 为

3 年 分 期 确 认 的 收 入 金 额 16 632 万 元          

（4 725+4 961.25+6 945.75）。

例 2 ：2019 年 1 月 1 日，丙公司与丁

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丙公

司向丁公司出售一批 M 产品，合同总价

格为 6 000 万元（不含增值税），丙公司

应于合同签订并经双方批准后 10 日内将

M 产品的控制权转移给丁公司。付款条

件为 ：6 000 万元的合同总价格分 3 年，

于每年年末平均支付。合同于合同签订

日经双方管理层批准，丙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将 M 产品的控制权转移给丁公

司。假定销售该批 M 产品的现销价格为

5 550 万元（不含增值税），该合同下的合

同双方单独融资交易的利率为 4%。丙公

司的会计处理如下（不考虑增值税等相

关税费，以及成本结转）：

（1）2019 年 1 月 1 日，丙公司将 M 产

品的控制权转移给丁公司。

借 ：长期应收款                      6 0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5 550

                未确认的融资收益          450

（2）2019 年年末，收到款项，分摊未

确认的融资收益 222 万元（5550×4%）。

借 ：银行存款                          2 000

        贷 ：长期应收款                   2 000

借 ：未确认的融资收益             222

        贷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222

（3）2020 年 年末，收到款项，分摊

未确认的融资收益 150.88万元 [（5 550 −

2 000+222）×4%]。

借 ：银行存款                          2 000

        贷 ：长期应收款                   2 000

借 ：未确认的融资收益        150.88

        贷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150.88

（4）2021年年末，收到款项，分摊未

确认的融资收益 77.12万元（450 − 222 −

150.88）。

借 ：银行存款                          2 000

        贷 ：长期应收款                   2 000

借 ：未确认的融资收益          77.12

        贷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77.12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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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达者为先、师者之意也。先生是一个称谓、一

种修为，也是一份敬仰、一种精神。日月盈昃，时节如流，“先

生”之意始终如初，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其命运轨迹都与时代

紧紧相连；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先生”之思想历久弥新，引

领着一代又一代后生踏印前行；青衿之志，踵事增华，“先生”

之精神穿越时空，将高高擎起的旗帜传递给后继者。翻越历史

的峰峦，穿过岁月的长河，一句轻轻的“先生”，从古肇始的星

火便燃起了熊熊火炬，薪火相传间，点燃了奋斗的希望，点亮

了拼搏的光彩，散发着明亮而温暖的光辉。

山河壮丽，岁月峥嵘。时光的温度在岁月中沉淀，2021年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讲话犹在耳畔回响；丹桂飘香的十

月，喜迎祖国七十二岁华诞的旗帜在眼前飘扬。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本期的十位“会计先生”作

为新时代会计行业发展的见证者、奋进者和搏击者，带着他们

的故事走来，把“先生”之风悄然融在十月的金秋里，风起，故

事也融在了岁月的翩迁里。

思想如炬，实践无言。容军从初入行的迷茫，到脚踏实地

用实际行动走出一条会计人的精彩人生路，实现了在会计中成

长、在成长中领悟、在领悟中升华。国际舞台，上下求索。董

付堂从十年寒窗的苦读、到国际视野的锤炼，再到业财融合的

革新，角色变换间，他始终不忘会计实务工作者的使命，主动

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传承不止，探索不息。于

王金祥而言，会计是一份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感，作为会计

改革发展一系列重大活动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他对

会计工作的重视逐渐积淀为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怀。天道酬

勤，力耕不欺。刘鹏脱下“国防绿”进入会计师事务所，从业

—— 新时代会计  先生风采（2021）

编者的话：

董付堂，中铁建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执行总经理兼

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首席

合规官。全国高端会计人才

（企业类三期）、特殊支持计

划三期学员。

陈新龙，北京市地质矿产勘

查院计财处处长。高级会计

师，一级注册建造师，北京市

会计制度咨询专家，北京财

政学会理事，中国地质矿产

经济学会理事。

刘鹏，国富集团副总裁，北京

国富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事务

合伙人、党委副书记。全国高

端会计人才（注册会计师类

五期），中国注册会计师，澳

洲注册会计师。

容军，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审计室副主任。高级会计师 ,

注册会计师 , 税务师，全国高

端会计人才（行政事业类三

期），财政部政府会计准则委

员会第一届咨询专家。

王金祥，山东省潍坊市财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

员。潍坊市十大杰出青年、山

东省高端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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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会计  先生风采（2021）

张建军，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事、总

会计师。正高级会计师，河南

省会计领军人才，全国首届

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

培养（高端班）学员。

务到管理、从单位到社会，他抓住机遇、瞄准目标、开拓创

新，安放着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热爱，成就了理工男的会计

梦想。业繁任重，慎勉依旧。陈新龙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深

厚的知识底蕴、力出一孔的钻研精神，实现了跨界联合与业

财融合，也实现了从账房先生到参谋助手的转变、从价值计

量者到价值创造者的转变。江河万里，总有源头。会计是张

建军的标签和勋章，纵使会计“舞台”一次次发生变化，“战

场”一次次转移，他都像一名战士在军号响起时毫不迟疑出

征，他坚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偶遇一程，深情一

生。对于张志君而言，会计是浩瀚的海、是繁花绽放的花园，

他则是海里的一叶小舟、是园中辛勤的浇花匠，从与会计的

缘起，到为新雄安的建设添砖加瓦，未变的是他对人生价值

的追求。矢志耕耘，逐梦特区。马彦钊辞去教职，前往深圳，

在特区逐梦三十年，从一个农家孩子成长为大型国企的财务

总监、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他怀感恩之心，为深圳特区

建设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勇担使命，谱写华章。段远刚不

仅有序推进财务会计转型、两手齐抓理论与业务学习，还坚

信业精于勤、沉到一线方可收获“真经”，他始终以高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初心如磐，笃行致远。

会计是沈东亮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他走出大山来到繁

华京城的路标，无论是参与三峡工程建设，还是在村中扶贫，

会计思维与专业能力都是他的宝贵财富。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本期推介的十位“会计先生”用他

们的故事诠释了勤勉、睿智、诚信、担当的新时代会计精神，

展现了新时代会计人的精神风貌。高山之巅，群峰之上，与先

生们同行。

马彦钊，深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正高级

会 计 师，注 册 会 计 师（ 非 执

业），中新赛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段远刚，北京一轻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

师。正高级会计师 , 全国首届

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

培养（高端班）学员。

沈东亮，水利部财务司综合

与价格处二级调研员。全国

高端会计（后备）人才行政事

业类七期学员。曾获“中央和

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

张志君，中国雄安集团财务

融资部副部长兼生态建设公

司财务总监。正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注册管理会计

师，注册内部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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