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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期刊載企業會計準則的執行情況分

析及準則實施取得的成果後，今期將續刊

內地對應付金融危機的會計準則對策、相

關政策建議和未來工作計劃安排。

四、我國應對金融危機在會計準則方面

的對策主張

2008年下半年，源於美國次貸引發的金

融危機迅速席捲全球，並且波及實體經

濟。在本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初，美國和歐

洲金融界某些銀行家們將危機的原因歸

咎於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由此引起美歐

乃至國際社會對公允價值會計的軒然大

波，並已成為G20首腦華盛頓峰會的重

要議題之一。本部分結合我國國情並根

據企業會計準則建設與實施情況，特別

是依據2007年分析報告，提出了應對金

融危機在會計準則方面的對策主張。

 （一）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應對金融

危機在會計準則方面的舉措

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部分金融界人士

和國會議員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是引發金

融危機的原因。2008年10月3日，美國國

會通過了《2008年緊急穩定經濟法》， 

責成美國SEC在90天內完成是否取消或

暫停《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

價值計量（FAS157）》的研究工作，並向

國會提交專項研究報告。

《2 0 0 8年緊急穩 定經濟法》通過

後，立刻在美國和歐洲市場乃至全球會

計職業界產生了強烈反響。美國財務會

計基金會主席在2009年10月2日正式致

函美國參眾兩院、財政部和SEC，強烈反

對這一做法，認為這是政治干預美國會

計準則的制定，將會損害美國會計準則

制定的獨立性和可信度，如果國會為了特

殊團體的利益，通過立法手段來推倒會

計準則，替代專家的會計職業判斷，那麽

美國財務報告質量的改進將根本無法實

現，資本市場參與者的利益將得不到維

護。美國消費者聯盟、四大等也都表示強

烈反對，認為這是「荒唐透頂的白癡行

為」，是「否定現實」、「既欺騙投資者又

欺騙自己的做法」。

美國FASB針對各方面對公允價值的

爭論，一方面堅決反對否定公允價值會

計準則，不能因噎廢食，同時冷靜地分析

了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在市場不活躍情況

下存在的不足。為此，美國FASB先後連

續發佈了多個針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工

作人員立場公告》，就市場不活躍情況下

如何確定公允價值、如何計量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減值損失等，提供了進一步的

指南。

 （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應對金融危機

修訂金融工具會計準則

針對金融危機引發金融界等有關方面對

會計準則的批評，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數次發表聲明和公告，支援美國FASB的

立場，認為不應當將金融危機的根源歸

於公允價值會計準則，更不應當否定公允

價值會計，在公允價值計量方面，IASB

和美國FASB的立場是一致的。

2008年10月13日，IASB迫於有關方

面的壓力，對《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IAS39）相關

條款進行了部分修改，適度放寬了對金

融資產重分類的規定，允許在極為罕見

的情況下對部分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

從而改善公司的財務報告業績。緊接下

來，直接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國家

和地區（包括歐盟、澳大利亞、新加坡、

我國香港等）相繼發佈了金融資產允許

重分類的類似規定，並自2008年第3季

度開始實施。

IASB允許金融資產在某些條件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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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分類的做法，也引發了不同的聲音。

瑞銀集團決定不採用這一會計政策，認

為即使對某些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財

務報告仍然需要披露相關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以及對利潤和所有者權益的影

響金額，投資者終歸可以「透過現象看 

本質」，金融資產重分類的修改實質上

是在「粉飾會計利潤」。

 （三）我國確定了不隨國際會計準則變動

而修改企業會計準則的對策主張

我國不屬於直接採用國際準則而是與

之趨同的國家，面對當時複雜的國際形

勢，需要及時對公允價值會計問題做出

回應。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高度關注、密

切跟蹤美國、IASB和國際社會對這一問

題的動態，經過深入研究和慎重考慮，結

合我國實際情況，在2008年10月初，作

出了以下基本判斷，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主張：

一是公允價值會計不是引發美國金

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美國次貸引發金融

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社會超前消費、

投資銀行等機構對金融產品的過度創

新、相關金融監管機構疏於監管。即使

金融產品不採用公允價值計量，金融危

機也是不可避免的。會計準則反映客觀

事實，將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會計掛鈎，

實際上是某些銀行家和政治家在轉移矛

盾和公眾視線。

二 是我 國 會 計準 則 立 足 國 情 適 度

謹慎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我國會計

準則對採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負債

等，規定了嚴格的公允價值限制條件。從

2007年1,570家上市公司執行企業會計

準則情況分析報告得出的結論，企業會

計準則在上市公司實施後，涉及公允價值

計量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投資性房地產等，公允價值變動

損益金額較小，影響甚微，對利潤總額的

影響不到1%。尤其是美國過度創新的金

融產品在我國基本不存在。

基於上述分析判斷，我們主張「不跟

風」，提出了不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變

動而修改我國會計準則的對策建議，即

公允價值計量和金融資產重分類的規定

均不作調整。2008年10月29日，我們向

IASB表明了我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和

對策主張。IASB明確表示贊同和認可，

認為我國的做 法不構成中國會計準則

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差異，也不影響

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此外，美國

SEC於2008年12月30日如期向國會提

交的研究報告，也得出了與我們當初判

斷相一致的結論：不應當暫停或取消公

允價值會計。

五、相關政策建議

我們以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2008年年度

財務報告為基礎分析了上市公司執行企

業會計準則的情況，涉及的分析對象雖

然僅限於上市公司而不是全部企業，但

也能夠觀察到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呈現

的一些顯著特徵。針對這些特徵和有關

情況，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切實解決產 

能過剩問題，促進我國實體經濟可 

持續發展

2008年年度財務報告分析表明，上市公

司庫存積壓嚴重、生產設備技術落後價

值減損，有效需求不旺，產品不能適銷對

路，根源在於產業結構不合理。

我們建議：我們要始終堅持貫徹中 

央「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改革、惠

民生」等系列方針政策，採取有效措施切

實解決結構不合理問題，同時也要防止

產生新的結構不合理。在結構調整過程

中，既要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更要

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作用。

 （二）重視發展虛擬經濟，通過市場配置

社會資源，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

展的促進作用

如前所述，虛擬經濟在我國現階段由基

礎金融產品和少量衍生金融產品構成，

其意義主要在於通過資本市場金融產品

交易和投資者理性投資配置社會資源，

引導社會資源投向滿足社會需求的領

域。虛擬經濟的成熟程度是發達國家的

重要標誌，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具

有很強的促進作用。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源於美國，美國借

助過度金融創新，引導其他國家投資者購

買其金融產品，使全球資源不斷流向美

國。雖然美國國會通過了《2008年緊急穩

定經濟法》，白宮也拿出了8,000多億美

元救市，並採取了一系列強化金融監管措

施，但在金融危機過後，美國不會停止金

融創新。我們對此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2008年年度財務報告分析和2007年

分析報告表明，虛擬經濟在我國規模較

小尚未成熟，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有

待提升，商業銀行仍然主要從事傳統的

存貸款業務。我國虛擬經濟不很成熟還

表現為資本市場總體上沒有達到理性投

資的程度，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購

買股票不關心企業基本面，也得不到合

理的投資回報，往往主要是為賺取差價。

年報分析顯示，有555家上市公司2008

年沒有進行利潤分紅，佔1,597家非金融

類上市公司的34.75%，表明我國實現資

本市場理性投資任重道遠。儘管按照企

業會計準則提供的財務報告反映了企業

基本面的情況，但真正使用財務報告進

行投資決策可以說還沒有成為主流。

我們建議：我國應當高度重視發展虛

擬經濟，不能因噎廢食，在強化監管和控

制風險的前提下，加快發展金融創新業

務，完善我國證券市場、債券市場、期貨

市場、衍生品交易市場等多層次資本市

場，積極培育機構投資者，同時重視調整

和解決商業銀行以傳統存貸款業務為主

體的狀況。與此同時，應當正確處理虛擬

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係，實體經濟是經

濟發展的根本，只有大力提倡自主創新，

提升實體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真正實

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體經濟的

快速可持續發展又離不開虛擬經濟，美

國經濟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虛

擬經濟的促進作用。發展虛擬經濟，引

導機構投資者和社會投資者進行理性投

資，通過市場機制合理配置社會資源，促

進實體經濟發展。企業會計準則在其中

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為現代經濟

發展中的重要市場規則。

 （三）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應當關 

注貨幣資金投向，防範信貸資金進入股市

和房地產市場，助長泡沫和引發通貨膨脹

2008年年度財務報告分析表明，1,597家

非金融類上市公司2008年從銀行取得借

款38,906.90億元，2008年末滯留在銀

行賬戶的資金達到12,518.07億元，呈現

出上市公司資金比較充裕的明顯特徵。

在上述情況下，企業為了追求短期利

益，這些資金很可能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

場，導致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虛假繁榮，助

長泡沫和引發通貨膨脹，造成我國經濟

發展的不穩定性，增加國家宏觀調控的

複雜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四成左

右的中小企業因缺乏資金而破產倒閉，

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

本解決。

我們建議：在繼續實施適度寬鬆的

貨幣政策的同時，結合產業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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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調整信貸資金投放的對象和領域，

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投放，強化信貸資金

監管，切實防範信貸資金進入股市和房

地產市場。

六、未來工作計劃安排

日趨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既面臨挑

戰也是機遇，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需要我們在鞏固已有成果的基

礎上，繼續深化會計改革，開拓創新，為

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一）繼續做好企業會計準則在全國範圍

內的貫徹實施，並根據G20峰會對會計

準則方面提出的目標要求，深入參與國

際規則制定

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見底，國企改

革進入攻堅階段，新一輪IPO已經啓動，

創業板市場開始建立，這些都表明了我

國企業改革和資本市場進入了關鍵發展

時期。尤其本次金融危機過後，根據G20

首腦華盛頓峰會宣言，建立全球統一的

高質量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已成為應對

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舉措之一，我國應

當積極參與其中。我們應當從全局高度

出發，繼續做好與企業會計準則相關的

工作。一是鞏固企業會計準則在上市公

司實施的已有成果，推動企業會計準則

在非上市大中型企業全面實施；二是深

入參與IASB有關金融工具和公允價值計

量等重大改革項目；三是建立由我國發

起的亞洲－大洋洲地區會計準則制定機

構平台，並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提升我

國在未來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

響力；四是完成中歐審計公共監管的等

效工作，為我國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進

入歐洲市場創造有利條件；五是加強中

美會計合作，積極推進中美會計準則等

效認可。

 （二）應對金融危機加快相關配套改革，

完成我國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全面

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防範風險

能力

建立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並組織實

施，是我國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

要舉措，有助於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水

平和防範風險能力。2008年5月22日，我

部聯合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

五部委正式發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

規範》。經過一年來艱苦努力，我們完成

了若干項《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的

配套指引，將於近期發佈。經與相關部門

商定，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將於2011

年正式在上市公司全面實施。實施前需

要做好大量的準備工作，取得經驗後再

擴大到非上市企業和其他單位。

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是在總結我

國企業管理實踐經驗、借鑒國際先進成

果的基礎上形成的。企業內部控制屬於

管理範疇，企業董事會應當對內部控制

實施的有效性進行全面評估並形成評價

報告，同時引入註冊會計師審計，這是一

項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發達國家的成

功經驗。

 （三）全面有序推進會計信息化工程，促

進企業實施科學化精細化管理

企業會計準則和內部控制規範體系的

建設 與 實 施，離不開會計信息化的支

撐，會計信息化作為國家信息化發展戰

略的有機 組 成部分，也必須 進行配套

改革。2008年11月12日，我部會同有關

部門發起成立會計信息化委員會，旨在

全面推 進我國會 計 信息化 工作，充分

發揮會計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

用。2009年4月12日，我部發佈了《關於

全面推進我國會計信息化工作的指導意

見》，對會計信息化工作的目標、主要任

務、系統構成、職責分工和有關要求等作

出了明確規定。

全 面推 進會 計 信 息化 的 重 點 是 企

業 信 息 化。信 息 化 是 企 業 實 施 科 學

化 精 細 化 管 理 的 重 要 手 段。企 業 會

計 準 則 和 內 部 控 制 規 範 體 系 的 有 效

實 施 離不開全面信息化的支撐。在 企

業 信 息 化 的 基 礎 上，構 建 基 於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和 內 部 控 制 評 價 報 告 的 可 

擴展商業報告語言（XBRL）分類標準， 

形成「數出一門、資料共用」的統一會計

信息平台，以更好地滿足投資者、債權

人、政府監管部門等有關方面的需要。

 （四）印發《關於加快發展我國註冊會計

師行業的若干意見》，推動我國特大型

會計師事務所發展

註冊會計師行業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

以來，我國註冊會計師事業已經取得了顯

著成就，但根據新形勢發展的要求，我國

註冊會計師行業作為高端服務業和民族

產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

也面臨著嚴峻挑戰。

近年來，我部積極支持、促進我國會

計師事務所實現強強聯合，已取得明顯

成效。尤其是2008年以來，在穩步推進

的基礎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出現了良

好的發展勢頭。在此過程中，於今年5月

7日和6月11日，我部先後兩次就關於加

快發展我國註冊會計師行業的意見公開

徵求意見，明確了加快行業發展的目標、

原則、模式以及若干具體措施，在業內

引起了良好的反響，有關部門表示贊同

和支持，這對註冊會計師行業的整合和 

做大做強，必將發揮重要的實質性推動

作用。

 （五）打造複合型高端人才隊伍，全面提

升我國會計人員整體水平和業務素質

我國會計人員隊伍超過了一千多萬人，在

經濟建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

國內外新形勢發展要求，特別是金融危

機之後，社會對高端型複合人才的需求日

趨強烈，必須要培養一大批德才兼備，熟

悉和掌握會計準則、內部控制和信息化，

尤其是具有現代金融知識的複合型高端

會計領軍人才隊伍。

我部發佈了《全國會計領軍（後備）人

才十年培養規劃》，並經過嚴格的筆試和

面試等選拔程序，啓動了高級會計人才工

程，建立和實施了科學的培養機制，分別

企業類、行政事業類、註冊會計師類和學

術類進行培養。在現有基礎上，將加大培

養力度，努力實現全國會計領軍人才培養

目標。

從90年代初實施開始的會計專業技

術資格考試評價制度，是會計專業技術

人才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統一的

會計專業技術資格系統已經形成，包括：

初級職稱、中級職稱和高級職稱。在現有

基礎上，根據新形勢發展的要求，應當逐

步完善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評價制度和評

價標準。目前，我部正在與有關部門協商

建立正高級會計師資格評價制度。

近期，我部與有關部門在現有會計專

業碩士（MPAcc）制度的基礎上，將共

同研究啓動實務型會計專業碩士教育改

革。這一改革如獲成功，也將成為解決高

端複合型會計人才的重要渠道，以滿足

社會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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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年金額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少數股東

權益
所有者權
益合計實收資本 

 （或股本）
資本公積 減： 

庫存股
盈餘公積 一般風險

準備
未分配
利潤

其他

一、上年年末餘額 22,765.39 23,005.42 8.18 6,395.60 1,559.25 13,166.62 -639.91 5,270.14 71,514.33 

加:會計政策變更 　 　 　 　 　 　 　 　 　

前期差錯更正 　 　 　 　 　 　 　 　 　

二、本年年初餘額 22,765.39 23,005.42 8.18 6,395.60 1,559.25 13,166.62 -639.91 5,270.14 71,514.33 

三、 本年增減變動金額 
(減少以“-”號填列)

1,453.01 -488.98 21.72 530.89 785.76 1,893.07 733.91 837.05 5,722.99 

(一)淨利潤 　 　 　 　 　 8,173.51 　 605.00 8,778.51 

(二)直接計入所有者權
　　益的利得和損失

　 -1,669.48 　 　 　 　 -304.60 -1,974.08 

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變動淨額

　 -2,206.65 　 　 　 　 216.68 -39.50 -2,029.47 

2. 權益法下被投資單
位其他所有者權益
變動的影響

　 163.61 　 　 　 　 23.42 -1.92 185.11 

3. 與計入所有者權益
項目相關的所得稅
影響

　 338.93 　 　 　 　 -8.42 5.77 336.28 

4.其他 　 34.63 　 　 　 　 -231.68 3.62 -466.00 

上述(一)和(二)小計 　 -1,669.48 　 　 　 8,173.51 0.00 572.97 6,804.43 

(三)所有者投入和減　
　　少資本

343.35 2,220.35 　 　 　 　 -44.82 332.91 2,851.79 

1.所有者投入資本 336.24 2,244.44 　 　 　 　 -370.81 587.58 2,797.45 

2. 股份支付計入所有
者權益的金額

　 24.16 　 　 　 　 -14.76 86.29 95.69 

3.其他 7.11 -48.25 　 　 　 　 340.75 -340.96 -41.35 

(四)利潤分配 　 　 　 1,420.75 785.76 -5,096.77 -265.34 -305.15 -3,460.75 

1.提取盈餘公積 　 　 　 974.59 　 -974.59 　 　 　

2.提取一般風險準備 　 　 　 　 537.79 -537.79 　 　 　

3. 對所有者（或股東）
的分配

　 　 　 　 　 -1,814.05 109.19 -281.23 -1,986.09 

4.其他 　 　 　 446.16 247.97 -1,770.34 -374.53 -23.92 -1,474.66 

(五)所有者權益內部　
　　結轉

1,109.66 -1,039.85 21.72 -889.86 　 -1,183.67 -5,267.13 -373.98 -7,393.98 

1. 資本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740.34 -740.34 　 　 　 　 　 　 　

2. 盈餘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6.92 　 　 -6.92 　 　 　 　 　

3.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19.26 　 19.26 　 　 　

4.其他 362.40 -299.51 21.72 -863.68 　 -1,202.93 -5,267.13 -373.98 -7,393.98 

四、本年年末餘額 24,218.40 22,516.44 29.90 6,926.49 2,345.01 15,059.69 94.00 6,107.19 77,237.32 

表五：2008年合併所有者權益變動表匯總 共計：1,624家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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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08年合併所有者權益變動表匯總（續） 共計：1,624家　　單位：億元

一、上年年末餘額 40,995.26 22,265.31 18.81 5,749.80 1,969.42 10,032.71 -32,072.38 3,558.95 52,480.26 

加:會計政策變更 　 199.90 　 -116.96 　 272.48 96.97 226.90 679.29 

前期差錯更正 96.48 721.52 　 102.60 　 752.23 -1,191.47 689.64 1,171.00 

二、本年年初餘額 41,091.74 23,186.73 18.81 5,735.44 1,969.42 11,057.42 -33,166.88 4,475.49 54,330.55 

三、 本年增減變動金額 
(減少以“-”號填列)

-18,326.35 -181.31 -10.63 660.16 -410.17 2,109.20 32,526.97 794.65 17,183.78 

(一)淨利潤 　 　 　 　 　 10,127.76 　 728.45 10,856.21 

(二)直接計入所有者權
　　益的利得和損失

　 2,363.30 　 　 89.80 　 -1,073.42 72.15 1,451.83 

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變動淨額

　 1,869.14 　 　 　 　 142.72 32.59 2,044.45 

2. 權益法下被投資單
位其他所有者權益
變動的影響

　 110.41 　 　 　 　 -53.76 11.42 68.07 

3. 與計入所有者權益
項目相關的所得稅
影響

　 -781.10 　 　 　 　 435.31 -3.10 -348.89 

4.其他 　 -827.47 　 　 89.80 　 339.59 31.24 -366.84 

上述(一)和(二)小計 　 2,363.30 　 　 89.80 10,127.76 -1,073.42 800.60 12,308.04 

(三)所有者投入和減　
　　少資本

1,662.06 12,238.14 -2.02 　 　 　 -6,492.22 417.90 7,827.90 

1.所有者投入資本 1,515.05 10,797.86 3.17 　 　 　 -5,538.05 365.03 7,136.72 

2. 股份支付計入所有
者權益的金額

　 14.51 　 　 　 　 -8.22 　 6.29 

3.其他 147.01 1,425.77 -5.19 　 　 　 -945.95 52.87 684.89 

(四)利潤分配 　 　 　 1,669.87 2,694.58 -6,643.66 -210.02 -291.51 -2,780.74 

1.提取盈餘公積 　 　 　 1,648.29 　 -1,648.29 -9.54 　 -9.54 

2.提取一般風險準備 　 　 　 　 2,725.36 -2,725.36 -32.17 　 -32.17 

3. 對所有者（或股東）
的分配

　 　 　 　 　 -1,930.22 -6.57 -164.31 -2,101.10 

4.其他 　 　 　 21.58 -30.78 -339.79 -161.74 -127.20 -637.93 

(五)所有者權益內部　
　　結轉

-19,988.41 -14,782.75 -8.61 -1,009.71 　 -1,374.90 32,129.62 -715.36 -5,732.90 

1. 資本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404.37 -404.37 　 　 　 　 　 　 　

2. 盈餘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6.10 　 　 -6.10 　 　 　 　 　

3.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12.59 　 12.59 　 　 　

4.其他 -20,398.88 -14,378.38 -8.61 -991.02 　 -1,387.49 32,129.62 -715.36 -5,732.90 

四、本年年末餘額 22,765.39 23,005.42 8.18 6,395.60 1,559.25 13,166.62 -639.91 5,270.14 71,514.33 

項目

上年金額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少數股東

權益
所有者權
益合計實收資本 

 （或股本）
資本公積 減： 

庫存股
盈餘公積 一般風險

準備
未分配
利潤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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