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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全球审计及监管的目的，以及为了更好地方便投资者

进行投资选择，会计规范国际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这个过程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之处，我国结合当下

国内经济环境和企业具体情况，采取了会计国际趋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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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
formation and the purpose of global audit and supervision, as well as to better facilitate investors 
to choose investment, the need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urgent. But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during this process. Combining the current domestic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we adopt the goal of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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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正在迅猛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适应这

一潮流，开始加入国际准则趋同的队伍中。为了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国理应参与到会计准则

国际趋同的工作中去 [1]。 

2. 会计规范化及会计国际趋同的动因 

2.1. 会计规范化的动因 

首先，由于会计规范化在成本控制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而经营者对低成本有着本能的需求，所以

企业的经营者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需要，将会计进行规范化处理。比如当一些先进的会计技术方法问世

后，会计规范经营者可能自愿采用这些方法以降低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特定会计技术方法的

普遍应用。因此，会计规范也是资金所有人或经营者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 
其次，会计规范化另一动因来自经济活动的社会化所带来的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交汇和碰撞。由于

会计方法有较大的主观性、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因此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了困难。比如，在未进行会

计规范化的情况下，每个行业甚至每个企业的会计政策均有差异，当投资者需要进行投资选择，很难统一评

判各自的价值潜力；相反，当会计规范化后，所有企业统一其会计方法，保证不同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之间

存在一致性和可比性，方便投资者等会计信息使用者使用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有利于经济市场活跃度的提高。 

2.2. 会计国际趋同的动因 

会计的规范化是给各企业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使会计核算工作有组织、有系统、有秩序、有效率

地进行；会计国际趋同是使各国间有相对统一的会计核算政策，进而保证全球范围内会计工作的稳步进

行，会计国际趋同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动因 [2]： 
1) 资本国际流动的需要。进入 20 世纪以来，全球经济迅速发展，国际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如果各

个国家的会计政策均有较大差异，国际间资本的统一核算将存在较大难度，那么就会对跨境资本流动造

成一定影响，这也将不利于全球经济的高效进步。 
2) 跨国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随着国民收入的日益增长，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所以国际间合作

变成了资源整合、弥补需求的重要方式；加上经济的飞速进步，很多为了实现更高利益的跨国公司应运

而生，而于跨国公司而言，也需要一套较为一致的会计规则来统一进行交涉。 
3) 审计国际化的需求。比如 1993 年奔驰原本打算在美国上市，却由于德国与美国的会计准则相差

较大而转道去欧洲其他资本市场上市，所以在不同的会计政策下很难对一家企业进行客观评价或审计。 
4) 国际经济组织的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投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成立也为会计国

际化提供了推动和支持力量。 

3. 会计国际趋同的益处与困难 

3.1. 会计国际趋同的益处 

1) 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相关性和可靠性，降低信息处理成本。如果各国采用的会计准则不同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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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较大，即各国的企业对于经济业务所采取的会计处理方式不同，这将损害会计信息的跨国可比性 [3]。
随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范围的普遍采用，各国也根据其经济环境的不同及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国际

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使其会计政策与国际趋同，

这意味着各国对于相同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基本相似，对于不同性质的经济业务则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

这也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和相关性得以提高。另外，相似的处理使得更多的信息使用者

能够理解其会计内容，换句话说会使得会计处理政策处于更多方的监管之下，这也会反过来倒逼所披露

的财务信息更为可靠。而会计信息可比性、相关性和可靠性越高，就能更多地减少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

息的处理，即信息处理成本就越低。 
2) 促进提升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与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相比，国际会计准则往往要求披露更

多的信息 [4]，如关联方交易、持续经营情况、分部财务报告和现金流量表等，这样一来，若采用与国际

会计准则趋同的披露方式就会促进提升企业的透明度；而这些额外的信息也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更多与

决策相关的内容，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3) 小国更受益。如果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小，那么与 IFRS 趋同更能使其收益 [3]。原因如下：首先，

对于一个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而言，该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本流入，而与 IFRS 趋同带来的

会计信息可比性增强会使得更多国外资本流入，这将有利于其经济的发展；其次，若一个国家的经济规

模较小，则往往意味着该国内部企业相对较为同质化，那么在其 IFRS 采纳或趋同时可以去除相当一部分

不适用于该国的会计处理选项，从而压缩管理层自由裁量权，制约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最后，制定高质

量的会计准则往往需要投入不小的成本，且小国未必具备相应的高质量人才，所以 IFRS 趋同可以节约其

准则制定成本。 

3.2. 会计国际趋同的困难 

1) 不同国家其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国际会计准则是由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发达国

家参与制定的，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比较成熟，而一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较短，比如我国只有短

短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还不够成熟，这就导致国际会计准则上的一些会计准则在我国不太适用。

例如，投资性房地产在我国可以采用成本计量或是公允价值计量这两种方法，但大部分企业还是会采用

成本计量，因为公允价值需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才可以被合理地反应出来。再一个，我国等很多

国家投资者还是以散户为主，相对而言成熟度较低，难以对过于复杂的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 
2) 会计人员不够专业。很多国家虽然有一部分会计人员有入门证书，但比例相对较少，而拥有高级

会计证书和注册会计师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很难全面掌握并跟得上国际会计准则的变化 [4]。 
3)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国际会计准则是由与我们国家法律法规有很大差异的其他国家建立的，而

法律法规对会计准则的实行有很大支持和保障作用与监督作用，所以需要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来

保证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的实施，如果相关的会计法规不完备就会对会计准则的实施造成困难。 
4) 管理层自利考量。不排除有少数国家出于其管理层的考量，不愿将其会计制度与国际趋同化、透

明化，以此满足其控制会计信息、谋求私利或进行调控的目标。 
总之，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各异，很难使之都做到会计国际趋同。 

4.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的进展及路线设想 

4.1.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的进展 

目前已取得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项 [5]： 
欧盟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之一，2012 年我国实现了与欧盟会计准则的等效，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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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上市，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将得到认可。另外我国还与欧盟委员会、欧洲财务报告咨

询组及欧盟内部市场与服务总局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 
中美双方在会计合作备忘录上达成了三点共识：一是两国会计准则指定机构要加强交流，增进了解，

在会计技术层面形成更多的共识，为两国经济交往提供便利；二是双方同意采用多种形式，交流两国会计

准则建设、实施及其国际趋同的经验，并加强相互访问；三是同意建立双方交流信息和观点的工作机制。 
从 2002 年开始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会计领域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每年召开一次三国会计准则会议，

沟通三国会计准则的进展并就会计国际趋同问题进行磋商，为与日本、韩国会计准则实现等效创造了条件。 
2005 年开始澳大利亚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澳在会计准则方面已经建立了联系与沟通，我

国将进一步加大与澳方会计合作力度。 
2005 年开始香港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07 年中国与香港实现会计等效。之后双方也将在多

方面合力，以求促进两地企业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强中国的话语权 [5]。 
2009 我国加入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织(AOSSG)，进一步为会计国际趋同作出贡献。 
2010 年 4 月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为国际趋同作出了

表率和引领作用。 
总之，我国与多个国家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也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会计等效，这将有利于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的进展，促进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 

4.2.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的路线设想 

我国对于国际会计准则采取“实质性趋同”的目标 [5]。第一，旨在使国内与国际会计准则下编制的

财务报表相同或尽量趋同，但趋同方式由中国确定；第二，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对公允价值的计量、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关联方的关系及关联交易、设定受益计划、恶性通货膨胀会计等方面，出于中

国经济市场及实际情况考虑，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存在一定差异；第三，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允许上述

问题国内与国际处理存在差异，并且我国对于这些问题的会计处理也为其他国家及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的

制定提供了新思路。总的来说，一方面，要消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原则上的所有

差异；另一方面，要符合我国经济环境和企业的实际情况 [6]。 

5. 结语 

总而言之，由于对低成本的追求及经济活动带来的不同主体间交汇与碰撞，会计逐渐需要规范化，

而出于资本的国际流动、跨国公司发展、审计国际化的需求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的推动，会计国际趋同成

为多个国家采取的会计准则。但其发展过程有一定的好处及困难，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实

质性趋同”的路线目标，以望更好地适应我国市场的基本情况，更高效地服务于会计工作。 

参考文献 
[1] 杨宇芹. 国际会计趋同研究——基于当期国际环境[J]. 环渤海经济瞭望, 2020(4): 26. 

[2] 黄燕飞. 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3] 叶康涛, 臧文佼.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后果: 一个分析框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8(1): 3-12. 

[4] 宋淇瑜.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背景下的中国思考[J]. 大众标准化, 2021(14): 258-260. 

[5] 刘玉廷.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架构、趋同与等效[J]. 会计研究, 2007(10): 6-10. 

[6] 刘玉廷. 金融危机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重大修改及对我国的影响[J]. 会计之友, 2011(31): 4-11.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3.122030

	会计国际趋同的研究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Accounti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会计规范化及会计国际趋同的动因
	2.1. 会计规范化的动因
	2.2. 会计国际趋同的动因

	3. 会计国际趋同的益处与困难
	3.1. 会计国际趋同的益处
	3.2. 会计国际趋同的困难

	4.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的进展及路线设想
	4.1.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的进展
	4.2.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的路线设想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