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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要求在我国企业财务报表中
增加与综合收益（即全面收益）有关的项目。国际会计准则委

员会一直提倡并鼓励各国的财务报告、报表由披露当期收益

向披露综合收益转变。

财务会计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企业过去的会计信

息和未来的会计预测进行调整，使其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现

实情况，从而实现其对决策有用这一目标。传统的利润表只是

反映了企业的经营收益，不能反映资产收益，而全面收益既反

映已实现收益，又反映有可能实现收益，更加符合决策有用

观、损益满计观、资产负债观和会计国际化的要求，更接近经

济学上的经济收益。从西方发达国家对财务业绩报告的发展

趋势看，全面收益将成为反映企业业绩的必然选择。

根据系统论观点，一个系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而形式影

响其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全面收益采用何种方式呈报，将影响

其功能的发挥。本文拟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对比各种呈报方式

的优缺点，从中得出我国报告全面收益的启示。

一、全面收益呈报方式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通常使用的全面收益呈报方式有三种：一是

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二是在传统收益表之外另设一

张新的全面收益表列示；三是在传统收益表的净收益下面采

取扩展的全面收益表方式列示。

1援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早在 1980年就提出全面收益这一概念。根据 FASB1997年发
布的 SFAS No.130规定，企业列示其他全面收益和全面收益
总额的格式可以选择上述任何一种，FASB 同时鼓励报告主
体用后两种格式列示。而根据 Campbell 等（1999）早期采用
SFAS No. 130 的 73 家样本公司进行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公
司选择在股东权益表报告全面收益。而选择股东权益表格式

的公司列报的项目有大量负的其他全面收益。Bhamornsiri和
Wiggins（2001）发现，标准普尔 100 中的许多公司，其他全面
收益不管是正数还是负数，都用股东权益变动表报告全面收

益。为什么大多数公司都选择在股东权益变动表中列示全面

收益呢？Hirst和 Hopkins（1998）的实证研究表明，只要将未实

现利得和损失在全面收益表中列示，财务分析师就很可能会

发现公司对某些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而在股东权益表

中列示时，财务分析师就不容易发现这些证据。由此可见，多

数公司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会计准则中的薄弱环节，以便掩

盖一些影响财务报表的负面信息，实现盈余管理。

2援 传统收益表加一张新的全面收益表。英国是采用这种
方式呈报全面收益的一个典型。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
1992年发布的 FRS3中引进了一张全新的业绩报表“全部已
确认的利得和损失表”，又称第二业绩表，作为对第一业绩

表———损益表的重要补充。事实上第二业绩表是以第一业绩

表中的传统净收益为基准，再加上（或减去）其他全面收益各

项目的利得（或损失），然后对以前年度相关项目进行适当调

整。可以说，这张表是传统收益表的延续，如果我们把两张表

单纯地粘贴在一起，直观上可以发现就像一张扩展的全面收

益表。信息使用者看这两张表和看这两张组合在一起的一张

表所得到的信息是相同的，所以没有必要分成两张表来报告

企业的业绩。因为在两张业绩表中报告可能导致使用者不合

适地过分关注两张表之间的差异，误认为一张报表重要，而另

一张报表不重要。这并不是会计准则制定者所希望出现的结

果。此外，两张表列示会使信息使用者认知的成本加大，而单

一业绩报告可以使他们容易发现企业管理者盈余管理的行

为，更好地利用全面收益信息评估企业的业绩。

3援 扩展的全面收益表。扩展的全面收益表其实是在原有
损益表的净收益项目下加上其他已确认未实现不能计入净收

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增加了业绩表的相关性，兼顾了两张业绩

表的优点，从而报告企业所有业绩信息。Mines 和 McDaniel
（2000）根据 FASB 第 115 号准则及第 130 号准则关于全面收
益报告方式的规定，结合不同类型投资者对企业全面收益报

告的不同报告方式的反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将

业绩信息在单独的全面收益表中列示，非职业投资者在评价

经营者业绩时才会对未实现利得和损失项目给予更大的关

注。国内也有学者建议采用扩展的全面收益表，如王小军等

（2004）提出的扩展利润表，即原利润表项目都不变，仅在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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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项目下增加全面收益和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其他全面收益

项目下分为已确认实现和已确认未实现收益，具体包括外币

折算调整、股权投资差额、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收益、债务重组

收益、关联方交易收益以及其他。虽然这张扩展收益表的具体

格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思

路。正如王辉（2003）所说，长期的理想目标是采用一张财务业
绩表（如扩展收益表），而不是采用两张业绩表或损益表加权

益变动表。只有这样，才能使信息使用者一视同仁注重全部收

益信息，并由此注重分析全面收益中的各类收益。

二、我国全面收益列报存在的不足

1援 全面收益的概念。在我国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中，虽然增加了利得和损失的概念，但并未

提及全面收益。我国的基本准则类似于其他各国的概念框架，

对具体准则的制定起着统领作用。但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在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未明确提出“全面收益”这一概念，只给出

了第三项（即第一项“净利润”与第二项“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其总额”这两项之和），也没有提出设立

“全面收益总计”项目，不利于全面收益会计的推广。

2援 全面收益的内容。我国会计准则未明确其他全面收益
的内容，而将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差额全

部记入“资本公积”科目。那么，这些项目到底是利得或损失还

是其他全面收益？现行会计准则对此并未予以明确。

3援 全面收益的列报。我国目前全面收益信息在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中披露。汤小娟和王蕾（2009）以我国沪市 A股市场
2007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所有者权益表所披露的全面收
益与传统的净收益带来的信息含量的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相比全面收益而言，投资者更为关注传统的净收益

信息，这说明目前我国会计准则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并没有

很好地发挥披露全面收益信息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一

种更加合理、有效地列报全面收益的模式。

三、启示

首先，要在基本准则中引入全面收益概念，规范全面收益

的内容，以便公众树立全面收益观，理解全面收益表。其次，会

计准则规定的呈报方式要具有唯一性。从世界各国会计准则

的制定和修订历程可以看出，会计准则是各利益相关者博弈

的产物，财政部作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需要权衡

各方利益、听取各方意见，吸取他国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

辙。最后，建议采用扩展的全面收益表。目前，我国全面收益观

念还没有完全树立，反映全面收益的基础还不牢固，如公允价

值计量应用还不广泛，其他全面收益项目还比较少等，在这种

情况下，采用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方式已经暴露出不足。

从长远来看，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我

们可以直接采用扩展的全面收益表。当然，具体的扩展收益表

格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在王小军等人的扩展

利润表的基础上作些改进，构建起一张扩展的全面收益表（见

右表）。任何一次理论的创新都会对会计实务产生巨大的冲

击，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保持稳定就墨守成规，会计理论的发展

本应该先于会计工作，这样才能指导会计工作。随着会计准则

的逐步完善，相信全面收益表将在我国会计体系和证券市场

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 No.6院
Elemen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Stamford.CT院FASB袁1985曰12

2.周萍.FASB和 IASB财务业绩报告项目研究回顾与评
价.会计研究袁2007曰9

3.王辉.综合收益报告的国际比较.当代财经袁2003曰12
4.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6
5.高旸.两种收益确认模式及其理论基础.财会月刊渊综

合冤袁2007曰9

扩展的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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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院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院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渊损失以野-冶号填列冤
投资收益渊损失以野-冶号填列冤
其中院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尧营业利润渊亏损以野-冶号填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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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转化差额

其他

渊二冤已确认已实现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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