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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会计的发展，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阶段

划分予以回顾与总结。郭道扬（1996）根据我国会计改革的历
史进程，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仿效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会计模式，建立新中国基本会计制度阶段（1949 耀 1958年）、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转轨变型的

全面改革阶段（1978年至今）；余秉峰、高一斌（1999）以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认为我国会计经历了起步、计划经济会

计模式的确立与运行、中国会计发展道路的探索和文化大革

命的破坏、20世纪 80年代中国会计的改革与发展以及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会计管理模式逐步形成等五个阶段；王光远、吴

联生（1999）以我国五十年间经济制度与模式的变革为划分标
准，把我国会计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

式时期（1949 耀 1980年）、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转化时期（1980 耀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模式时期（1993至今）；许家林、朱廷辉等（2009）以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我国会计发展划分为两大

阶段，在两大阶段下再分为 1949 耀 1956年、1957 耀 1978年、
1979 耀 1991年、1992 耀2002年和 2003年至今五个小阶段。
本文拟以我国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演变为基础，将我

国会计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以前的会计制度单行阶
段、1992 耀 2005年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共存的并行阶段、2006
年至今以会计准则为主的阶段。通过对这三个阶段我国会计

制度与会计准则演进历程的梳理，以认识我国会计发展的历

史规律，从而有助于对我国会计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把握，

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的全面发展与创新。

一尧会计制度单行阶段院1949 耀 1991年
（一）1949 耀 1991年我国会计制度的演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 1992年我国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

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以及 13个行业会计制度和 10个行
业财务制度（即“两则”、“两制”），是我国会计制度单行阶段。

在此期间，我国会计制度演变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即 1949 耀
1957年统一会计制度建立时期、1958 耀 1977年会计制度停滞
与倒退时期及 1978 耀 1992年会计制度恢复、整顿时期。

1. 初步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并借鉴引进前苏联会计模
式：1949 耀 1957年。1949 耀 1957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
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是新中国会计模式的初步形成时

期。在此期间，我国学习前苏联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统一企

业会计制度体系。

（1）统一会计制度的初步建立：1949 耀 1952年。1949年 9
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在政务院下设财政部，12月财政部
设立会计制度处，随后又经政务院机构编制审查委员会核定

将会计制度处调升为会计制度司，具体管理全国的会计制度

建设工作。随后，重工业部颁布了统一会计科目，拟定了中央

重工业部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的统一会计制度。1950年 3月
9日，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草拟统一会计制度的训
令”，指出必须统一会计制度，并要求中央各企业主管部门分

别就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草拟各单位统一会计制度草案。从

1950年到 1951年上半年，经会计制度审议委员会审议，由中
财委审定发布实施的有 13个部门所属企业和经济机构的统
一会计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统一会计制度。

1951年上半年，财政经济委员会在财政部内设置的会计规章
审议委员会又先后制定了一些有关财务管理和会计处理的重

要文件。1951年 7月，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全国资产核资
委员会，先后颁布了《国营企业资产清理及估价暂行办法》、

《国营企业核定资金暂行办法》和《国营企业资产清理及估计

会计处理暂行办法》。1951年 11月，财政部召开了全国企业
财务管理及会计会议，讨论制定了《国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及

会计科目》、《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办法》和《国营企业提缴

折旧基金及利润的会计处理方法》。随后，各工业部局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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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企业的会计会议，讨论修订各行业的会计制度。经过

1951年的改革，财政部于 1952年正式颁发了《国营企业统一
会计科目》、《国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和《国营企业决算报告

编送暂行办法》。此外，还按工业、交通、铁路、邮电、贸易和农

林制定了六大行业的会计制度。1952年底至 1953年底近一
年时间内，先后发布了《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制会计

凭证办法》、《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核算规程》、《国营工业企

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供销机构统一会计

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等财务会计制度。由此，初步形成了我

国统一企业会计制度体系的框架，也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会计秩序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初步形成的统

一会计制度还保留着不少传统会计的痕迹，因此在统一会计

制度延续一年半后就根据前苏联会计模式进行了改造。

（2）引进前苏联会计模式：1953 耀 1957年。从 1953 年开
始，财政部决定借鉴前苏联的会计模式，开始考虑改变所有企

业都执行一套会计制度的做法，根据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和

经济业务繁简的不同，对所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在要求上适

当区别，于是以不同生产规模为标志的不同行业的会计制度

开始出台。财政部于 1954年 1月分别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
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工业企业统一简易会

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建筑包工企业统一简易会计

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同年，全国工商联合会拟定颁发《私营

企业会计制度》，使全国的私营企业会计有了逐步统一的规

范。1956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财政部
分别于 1956年和 1957年颁发了中央和地方公私合营企业会
计制度。由此形成了一套基本上能够根据经济建设状况，适应

当时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企业的会计基础工作

状况及适应当时国民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要求的企

业会计制度体系的初步框架。

2. 会计制度的停滞与瘫痪：1958 耀 1977年。1958 耀 1977
年，是我国“大跃进”、国民经济三年调整和“文化大革命”时

期。“大跃进”期间，在“左”倾错误思想和“简政”、“放权”思想

的指导下，对会计制度进行“大破大立”，随后的国民经济三年

调整时期对会计进行整顿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健全了

企业会计制度，但是紧随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造成

了我国整个企业会计制度体系的瘫痪。

（1）会计制度的简化与整顿：1958 耀 1965年。1958年我国
开始进入“大跃进”时期。“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

泛滥以及“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大炼钢铁”运动导致的一系列

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随着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经济理念开始冲击经济管理领域，以

及在提倡“下放管理权限”的要求下以调整中央与地方和国家

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对企业会

计制度进行“彻底放权、大力简化”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1958年 5月，财政部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要根据大权集
中、小权分散、简化通俗的会计制度改革原则大力改革。随后，

财政部发布了《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简易会计制度》和

《关于改进企业会计制度办法的通知》。同年 6月，财政部发出

《关于改革企业会计制度办法的通知》，明确了企业会计制度

改革的三条基本方针。由于财政部下放了权力，各级主管部门

也随之将财务会计制度制定的权力下放，这就使我国在“一

五”末期本来已经基本成形的企业会计制度被人为地瓦解，导

致大部分企业会计制度被废止、简化或者弃用，只有少数部门

规定了比较简单的企业会计核算基本原则、示范性会计科目、

会计核算形式和具体会计核算办法等。

1959 耀 1965年是我国会计制度整顿与改革的六年。1959
年 2月，财政部按照国务院的指示，针对当时因企业财务会计
制度受到冲击后所出现的企业随意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

设、乱挤乱摊生产成本、随意低估生产成本等问题，开始对企

业会计制度进行整顿。同年 8月 1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国
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若干规定》，为会计整顿提供了标准和

依据。同年 11月，财政部又发布《国营工业企业、供销企业、建
筑安装企业和建设单位示范会计报表和会计科目（草案）的通

知》。这些对改变当时十分混乱的会计工作秩序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放权”以后形成的格局。1961
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标志着“大跃

进”的终止，财政部随即着手企业会计制度的重新规范工作，

并于 1961年 10月与国家计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国营企
业成本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 11月，财政部颁发了《国
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草案）》，后又先后发布了《国营工

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使用说明》、《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报表格式

和编制说明》、《国营企业建设单位会计科目和使用说明》、《国

营企业会计凭证、账簿的格式和使用方法》等四个核心会计制

度，使会计制度体系有所恢复。至此，因“大跃进”而受到冲击

的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之上得到部分恢

复和重新规范。1965年 7月，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工作改
革纲要（试行草案）》，提出了 12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同年 11
月又印发了《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草案）》、《基

本建设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草案）》，随即又发布了《工

业企业简易会计制度（草案）》、《基本建设简易会计制度（草

案）》，从而又一次形成了分行业、分经营规模的企业会计制度

体系基本框架。

（2）会计制度的倒退与瘫痪：1966 耀 1977年。1966 耀 1977
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会计制度受到严重冲击，阶级斗

争几乎取代了会计工作。财政部的会计制度管理机构被撤销，

各级主管部门的财务会计管理机构也被撤销，大多数企业的

财会工作失去管理与控制，整个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处于瘫痪

状态。1969年 11月，财政部开始重新整合已陷于瘫痪状态的
财务会计制度，从 1970年 10月开始，财政部先后发布了《基
本建设会计制度》、《地质勘探会计制度》等。这虽然使企业会

计制度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修复，但仍需要不断地完善。1973
年财政部接着重振会计制度，颁发了《国营企业会计工作规则

（试行草案）》、《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国营工业企业会计

报表》、《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等制度。经过此次重新

整合，企业会计制度体系虽进一步得到修补，但整个体系并没

有达到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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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计制度恢复、整顿与改革：1978 耀 1991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

要求，国务院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而停止运用的会计

制度体系进行了必要的恢复与修订。1978年 9月，国务院修
订了《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1979年 1月财政部恢复了会
计制度司的职能，1979年开始修订并颁发“文化大革命”后的
第一套会计制度。1980年 9月，财政部首先对涉及范围比较
广、影响面比较大、会计业务相对复杂且具有普遍性的国营工

业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恢复和修订。随后，财政部于

1981 年 1 月至 10 月制定发布了《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
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

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

会计报表》。在财政部修订恢复有关会计制度的推动和示范

下，一些具有行业特点的企业主管部门如商业部、铁道部、交

通部、中国人民银行、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外经济贸

易部、农业部、林业部和水利部等，分别以与财政部联合制定

后颁发和经财政部同意后颁发的方式相继修订恢复了有关行

业的会计制度，对各有关行业的企业单位提出了具体会计核

算要求。这些措施的实施，既有力地促进了不同行业会计核算

制度的重新构建，也将全面恢复企业会计制度体系的工作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另外，为了满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贯彻

中央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需要，财政部于 1985年 3月
正式发布了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它是我国

会计核算制度从计划经济模式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过渡

的重要探索。同时，财政部还分别于 1985 年、1989 年两次对
《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进行了

修订。

（二）我国会计制度单行时期的运行状况剖析

1992年以前，我国会计制度从统一会计制度的建立到分
行业、分所有制、分经营规模的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的形成，

总体上来看是符合我国当时特定国情的。

1. 统一会计制度的建立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统一国家财
经的需要。统一会计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时

期，在当时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和极其混乱的社会经济

秩序，以及十分混乱、分散和落后的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目的在于统一国家财经、恢复社会经济正常

运行秩序。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的统一会计制度构成

了一个适合当时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会计核算体系，不仅可

以得到同类企业经济活动的综合指标，而且还可以获得国民

经济不同部门的综合指标，便于形成统一的核算指标体系，以

监督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有利于加强计划管理，实行

经济核算制，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党的各项财经方针

政策，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从而扭转新中国成立之初

会计核算的混乱局面，对于大规模、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经

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2. 分行业、分所有制的统一会计制度的建立是适应当时
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会计核算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工业基础十分薄

弱。“一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

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

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

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因此，生

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

渡，是当时的重要经济工作。随后，国家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的改造，形成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

农民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

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因此，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形成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收入结构，加

强国营企业的会计工作，建立以国营工业企业、建筑企业、建

设单位和国营农场等国营企业为主体的一套完整的统一财务

会计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为我国计划

经济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尧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并存阶段院1992 耀 2005年
（一）1992 耀 2005年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并存演进
1992 耀 2005年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并行阶段，亦是会

计制度向会计准则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可分为两个时期：

1. 会计准则体系逐渐形成，分行业、分所有制的会计制
度趋于统一：1992 耀 2000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转换，从 1992年起，我国会计发展便开
始沿着“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轨道前进。

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 7个专题研究组，其中之一便
是“会计原则及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后改为“会计基本理论

和会计准则研究组”）。1988年 10月 31日，财政部会计司（当
时为会计事务管理司）成立会计准则课题组，召开了准则组的

第一次会议。1992年 11月 30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以部
长 5号令的形式签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会计准则》，这

标志着我国会计规范从延续了 40多年的统一会计制度转向
会计准则，从而形成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并存的阶段。在制定

与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的同时，还制定发布了《企业财务通则》

及 13个行业的会计制度和 10个行业的财务制度，即“两则、
两制”。

“两则”、“两制”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理论步入了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轨道，它取代了过去分部门、分

行业、分所有制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基本上结束了我国长达

40多年的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尽管这些制度都一再宣称是以
企业会计准则为依据，但在思路和要求上与原先的统一会计

制度并无二致，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的会计处理上有所变化。随

着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加快了制定具体会计准则的步伐，并

配套修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会计法规和企业会计制度。

1997年 5月，第一个具体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又陆续发布
了 16项具体会计准则，我国会计规范趋向国际会计惯例，逐
渐满足我国参与国际经贸和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等的需

要。2000年 12月 29日，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制度》，打破
了原有分行业会计制度的局面。至此，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以会

计准则为核心、以会计制度为补充的会计规范体系，进一步向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36窑 援 下旬

国际会计惯例靠拢，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会计准则体系国际趋同，企业会计制度向非普通企业
转移：2001 耀 2005年。进入 21世纪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市场迅猛发展，形成了更

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财政部以入世为契机，积极参

与国际会计事务并争取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中占据一席

之地，与此同时，在总结过去会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于 2005
年初开始启动了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2005年 11月，
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签订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趋同的联合声明。2005年底，我国与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实质趋同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框架基本确立。此前，

财政部于 2001年 7月制定颁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4
年 5月制定颁布了《小企业会计制度》、2004年 8月制定颁布
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2004年 12月制定颁布了《村
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形成了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核算规范体系。

（二）点评该阶段我国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难以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

境变化的要求，因此建立与国际会计接轨和协调的会计准则

体系，并与企业会计制度共同指导企业会计核算，是当时我国

会计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

1. 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并存是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客观需要。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的内容一

般是与所处的环境直接联系的。会计制度作为我国对企业进行

统一管理而产生的一种会计核算形式，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

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但是，在外部经济全球化和内部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

体制并与世界接轨的经济环境之下，仅仅依靠会计制度体系

难以满足我国会计发展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要求，需要

建立与国际会计接轨与协调的会计准则体系。然而，在我国会

计发展的过程中经过长期建设而形成的会计制度体系，是体

现具有中国特色会计规范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与

我国当时特定的国情相适应的，要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用会计准则一下全部替代会计制

度是不现实的，因此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在较长时期内并存是

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客观需要。

2. 会计准则取代会计制度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客观要
求。国际资本市场、跨国并购和战略联盟的发展，促使了资本、

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加便捷地自由流通，我国开

始逐步由资本输入型向资本输出型转型，有效利用国际与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自 1992年开始
陆续颁布和实施的会计准则体系虽然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

准则形式上的趋同，但并没有得到主要国际经济体和资本市

场实质上的认同，还不能满足国际化企业与投资者的要求，不

能按照国际惯例提供最具有可比性的会计信息。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逐渐提高和国

际社会影响力的逐渐增大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构

建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的会计准则体系，淡化甚至取消

企业会计制度在规范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会计核算中的地

位，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三尧会计准则为主阶段院2006年至今
2006年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以会计准则为主、企业会计

制度逐渐淡出的局面，而且会计准则体系的国际化推动了我

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

（一）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一

统企业会计核算

2006年 2月 15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
系，自 2007年 1月 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从 2008年
1月 1日起，企业会计准则扩大了实施范围，包括中央国有企
业、城市商业银行等非上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非上市保险公

司，以及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等。2009 耀 2010年，进一步扩大了
会计准则实施范围，预计 3 耀 5年时间，企业会计准则将在我
国大中型企业全面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有利

于规范会计工作秩序和会计行为，提高了我国会计信息质量，

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推进我国企业改革、促进

资本市场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完

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企业实施“请进来走出去”战略的

重要举措，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认可，实

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趋同。为响应二十国集团

（G20）关于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倡议，推进中
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全面趋同，2009
年 9月，财政部印发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持续全面趋同路线图（征求意见稿）》，路线图的发布是在总

结我国多年会计改革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形

势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推动我国企业会计准

则建设及其持续国际趋同而做出的重要规划和部署。

（二）企业会计制度逐渐淡出，转而加强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的建设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事业发展，

以及满足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的部门预算、

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财政绩效评价、政府收支分类等财

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体系进行改革

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6 年财政部颁布了自 2007年 1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后，相应地对《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做了一定的修改与调整。

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体系方面，2003年财政部提出了要推进
政府会计改革，后于 2007年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目标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建立规范、统一的政府会计准则体

系、制度体系和政府综合年度财务报告制度。在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体系方面，为了规范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财政部在

2004年制定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基础上，于 2008
年 2月颁发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会计制度》，2009年 8
月颁发了《医院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和《高等学校会计制

度》（征求意见稿），对 1998年开始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医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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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进行了全面修订。2009
年 5月，财政部对中华全国总工会 1998年颁布的《工会会计
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制定了新版《工会会计制度》，并自

2010年 1月1日起执行。这些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规范开
始引入会计准则的理念、原则和方法，使其在得到完善的同时

提高了透明度，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规范体系逐渐

趋于完善。

四尧启示与展望
1. 企业会计制度向会计准则过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

历了从计划经济到计划商品经济至市场经济，从对外开放到

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进而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的改革
与发展之路。在这个进程中，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建设也经

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初步形成了我国统一企业会计制度体系的雏形，在“大跃进”

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以至瘫痪，其后的国民经济“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期间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得到全面恢复并

形成了分行业、分所有制、分经营规模的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

体系，再到伴随与国际会计接轨和协调的会计准则体系的新

的分行业会计制度体系形成，最后是充分吸收了具体会计准

则实质内涵的企业统一会计制度，而随着我国比较成熟且与

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的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形成，企业会计

制度体系将渐渐弱化进而淡出企业会计核算。可以看出，在我

国会计准则体系没有形成之前，企业会计核算主要是依赖于

会计制度体系，而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没有成熟时，企业会计

制度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补充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过

去几十年的会计发展史，既是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史，也是我

国会计制度向会计准则的过渡史。

2. 企业会计制度向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发展是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结果。综观我国会计制度发展史，

企业会计制度的发展是主线和重点，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总是滞后于企业会计制度的发展，这是和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计划

经济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乃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过渡的转变，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

作用，而企业则是市场的主体与细胞。因此，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中的重要领域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其从完全没有自主

权转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

者这一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再到转换经营机制建立起适应

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

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我国企业改革的重要思路。在这一进程

中，企业会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是其重要的配套改革与措施，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计划管理体制、

流通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等改革是同等重要

的。在中国会计学会七届理事会不同时期推出的七个会计科

研（工作）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我国会计理论与发展目标，无

论是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研究与发展目标，还是逐

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

系的目标，以及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成为科研规划的目标，也都是以企业会计为主体的。随着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相适应并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

我国会计制度建设的重心从企业转向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再

加上近十年来我国实行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公共

财政体制为目标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财政

绩效评价、政府收支分类等财政体制改革，对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体系改革所提出的要求，需要加强我国政府与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建设。因此，企业会计制度向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发展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结果，也是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与建设

的方向。

3.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趋于统一并向会计准则
过渡是其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规范比较分散，散见于先后颁发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基金会计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高等学校

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工会会计制度》等制度规章中，这

些制度规章缺乏统一与规范，甚至有些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

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还没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相应

会计标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参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

会计核算，有的参照《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缺乏统一

的尺度。同时，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非营利组织

管理运作中正在大量借鉴国外经验，与国际非营利组织的交

流与合作也日益增强，许多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科研机

关、宗教组织、民间团体等）承办了一些接受外资支持、援助、

接受国外某些组织或机构监督的项目。因此，根据我国企业会

计制度从统一到分散再到统一并最终过渡至企业会计准则的

发展逻辑启示，以及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及其会计制度发

展现状与趋势，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趋于统一并

向会计准则过渡是其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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