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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中收入与利得、

费用与损失概念的混用及改进建议

胡黎雪

渊军事经济学院 武汉 430035冤

【摘要】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明确提出了利得和损失两个新概念。本文以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为依据，通过分析收入与利

得、费用与损失的区别及其判断标准，发现准则中对四者的运用并没有进行明晰的说明，本文对此提出了若干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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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引入利得与损失的概念是为了弥补收

入与费用无法全面反映企业收益的不足，从而为会计信息使

用者作出正确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如果不能正确地区分收

入与利得、费用与损失，公司的业绩水平将无法得到合理反

映，投资者对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判断就会受

到影响，这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引入利得与损失的概念的初

衷是相背离的。因此，针对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对收入与利

得、费用与损失的运用存在混淆的地方，应尽快加以改进。

一、区分收入与利得、费用与损失的标准

利得与损失是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引入的两个非常重要的

概念，《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简称“基本准则”）和《企

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6》（简称“准则讲解”）对收入与利得、费

用与损失给出了如下定义和相关解释：收入是企业在日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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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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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的流入，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直接计入当期

利润的利得。费用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

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

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包括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的损失和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损失。直接计

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是指不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会导

致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

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

损失，是指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

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

者损失。

不难看出，基本准则中定义的收入和费用是狭义的，都是

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或发生的，不包括企业在非日常活动

中形成或发生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基本准则

中定义的利得和损失也是狭义的，都是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

形成或发生的，不包括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或发生的，即人

们通常所说的利得或损失。

将收入与利得、费用与损失的定义进行简单的对比可以

看出，收入与利得、费用与损失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日常活动

中形成或发生”和“非日常活动中形成或发生”上。因此，判断

企业的经济业务活动是日常活动还是非日常活动就成为区分

收入与利得、费用与损失的主要标准。

二、区分企业日常活动与非日常活动的标准

基本准则对企业日常活动的定义是：企业为完成其经营

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据此可理解

为：淤该活动的发生应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一致；于该活动应

为企业经常的、主要的或与之相关的活动；盂该活动过程是企

业正常的经营过程；榆该活动应具有持续性、可控性或可预见

性。不言而喻，非日常活动是指除日常活动以外的活动，即在

非正常的、偶发的事件中产生，是人们意料之外的，而且常常

是不可预见的。

由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遵循原则性导向，因此基本准则

只给出“日常活动”的一个总括概念，没有指明包括哪些具体

内容。准则讲解也只是举例说明：工业企业制造并销售产品、

商业企业销售商品、保险公司签发保单、咨询公司提供咨询服

务、软件企业为客户开发软件、安装公司提供安装服务、商业

银行对外贷款、租赁公司出租资产等，均属于企业的日常活

动。可见，判断哪些具体活动属于某类企业的日常活动，必须

结合该类企业的经营性质来确定。

三、收入与利得、费用与损失的混淆

1. 利得与损失的性质归属不明。现行基本准则第五章

“所有者权益”部分明确界定了利得与损失的涵义，弥补了原

有基本准则中收入与费用只明确侧重界定企业日常活动所形

成的经济利益总流入与总流出的不足，使利得与损失具有和

收入与费用同等重要的地位。但现行基本准则中又将利得与

损失归于所有者权益类，这既不利于摆正利得与损失的位置，

也不利于在财务报告中进行充分列报与披露，从而带来其具

体运用方面的混淆。

2. 利得、损失与收入、费用的核算混在一起。为了核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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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损失，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设置了与之相对应的会计科目，

对收入与费用、利得与损失核算的内容进行了科学的分类，以

便提供全面系统的有关收益方面的信息。但是在具体运用中，

有些业务在处理中仍旧将四者混淆在一起。

例如，企业承担的诉讼费按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

计入管理费用。但是，诉讼并非企业的经常性活动，而且所支

付的诉讼费也是一次性的，因此从性质上看，诉讼费应该是一

种损失而非费用。又如，按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处置非流

动资产的净损益应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或“营业外支出”科

目，但企业处置用于出租的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也属

于非流动资产）时，可按其实际收到的金额记入“其他业务收

入”科目，按其账面价值转入“其他业务成本”科目，这也混淆

了利得、损失和收入、费用类科目的核算内容。

3. 营业利润的构成不明晰。营业利润应该由日常活动的

收入与费用构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

列报》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一般企业利润表中所列示的营业

利润的构成为：营业利润=营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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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损失）+投资收益（-损失）。公式中的这些项

目反映的是一般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营成果。分析

公式中的这些项目，“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

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项目反映的是一般

企业在日常活动中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其构成营业利润

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

“投资收益”项目是否反映了一般企业在日常活动中经济利益

的流入和流出，从而可以构成企业的营业利润呢？

《关于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一文指

出：“收入或费用突出日常活动，只有企业日常活动形成的经

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才构成营业收入或成本，非日常活动形

成的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属于利得或损失，计入营业外收入

或支出。”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认为确认日常活动和非日常

活动的标准是：若一项经济利益的流入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

加，且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者直接

计入资本公积，那么这项经济利益的流入就是非日常活动形

成的;如果计入营业外收入以外的当期损益，那么这项经济利

益的流入就是日常活动形成的。由此可判断，“资产减值损

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项目反映了企业日常

活动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应该构成企业的营业利润。但进

一步分析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分析“投资收益”项目。该项目核算企业进行债权投

资取得的利息、进行股权投资取得的收益，构成让渡资产使用

权收入，属于一般企业的日常活动，因而应该构成企业的营业

利润。

然后分析“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 2006》（简称“准则应用指南”）所附的《会计科目和

主要业务处理》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界定为“本科目核

算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

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等公允价

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

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也在本科目

核算。”据此可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核算的是企业由

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与损失，是企

业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因而不能构成企业的营业利润。

最后分析“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准则应用指南所附的《会

计科目和主要业务处理》中将“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界定为“本

科目核算企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所形成的损失”。据此可

知，资产减值损失常常是不可预见的，是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

形成的，因而也不能构成企业的营业利润。

四、改进建议

1. 增加利得与损失两个会计要素，建立完整的会计要素

框架体系。既然收入与费用侧重于反映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

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和总流出，利得与损失侧重于反映

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为了充

分体现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所遵循的全面收益理念，那么就

应该将利得与损失提高到和收入与费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

既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也可建立起完整的会计要素框架体

系，将“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利润”作为反映基本会计要

素动态关系的会计等式，给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利润表的编

制提供更为合理的理论基础。

2.进一步明确利得、损失与收入、费用科目的核算内容。

将应属于利得或损失核算的内容重新回归利得或损失科目，

如将诉讼费记入“营业外支出”科目，将投资性房地产处置取

得的净损益记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科目等。

3. 改进利润表项目的列报。由于营业利润反映的是企业

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营成果，应该主要由收入与费用类

项目构成，这样可以还原营业利润的本来面目，提供正确的日

常经营活动收益信息及反映其对当期损益的影响。而公允价

值损益和资产减值损失本应该归属于利得与损失类项目，因

而应从营业利润构成中剔除出来，其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

支出并列构成利得与损失，从而提供正确的非日常经营活动

收益信息及反映其对当期损益的影响。然后据此计算出利润

总额，最后计算出企业的净利润。据此编制的利润表才能有利

于信息使用者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其可持续发

展能力，为其进行相关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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