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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些教材把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划分

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以会计确认是否发生变更为判断基

础，一般对会计确认的指定或选择是会计政策，其相应的变更

就是会计政策变更；第二，以计量基础是否发生变更为判断基

础，一般对计量基础的指定或选择是会计政策，其相应的变更

就是会计政策变更；第三，以列报项目是否变更为判断基础，

一般对列报项目的指定或选择是会计政策，其相应的变更就

是会计政策变更；第四，根据会计确认、计量基础和列报项目

的选择、为取得与资产负债表项目有关的金额或数值所采用

的处理方法，不是会计政策而是会计估计，其相应的变更就是

会计估计变更。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划分过于宏观，作为一个普通的会计人

员不好把握。所以，判断是会计政策变更还是会计估计变更最

重要的依据是交易或者事项的实质。以下用三个例子来说明。

一、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改变

对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改变，在新旧会计准则中作出

的判定存在一些差异。旧会计准则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变

更判定为会计政策变更，而新会计准则却把固定资产折旧方

法的变更判定为会计估计变更。笔者比较赞同新会计准则的

判定，因为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实质来看，它是企业根据固

定资产未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方式来确定的，根据未来固定资

产使用情况的变化，固定资产实现经济利益的方式也必然会

发生变化，而根据这种变化采取新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当然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并且，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改变是对未来

期间固定资产实现经济利益方式的估计作出变更，所以属于

会计估计变更。由此可见，在对交易和事项的估计进行变更的

情形下，采取新的方法就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二、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改变

确认坏账的方法有备抵法和直接转销法，在这两种方法

之间的变更属于会计政策变更。而在国家规定采用的备抵法

下确定坏账准备金额的方法有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和账龄

分析法，在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变更又属于会计估计变更。同样

是“方法”的变更，为何前者为会计政策变更，而后者为会计估

计变更？

笔者认为，解决该问题需要从问题的实质入手。首先来看

备抵法和直接转销法之间的变更。备抵法是在期末根据应收

账款可收回的情况估计可能发生的坏账金额的大小，先计提

坏账准备，再在实际发生坏账时冲销坏账准备，同时确认应收

账款的减值损失。直接转销法则不预先计提坏账准备，而是在

实际发生坏账时直接确认应收账款的减值损失。在备抵法下，

期末在充分估计坏账发生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预先计提坏账

准备，有助于在期末的资产负债表上真实地反映特定时点上

资产的价值。而直接转销法下，待实际发生坏账时才确认应收

账款的减值损失，因而在发生坏账之前的那个期末就可能虚

增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也正是基于此准则规定不得采用直

接转销法确定应收账款的价值。从以上论述可以得知：无论是

备抵法还是直接转销法，都是为了确定应收账款在特定时点

上的价值而使用的方法，而一般来说，对会计确认的指定或选

择是会计政策，所以在备抵法和直接转销法之间进行变换属

于会计政策变更。

然后来看计提坏账准备时账龄分析法和应收账款余额百

分比法之间的变更。备抵法下需要在实际发生坏账损失之前

预先估计将来发生坏账的可能性以及金额的大小，而无论是

账龄分析法还是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都是根据未来将要发

生坏账的可能性以及金额的大小来确定应当计提或者冲减的

坏账准备金额。因此这两种方法不是用于确认应收账款而是

用于确定未来最有可能形成的坏账的金额，这属于为取得与

资产负债表项目有关的金额或数值所采用的处理方法，在这

两种方法之间的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三、存货流转计价方法的改变

关于存货流转计价方法的变更，大家都很清楚是属于会

计政策变更。既然是会计政策变更，就应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

处理，然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很多教材上对存货流转计价方

法的变更按照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由于会计政策变更采取追溯调整法时还有一个

例外情形，就是当无法进行追溯调整时，应采取未来适用法，

简便处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企业的存货进出量很大，存货

的品种繁多，存货的成本又不稳定，难以保证各种存货的成本

流转与实物流转相一致。因此必须采用某种存货成本流转的

假设，在期末存货与发出存货之间分配成本，也就是对存货计

价方法进行选择。既然这些存货计价方法本身的产生就来源

于假设，因此在实务中根本无法将存货流转计价方法的变换

与当期销货成本的影响一一对应起来，从而也就无法使用追

溯调整法。这里采用未来适用法并不是因为存货计价方法的

变换是属于会计估计变更，而是因为在会计政策变更下无法

进行追溯调整。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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