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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

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它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

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而资

产负债表中列示的所有者权益仍然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这四个项目。那么，这两种关于所有者

权益的提法之间会不会产生矛盾？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一、利得和损失的概念及其分类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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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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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和损失的共同特点是：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能

够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动，并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向所

有者分配利润无关。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收入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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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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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费用的共同特点是：在日常活动中形成，能够

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动，并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向所有

者分配利润无关。

由此可见，企业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和总流出可用下式

表示：

经济利益总流入越收入垣利得垣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经济利益总流出越费用垣损失垣向所有者分配的利润

上式中，收入和费用虽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但最终会

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所有者投入资本和向所有者分配

利润会直接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利得和损失分为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和直

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利润的组成部分）两部分。直

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是指不应计入当期损益、会

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向所

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和损失；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

和损失是指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

变动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

和损失。可见，利得和损失最终均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

变动。

总之，企业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和总流出均会导致企业所

有者权益发生变动，其中一部分首先形成企业当期利润，然后

再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而另一部分则直接导致所有者

权益发生变动。

二、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构成及其关系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

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和直接计入当

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企业当期利润在经过一定的分配（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及向所有者分配利润）之后，最

终会成为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即留存收益。

所有者权益中的实收资本均由所有者投入，因此所有者

投入的资本包括实收资本。另外，所有者投入的资本还包括所

有者投入的超过其在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即资本公

积中的资本溢价（股本溢价）。所有者权益中的资本公积由两

部分构成：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和其他资本公积。因此可以

说，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股本）和资本溢价（股本

溢价）。那么，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利得和损失有何关系呢？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与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无关，同时，由于其不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也不属于留存收益。

由此可知，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就是资本公积

的一部分。

上述所有者权益两种构成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利润与所有者权益的构成及其关系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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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所有者权益的构成内容做了进一步的界定。本文从利得和损失的概念及其分类入手，解

析了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构成及其关系，并分析了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所有者权益构成的重新界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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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所有者权益构成的重新界定的优势

1. 完善了相关会计概念。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利得和

收入从本质上讲属于经济利益的总流入，而损失和费用从本

质上讲属于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利得和损失与收入和费用相

比，其本质区别在于，利得和损失是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而收入和费用是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

能够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动，并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向

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因此，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引入利得和损

失的概念，对企业非日常活动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

进行了界定，完善了相关会计概念。

2. 完善了利润来源的构成。在原有会计准则中，会计等

式“收入原费用越利润”与收入和费用的概念存在一定的矛盾。

因为收入和费用都是在日常活动中产生的，而利润应当包括

企业所有经济活动（包括日常活动和非日常活动）产生的经营

成果。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指出，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

额和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这一规定充分说明，利

润是在企业日常活动（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和非日常活动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中产生的，这一规定使利

润来源的构成更加完善。

3. 进一步强化了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的中心地位。在现行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所有者权益的来源中，所有者投入的资

本被单列为一个项目，这就使相关信息使用者能够清楚地了

解所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及其在所有者权益中所占的比例，

也进一步强化了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中心

地位。

【注】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

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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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税务会计下的权责发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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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下的权责发生制进行了比较，指出税务会计下的权责发生制是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与财务会计下的权责发生制是有差异的，并针对税务会计下的权责发生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税务会计 财务会计 权责发生制 协调

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下的权责发生制的比较

1. 税务会计下的权责发生制是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我国

现行税务会计的核算基础并不是纯粹的权责发生制，而是权

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的混合，即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税务会计实务中，实际采用的都

是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在美国税制中，有一条著名的克拉尼斯基定律，它可以很

好地描述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如果纳税人的会计方法致使收

益立即得到确认而费用永远得不到确认，则税务当局可能会

允许采用这种会计方法；如果纳税人的会计方法致使收益永

远得不到确认而费用立即得到确认，则税务当局可能不会允

许采用这种会计方法。

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时主要应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国家财政收入；二是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即保证纳税人在

最有支付能力时纳税；三是确定性需要。

对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这两种会计核算基础的并用

是税务会计与其他专业会计在核算方法上的重要区别，也是

税务会计这一交叉学科的显著特点。

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有以下五个特点：

（1）对一般的商品销售和劳务提供，按权责发生制确认应

税收入，现行消费税法、增值税法等关于纳税义务实现的规定

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也与财务会计上确认销售收入的做法

是一致的。

（2）对某些收入，税务会计基于纳税人支付能力的考虑，

按收付实现制确认。当纳税人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时，即使某些

收入在财务会计上按照权责发生制没有确认为所得，在税务

会计上也要按收付实现制征税。比如，房地产商已取得房地产

的预售收入，在没有办理完工决算的情况下，即使财务会计上

未确认收入，也应当对预售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当纳税人没

有现金流入、无支付能力时，即使某些收入在财务会计上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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