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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目前的会计要素分类体系虽较为合理，但仍存在一些违背逻辑之处，这一点在会计要素设置及会计科目

表分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鉴于此，本文对会计要素设置、会计科目表分类、未分配利润核算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逻

辑分析和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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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会计要素、会计科目表分类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2000年 6月，国务院发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对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的六大会计要素进行了重新定

义；同年 12月，为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财政部制定并发布了

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此次会计改革实现了我国会计与国

际会计惯例的进一步趋同。2006年，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会

计环境，积极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财政部发布了包括 1项基

本准则和 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历经这一系列

改革，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已日趋合理、成熟，会计要素分类

体系也发展得较为系统、完善。但我国目前的会计要素分类体

系仍存在一些不尽合理之处，这一点在会计要素设置及会计

科目表分类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鉴于此，本文拟对我国会

计要素分类体系中若干有悖逻辑之处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并提出合理可行的改进建议。

一、会计要素的设置问题及改进建议

1. 会计要素的设置问题分析。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在 1995年发表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依据会计核

算对象的性质设置了以下几个要素：资产、负债、权益或净资

产、所有者投资和派发款、综合收益、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 1989年发布的《关于编制和提供

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将会计要素确定为资产、负债、权益、收

益、费用。

我国台湾地区于 1982年以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的形式公

布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将会计要素分为资产、负债、

业主权益三部分，只是在损益计算时涉及收入、费用、利润，但

并没有将它们作为独立的会计要素。

我国于 1992年、2006年两次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中依会计核算对象的性质设置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利润六大要素。

从上述几种对会计要素的不同设置方法来看，各种方法

的侧重点各异，均是在具体情境下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和指导

思想制定出来的。相比较而言，我国的会计要素设置方法更接

近 FASB的会计要素设置方法，兼顾的层面较多，反映的经济

内容较丰富。而我国之所以这样设置会计要素，笔者认为是出

于对两大会计等式的考虑：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基本会

计等式）；收入-费用=利润。前一等式为静态等式，反映的是

某一时点相关会计对象余额（存量）之间的恒等关系；后一等

式为动态等式，反映的是某一时期内相关会计对象发生额（流

量）之间的等量关系。

从表面上看，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

要素似乎正一一对应着两大会计等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这两个会计等式在会计概念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当，

且反映到具体账务处理上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在静态等式

中，左边“资产”为资金占用形式，右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为资金来源渠道，在复式记账体系中这三者都有必要进行准

确记录，故设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要素在逻辑上是合

理的；而在动态等式中，左边的“收入”、“费用”需要连续地做

好记录，右边的“利润”则不必连续计算确定，仅需在每个会计

期末将本期发生的各项收入与费用相配比，计算出利润金额

经利润分配后转入“所有者权益”即可，故设置收入和费用要

素是合乎逻辑的，而设置利润要素则显得不必要。另外，对应

于静态等式的三大要素在复式记账体系中都以“实账户”核

算，其账户余额为自企业经营之初历年累积下来的金额；对应

于动态等式的三要素则都是以“虚账户”核算的，具有过渡性

质，这些账户仅仅在各会计期间临时记录当期发生的各项收

入、费用及实现的利润，到了期末账户余额将全部清零，并最

终转入“所有者权益”。可见，动态等式三要素在会计理论框架

及实务操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与静态等式三要素相提并

论的。因此笔者认为，将“实”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分别设

置为三大要素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具有临时性、过渡性

的“虚”的收入、费用、利润要素则无须一一分设，可以考虑将

三者合并设置。

2. 改进建议。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对我国目前会计

要素设置方法的改进建议如下：

（1）维持目前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要素的设置不

变，而将收入、费用和利润要素合并为“损益”要素。这是合乎

逻辑的，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最感兴趣的是当期损益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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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所有者权益的净增加额。

（2）可以将“损益”细化，分设“经营性损益”和“资本性损

益”两个要素。前者主要涵盖《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定义

的收入、费用和利润，后者主要对应于投资损益。这一处理有

利于凸显经营性损益与资本性损益的不同性质及其对各利益

相关者的不同意义，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因此，笔者建议将会计要素设置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经营性损益、资本性损益五大类。

二、会计科目表分类问题及改进建议

1. 会计科目表分类问题分析。会计科目指的是按照经济

内容对各个会计要素进行分类所形成的项目。依此定义，会计

科目应是在会计要素分类框架之下所进行的再分类。只有对

会计要素进行合乎逻辑的再分类，确定适当的会计科目，才能

对经济活动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的记录和反映，为会计信息

使用者提供更为相关和有用的信息。然而我国财政部统一制

定的会计科目表，在分类上同会计要素类别设置存在较大差

异，表现出不连贯、不统一等缺陷。这一状况明显有悖于会

计基础理论对会计要素、会计科目等概念的界定。就目前来

看，会计科目表分类与会计要素类别设置之间的差异主要体

现在：

（1）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大要素与会计科目表中相

应的三大类别相比，其内涵与外延基本一致，但仍有差异存

在。根据对资产要素的定义，在产品无疑属于资产，但反映在

产品价值的“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等科目并未被归入资产

类；“本年利润”科目明显属于利润要素（若依照上文笔者提出

的建议，则应属于经营性损益要素），却被归入了所有者权益

要素。

（2）会计科目表中设置了成本类，但并没有成本要素与之

对应。事实上，成本类的“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科目核算

的是在产品价值，理应归属于资产类，因此成本类没有存在的

必要。

（3）现有的收入、费用、利润三要素在会计科目表中没有

对应的类别，目前是将收入、费用连同投资收益一起并入损益

类，利润则被归属于所有者权益类。这一做法显然不合逻辑。

2. 改进建议。依据以上分析，结合上文笔者建议设置的

五要素框架，笔者认为应对我国目前的会计科目分类体系作

如下改进：

（1）撤销“成本类”，将原归属于该类的“生产成本”、“制造

费用”等科目划归“资产类”。同时为避免会计信息使用者或初

学者误解（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发现不少会计专业学生

甚至是研究生，都难以理解“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科目的

资产性质，这样的科目名称让人直接联想到费用要素，从而错

误地将其归入“损益类”），应考虑将“生产成本”科目更名为

“在产品”。

（2）将“损益类”分解为“经营性损益类”和“资本性损益

类”。其中，“经营性损益类”在保留“损益类”原有科目的基础

上，将“投资收益”划出，归入“资本性损益类”；同时将“本年利

润”从“所有者权益类”划出，并入“经营性损益类”。

如此一来，会计科目表分类将与会计要素类别设置紧密

衔接，在五要素框架下，会计科目被分为一一对应的五大类。

三、“未分配利润”核算问题及改进建议

1.“未分配利润”核算问题分析。西方会计学家认为，所

有者权益由“缴入资本”与“留存收益”两部分构成。这里，“缴

入资本”大致相当于“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留存

收益”基本等于“盈余公积（含法定盈余公积、公益金、任意盈

余公积等）+未分配利润”。故从逻辑上推断，所有者权益类科

目应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

润。反观我国目前的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却并非全然如此。目

前会计科目表中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利润分配、本年利润。这里存在问题的主

要是最后两项。如前所述，“本年利润”科目应归属于损益类，

而在所有者权益类中取代“本年利润”的应是“未分配利润”。

“利润分配”逻辑上应只是一个过渡账户，是通过对税后利润

的逐层分配最终将留存下来的利润转化为所有者权益的过程。

之所以有上述问题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未分配利润核算

方式不合理。作为所有者权益的一项重要构成内容，“未分配

利润”仅仅以“利润分配”二级科目的形式存在，在逻辑上是说

不通的。

2. 改进建议。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对目前未分配

利润核算方式的改进建议如下：

（1）增设“未分配利润”一级科目。

（2）在涉及未分配利润核算的现行账务处理的基础上，增

加一笔会计分录，具体做法如下：

现有会计分录：借：本年利润伊伊伊伊；贷：利润分配———未

分配利润伊伊伊伊。

新增会计分录：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伊伊伊伊；贷：

未分配利润伊伊伊伊。

在这种核算方式下，会计科目表中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将

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利润分配和未

分配利润。

四、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会计要素设置及会计科目表分类问

题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1）将会计要素设置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经营性损

益、资本性损益五大类。

（2）会计科目表分类应与会计要素类别设置紧密衔接，在

五要素框架下，会计科目被分为一一对应的五大类。

（3）将“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科目划归“资产类”，同

时将“生产成本”科目更名为“在产品”；将“投资收益”划入“资

本性损益类”，将“本年利润”划入“经营性损益类”。

（4）增设“未分配利润”一级科目，在账务处理上，增加一

笔从“利润分配”账户借方到“未分配利润”账户贷方的结转

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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