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相关文献回顾

1. 物价变动会计。葛家澍（1985）认为，只要物价变动不

能被制止，物价变动会计就有存在的价值，当前进一步开展物

价变动会计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汤云为（1989）指出，重置成

本会计在实际运用中的优势日益突出。梁玉娥（2005）指出，现

行成本会计仍需完善。黎志刚（2007）提出，企业应结合其自身

资产结构的特点选择恰当的会计模式。目前，我国的许多论文

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及对物价变动

的三种会计处理方式的介绍等方面，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多在

现阶段无法实施。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会计准则中的计量属

性来研究物价变动环境下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2. 公允价值。葛家澍（2006）认为，公允价值的定义有多

个层次，市场价格是一切计量属性的基础。陆建桥（2005）提

出，公允价值计量应区分情况逐步实施。谢诗芬（2004）指出，

公允价值运用的难点在于其计量方式不成熟。邓传洲（2005）

认为，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能够显著增强会计信息的

相关性。王建成、胡振国（2007）对我国公允价值计量研究的现

状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我国学术界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在很

大程度上还只是局限于公允价值的概念、与公允价值相关的

基本理论以及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等方面，对公允价值计量

方法的研究相对不足。

二尧物价变动环境下的会计计量

（一）理论基础

1. 资本理论。资本即企业的净资产，是企业所有者投入

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货币和各种财产物资。从财务角度看，资

本是投入企业的货币购买力；从实物角度来看，资本是投入企

业的实物资产，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在物价稳定的情

况下，货币购买力和实物资产量是相当的，但在物价变动的情

况下，货币购买力和实物资本量不再相当。

2. 资本保全理论。资本保全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在保证企

业原有资本完整的前提下，确认企业的收益。它要求企业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的成本补偿和利润分配能够保证资本的完

整性，即保证资本不受侵蚀。资本保全理论主要有三种：账面

资本保全、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其差异表现为对资

本概念的理解不同。

（二）会计计量模式

1. 会计计量模式简介。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是我

国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它遵循的是账面资本保全理论，是收

入费用观下的会计处理方式。账面资本保全理论认为，资本是

指以一定货币金额表示的原始投资额形成的账面资本，在当

期未发生所有者投资和向所有者分配利润的情况下，当期利

润等于期末净资产账面价值减去期初净资产账面价值。在物

价稳定的情况下，它可以真实地计量出收益并保持资本的完

整。但在物价变动的情况下，以完全的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计量

方式不能满足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这种处理方式已被我

国现行会计准则摒弃。

现行成本/实际货币计量模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能消除

物价变动影响的会计计量方法，但其涉及的会计处理较复杂，

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则，故对其暂不予以考虑。

历史成本/实际货币与现行成本/名义货币，是物价变动

会计的两种最基本的计量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对资本保全概

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历史成本/实际货币遵循财务资本保全

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是指以一定货币量表示的原始投资额

具有的购买力，当期利润等于期末净资产的购买力与期初净

资产的购买力的差额。这是收入费用观下的会计处理方法。现

行成本/名义货币遵循的是实物资本保全理论。该理论认为，

资本是指企业的实物生产或经营能力，当期利润等于期末净

资产的生产或经营能力与期初净资产的生产或经营能力的差

额。这也是资产负债观的要求。

2. 会计观念、资本概念、资本保全理论与会计计量模式

的关系。具体如下表所示：

3. 现阶段的会计计量模式。资产的实际生产经营能力是

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是对企业未来长期发展、盈利的保证。

利润是对企业过去经营成果的核算，不具有持续性，并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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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是偶然产生的。这就引起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转化、

财务资本保全理论向实物资本保全理论转变、历史成本计量

模式向现行成本计量模式转换的趋势。

三尧我国物价变动环境下的会计计量模式

（一）现行会计准则中的会计计量模式的缺陷

现行成本是指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按现时价格购置与现

有资产相同或相近资产所需要支付的金额或再生产同样资产

所需要的支出，即重置成本。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只是在规范固

定资产的计量时使用了重置成本，而在其他资产和负债的计

量中大量使用了公允价值，所以将传统物价变动会计中的现

行成本改为公允价值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里的公允价值

应理解为会计准则中定义的除历史成本外的其他四种计量属

性的复合体。

现行会计准则将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的

减值单列出来成为一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物价下跌

时资产的后续计量问题。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物价上涨时的会

计处理在会计准则中尚未得到规范。物价变动要求资产和负

债按公允价值计量，不多计也不少计。但如今由于采用了谨慎

性原则，对资产少计，对负债多计，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资产的

实际生产经营能力。所以，现阶段的会计计量模式只是一种过

渡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物价变动环境下的会计计量问题。

（二）物价变动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优化

1. 按公允价值调整期末会计要素。

（1）公允价值可理解为除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之外的其

他计量属性的复合体，对不同的资产和负债，采用不同的计

量方式。随着更多的资产和负债及新的计量方式的出现，公允

价值的具体计量方式将会更加复杂多样。

（2）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资产的折旧或摊销是以本月

月初数为基数核算的。在物价变动环境下，计提的折旧或摊销

数会偏低，应对其进行调整，以本期平均的资产价值为基础计

提折旧。固定资产以直线法计提的折旧等于期初成本与期末成

本的平均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再除以预计使用年限。

（3）会计期间内，存货的账面价值不随物价变动而调整，

但在物价变动环境下，以先进先出法计算的营业成本会偏低。

因此应对成本进行调整，按照出售时的存货成本来计算营业

成本。

（4）允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是会计准则的未来发

展趋势，只要有证据证明原引起减值的事项消失、价值恢复

的，就应在遵循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允许转回。

（5）如果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允许转回，甚至可以计

提“增值准备”，则从长期来看，资产减（增）值处理的本质是按

公允价值调整资产的账面价值，这时全部资产便可以公允价

值模式计量，取消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改变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存带来的会计信息不可比现象。

2. 计算资产和负债的持有损益。

（1）持有损益，是指由于价格变动而形成的公允价值与历

史成本之差。持有损益分为未实现持有损益和已实现持有损

益。已实现持有损益，是指已消耗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

之差。以固定资产和存货为例，有如下计算公式：

固定资产的已实现持有损益=以现行成本为基础计提的

折旧费原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提的折旧费

存货的已实现持有损益=按现行成本计算的销货成本原

按历史成本计算的销货成本

（2）未实现持有损益，是指期末持有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历

史成本之差。在实物资本保全理论下，由于资本被定义为实物

生产能力，因此损益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财务资本保全理论

下，由于资本被定义为货币购买力，因此损益计入经营者的经

营成果。现阶段，我们应采用如下过渡方式：持有资产是为了

耗用的，则计入所有者权益；持有资产是为了处置的，则计入

经营者的经营成果。这是因为，为了出售而持有的资产与企业

的生产经营能力没有太大联系；资产的出售是经营者能够控

制的，可以反映经营者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3）因公允价值变动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科目的未实现利得，是不能用于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的。因为

只有在相关资产处置之后才能获得实际的收益，上述资产持

有期间的价值变动显然不能用于其他用途。而且当处置该资

产时，相应的资本公积要转入投资收益。为了更好地与记入此

科目的其他事项相区别，由物价变动引起的权益增减应另设

“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来反映。

（4）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加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

减项“资产减值损失”不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不应作为

“营业利润”的构成要素，应转移到“利润总额”中。

3援 编制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财务报表。

（1）不同于有的国家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补

充公布调整通货膨胀的财务信息的作法，我国直接提供以公

允价值/名义货币计量模式编制的财务报表。

（2）应充分披露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以保证其可靠性，

防止企业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操纵利润。会计人员可以直接利

用专业评估人员的资产评估结果取得资产的公允价值，这样

可以减少会计人员的工作量，但应充分披露其取得方式。

四尧启示

目前，我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历史成本

计量模式的不足，且已采取了一些改进和调整措施。面对近期

通货膨胀的压力及长期变幻莫测的经济形势，只有建立起完

整的、多种计量标准并存的会计计量体系，才能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更好地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从长远角度来

看，我国的物价变动会计只有与国际接轨，并保持中国特色，

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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