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首次引入利得和损失

的概念，但与美国的会计准则相比较仍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对

中美两国会计准则在利得、损失要素方面进行比较，以取长补

短，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理论体系。

一、中美利得、损失概念的比较

美国会计准则将利得、损失作为独立的会计要素，并给出

了明确的定义。利得是指某一实体除来自于营业收入或业主

投资以外，来自于边缘性或偶发性交易，以及来自于一切影响

企业的其他交易、其他事项和情况的权益（或净资产）的增

加。相应的，损失是指某一实体除因为费用和向业主分配以

外，来自于边缘性或偶发性交易，以及来自于一切影响企业的

其他交易、其他事项和情况的权益（或净资产）的减少。由其定

义可以得出公式：利得=所有者权益增加量-营业收入-业主

投入；损失=所有者权益减少量-费用-向业主分配的利润。

我国会计准则未将利得、损失作为独立的会计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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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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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概念可以得出我国

的利得、损失公式：利得=所有者权益增加量-经营收入-所有

者投入的资本；损失=所有者权益减少量-经营成本-向所有

者分配的利润。

相较而言，美国的利得、损失强调的是由“边缘性或偶发

性交易”引起的，我国的利得、损失则仅强调是由“非日常活

动”所形成，可见我国并未强调“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活动，主

要是指企业的主营业务之外的经济活动。因此，美国的利得、

损失概念范围要比我国宽泛得多，不但包括营业外收入、营业

外支出，而且包括非主营业务的收支。而我国会计准则不再区

分主营与非主营业务收支，将非主营业务净损益也作为营业

利润的构成部分。

二、中美利得、损失要素来源的比较

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定义，“其他业

务收支”应属于利得、损失的范畴，而在我国将其作为收入、费

用看待，这是中美在利得、损失问题上的主要差异。这种差异

的形成也要归因于两国对利得、损失的不同定义。美国用“边

缘性”和“偶发性”来界定利得、损失的范畴，实质上就是将利

得、损失定义为非主营业务引致的事项，显然“其他业务收支”

即是非主营业务导致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而我国则用

“非日常”来界定其范畴，同时认为“其他业务收支”虽不是企

业的主营业务所致，却是在企业中经常发生的经济事项，因此

不应将其纳入利得、损失的概念范围中。但从“其他业务收支”

的经济实质来看，它往往核算的是偶发的事项，至少是无法持

续稳定获利或支出的事项。若将其定义为收入、费用，且与主

营业务收支不加以区分的话，往往会对报表使用者造成误导。

此外，由于美国的利得、损失概念强调的是非主营的事项

所引起的净资产的变动，因此对于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

损益、资产减值所导致的损失以及由企业的投资行为所产生

的收益或损失，FASB统统将其纳入利得和损失这两个要素

中。而我国会计准则中却未明确规定。

三、中美利得、损失流向的比较

在我国，企业的利得、损失主要有两大去向：直接计入当

期利润的利得、损失流入“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账户，

并在利润表中列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损失则主要

流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并在资产负债表和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反映，不影响当期利润。而美国的利得、

损失主要有四个去向，大体上也可分为两大类：直接影响当期

利润的利得、损失主要流入“停业经营”、“非常项目”和“非经

常性损益”账户，都在利润表里直接列示；而直接影响综合收

益但不影响当期利润的利得、损失主要在“其他综合收益”账

户中核算。可见中美利得、损失在去向归属上大同小异。对于

已实现的利得、损失，都是将其直接计入当期利润表；对于尚

未实现的利得、损失，我国计入资产负债表，并在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中反映，而美国则可计入综合收益表。而且，两国在未

实现的利得、损失实现时都将其转入当期利润表，可谓殊途同

归。

不过，较之美国而言，我国对于企业尚未实现的利得、损

失的处理方法稍欠妥当。虽然尚未实现的利得、损失都不会影

响企业当期净利润，但在美国却会影响企业当期的综合收益，

这样报表使用者通过关注综合收益表就可以直观地看到未实

现的利得、损失的影响额。但我国目前尚没有综合收益这一会

计要素，未实现的利得、损失只能记入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

公积”项目内，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

笔者建议，在我国会计准则理论体系中增加综合收益这

一会计要素，并用综合收益表代替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这不但

可以使我国对未实现的利得、损失的处理更完善，也能更充分

地体现全面收益的原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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