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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处理方法的缺陷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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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是指企业对相同的交易或事项由原来采用

的会计政策改用另一种会计政策的做法。企业的会计政策变

更，按照产生原因可分为强制性变更和自发性变更两种形式。

我国对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所规定的一般做法是：凡

能够采用追溯调整法的都要求企业对账、表进行追溯调整；同

时以会计处理上较为简便的未来适用法作为补充，以应对追

溯调整法不适用时的情况。

一、对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再认识

1. 追溯调整法的缺陷。追溯调整法是指对某项交易或事

项变更会计政策时，如同该交易或事项初次发生时就开始采

用新的会计政策，并以此对相关会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的方

法，即追溯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相应调整会计

政策变更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以及会计报表相关项目数额。

持追溯调整法观点者认为：会计政策变更影响的相关项目变

动是长期发展形成的，不应该只由本期来承担。即相对于会计

政策最终发生变更的会计期间来说，最终导致该期会计政策

发生变更的情况是在以往期间内就已经存在的。因而如果会

计政策变更给企业带来或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时，那么这种影

响是过去若干期内形成的累积影响，因而需要对其在以前的

一定期间内进行分摊。追溯调整法的反对者则认为，由于经营

当局获得了新信息，从而能更为准确地修正目前的会计政策，

所以会计政策变更只与现在和未来有关，而与过去无关。

追溯调整法也有着明显的缺陷：

（1）会计处理繁杂，实务操作中不可能面面俱到，最终导

致作为追溯调整法主要工作的累积影响数计算的准确程度不

高。同时其又受制于会计信息取得的成本效益原则，难以取得

追溯调整所需要的全面信息，因此通过追溯调整很难达到其

支持者所希望达到的一贯性，而至多是大体上的一贯性。

（2）追溯调整法所要达到的一贯性在较大程度上损害了

会计信息最为基本的可靠性。追溯调整法可能被用来满足企

业管理当局的私利。因为，追溯调整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对本不

可改变的会计历史信息的改动。另外，追溯调整中的人为差错

也增加了损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风险。

（3）追溯调整而来的利润并不是企业真实获得的收益，企

业非但没有实际上的现金流入，相反，若对这些收益进行分

配，将会加剧企业非正常的现金流出。从这一角度看，追溯调

整法有违会计的谨慎性原则。

（4）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来说，对过去发生的经济业务

做数字上的追溯实际意义不大，信息使用者更关注企业在会

计政策变更后的未来发展，而不是过去。

2. 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滥用。对于企业滥用自发性会

计政策变更人为地调节企业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追

溯调整法不但不能对其加以遏制，反而可能被进一步利用。上

市公司通过追溯调整法将其所受的损失在以前年度分摊，并

不是全部累积到会计政策变更的当年。更多的情况是上市公

司故意把损失完全分摊到往年，而在会计政策变更的当年冲

回一部分先前已经确认的损失，从而增加了会计政策变更年

度的利润。所谓的追溯调整，其本身是建立在会计人员自身对

经济业务的职业判断基础上，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对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改进

为了避免追溯调整法可能给会计信息使用者造成的误导

以及企业管理当局人为地利用其对会计信息进行调整，许多

研究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主张通过其他方法与追溯

调整法的配合来克服追溯调整法的不足，如同时使用未来适

用法以及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加大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披露力度

等等。其实质是在承认追溯调整法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

增加取得会计信息成本的方法来弥补该方法本身的缺陷。但

这样做就会使本已十分繁复的追溯调整法变得更加复杂，通

过牺牲重要性原则提供在内容上过于全面的会计信息，结果

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新的麻烦。

从对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处理方法本身的改进或进

行创新来说，引入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当期确认法是一个较为

成型的选择。该法将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计入“会计变

更的累积影响数”，作为当期收益表的一个项目列示，同时追

溯计算以前各期净收益和每股收益，而不重编会计报表，也不

对以前期间的会计报表重新表述。作为对当期确认法的补

充，可以考虑将这部分以前年度的留存收益计入资本公积。

因为从谨慎性的角度出发，追溯调整所增加的以前年度的留

存收益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收益，相对于调整以前年度的

留存收益而言，将其列入资本公积无疑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

财务风险。具体而言，可以比照“法定资产重估增值”的做法设

立“资本公积———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科目，同时应对这

部分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给予严格限制，否则仍会给企业带来

很大的财务风险。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