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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否是必然趋势。通过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原

因、益处与困难、进展、路线设想以及其对未来职业的影响等因素的分析，综合得出，会计准则国际趋

同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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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whether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is an inevita-
ble tre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benefits and difficulties, progress, route assump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future career, it is con-
clud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is extremely essential and is the 
onl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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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如今，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许多的发展与机遇，而企业正处在这样的巨大浪潮下，因此，会

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势必会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可以说，会计国际趋同即将会像全球变暖一样成为

行业共识。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国际会计趋同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近半个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广泛，这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

并产生相互依赖的特点，随着跨国商品的不断扩张，我国的经济已进入全球化发展。 
2005 年 11 月 8 日，中国财政部副主任、全国准则委托书记长王军，同全球准则委托主任戴维泰迪

爵士所签订的共同宣言，证实了我国会计准则同国外财务报告准则达成根本性共趋同[1]。其由 IASB 正

式提出，并且已经被世界各国不同的研究学者及专家所认同。所以，会计准则与全球趋同是当今世界经

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下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2.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原因 

各国会计标准委员会制订的最主要目标是从公众的共同利益出发，制订出一个既有高质量又有权威

性的会计标准[2]。高度趋同的全球性准则将会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为世界各国

的市场管理者改革以及完善相关经济发展政策提供重要性依据。由于全球金融市场有着越来越紧密的关

联关系，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会计报表的方法已不再适用。 
自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后，为了建立一个全世界最高质量的国际会计准则制度，为了增强国

际会计信息透明度，也为了稳定世界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世界审计规则的趋同步伐也在逐渐加速，由

各州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审计规则与国际趋异性策略受到世界各国社会的普遍重视，变得十分重要。 

3.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益处与困难 

3.1. 获得的益处 

首先，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跨国及国际

贸易公司和市场的发展与壮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它有助于推进中国企业上市的进程，增强企

业投资人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好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会计准则的趋同使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能够参考并吸纳国外标准的优

势，进一步优化中国的立法和市场体系等。 
最后，会计准则的趋同可以推动中国的公司走向全球化，与此同时，也能够提高投资人对公司的信

任，进而留住更多的投资人，这样也会使公司管理变得更加简单。 

3.2. 面临的困难 

审计规范的弹性化，从实际上分解了对资本的审计监督，这种没有逻辑自洽的财务规范，为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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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了解财务运行机制以及政府部门对资产市场财务风险地监督与管理带来了很多阻碍。直至 2008 年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社会才恍然发现财务会计规则多年变革带来的严重后果[3]。不仅如此，对于实现会

计国际趋同也是相当大的一个难题，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各国的会计环境差异决定了会计人员的文化差异。哈米德、克雷格和克拉克等人认为，各国

的价值观念对各国的会计人员的文化价值有着深远的影响。换句话说，虽然各国的会计师都接受 IASB
的建议，但由于各国的会计师的文化差异，使得他们发表的报告不尽相同。换而言之，尽管来自不同国

家的会计师都采纳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出的国际会计准则，但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文化价值会导致其

公布的财务报表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因此，会计师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不仅会对会计职业的评判产生作用，

也会对会计标准的一致性产生一定的制约。 
其次，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决策也存在差异性。目前，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参加和推动各国的经

济发展。但政府的干预，必然会影响到其准则实施地协调和融合。换句话说，参与程度愈高的一个国家，

其实施标准就愈困难。一个国家的参与性越强，就越难执行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从而政府的经济政治

政策也可能引发当地政府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之间的冲突，最终使得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化与趋同更加

难以实现。 
最后，各国的社会影响也有所不同。各国政府设立的会计公营机构，其职业身份的差异以及资本市

场的成熟程度也将制约其协调和融合进程。换句话说，负面的社会影响将极大地影响到国际会计标准的

一致性。 

4.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进展 

4.1. 发展进程 

2008 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开始以来，全球不断推动各国财务规范的变革，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

多次提出构建世界共同的新会计准则，要求全球会计准则起草委员会完善全球财务报表标准[4]。在此背

景下，全球会计准则委员会推进了相关标准项目的发展，全球会计报表标准正在出现重要变化，部分主

要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的趋异性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方面，已新公布或修改过的国际财务报告标准：2010 年底，IASB 公布了《国际财务报告标准第 9

号资产种类与衡量》。另一方面，全球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根据该计划在 2011 年底之前进行

一些关键的标准项目的编制或修改，内容涉及收入确定、交易协议、保险合同和金融工具的项目等。但

这部分计划的制订及修改，对现行会计准则和实务情况将会有很大的影响改变。为保证委员会有更充分

的时间考虑，IASB 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推迟了该部分计划的进行日期。但总体来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

会仍未能按时进行原定的计划工作。 

4.2. 路线设想 

我国的会计准则，已在 2005 年完成了与国外财务报告标准的趋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出了构建世界统一的新审计标准，并努力提高信息透明

化程度，对新会计准则的认识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2005 年，在全面总结了几年来审计制度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集中兵力编制并完善了企业会计规

范系统，并获得了欧盟执委会的一致肯定；从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在中国全部企业、部门非挂牌金融

公司以及中部特大型企业全面执行，并逐渐拓展了执行区域，目前范围已扩展至我国大部分中大型电动

机企业；2008 年 5 月，IASB 又委派专人，对我国上市挂牌控股公司的执行企业会计法规状况进行了实

地考察，更证实了我国企业会计法规系统长期稳定高效执行的有利结果；2009 年 10 月，世界银行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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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准则的国际趋同与有效执行状况发表了评价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提高准则和实践品质的策略已形

成优秀典型，并可供各国仿效”。 

5. 会计国际趋同对未来职业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投资规模日益扩大，跨国公司在快速发展与壮大，世界投资

交易市场也在加快建立，中国经济必将高速成长；而财会业务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必要“卫

士”之一，也必将引起更多人的向往。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大院校和有关教育组织不断响应国家的宏观

经济政策、预见产业的发展前景，中国财务管理和会计专业水平迅速提高，从而使得财会行业人数也成

倍增长；因而我国政府在充分考虑了当前具体国情之上，合理地规定和引导了现阶段中国会计法规改革

发展方向，即中国财务法规的持续与国际趋同发展，这就为中国财务管理和审计产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

挑战和机会。 

6. 结语 

建立全球通用准则标准并促进各国标准的全球趋同性，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的

必然需要，同时也是由于经济危机及其他事故的教训对完善会计信息管理、提升财务数据品质的促进所

产生的成果。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充满了挑战与机遇，是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住的有力工具。在现在经济

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大环境下，不光要不断同国际接轨，还要立足自身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

得会计国际趋同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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