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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会计国际化的发展 ,国际会计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

而德国又是欧盟的主要成员 ,德国特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民族文化环境 ,形成了独特的会计模式。研究和借鉴德国会计发展

中的可取之处 ,有利于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 ,也对我国会计变革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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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has become a ma2
jor concern of various countries. As a chief member of EU , which is an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of China , Germany has a unique model of ac2
counting , stemming from her unique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national culture setting. Making good study and use of the German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counting system will benefi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accounting , and bring inspiration to China’

s account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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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在促进国际贸
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交流等方面的作用非
常突出。中国企业进军欧盟市场必须了解国际会
计 ,掌握相关知识。德国是我国在欧盟中的重要伙
伴之一 ,研究和比较德国会计的环境及会计模式 ,对
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德国的会计模式

所谓会计模式 ,是指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会计活
动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综合描述 ,反映各
种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联系与结构形式的有机整
体 ,其组成要素包括会计的目标、管理、规范、核算、
报告、监督和会计教育等方面。

西方会计学者 Nobers 认为 ,德国会计模式是以
宏观经济为基础 ,会计法规的制定受政府、税收和法
律的影响较大 ,注重依据法律指导会计实务。德国
的市场经济处在法律和政策的积极引导和调控之
下 ,发展相对比较完善。其会计理论和审计实务比

较先进 ,会计规则主要是为政府贯彻经济政策服务
的。德国会计作为一种独特的会计模式 ,具有鲜明

的特色。
(一)会计规范法典化
德国是典型的成文法系国家 ,会计记账的基本

原则、会计报表的编制和审计等方面均有法律明文
规定 ,而且相当详细。德国除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外 ,

其严密的司法制度和严格的执法也颇具特色。德国
有五种法院 ,其中的财政法院 (BFH) 专门审议财务
和税收方面的会计法。德国的会计规范是由政府通
过分散于《公司法》、《商法》和《税法》中的规定来体

现的。德国会计的监管机制严格而具体 ,八大交易
所中就有四家在上市公司执行准则的说明中规定 :

“外国上市公司可以遵循德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
则或美国会计准则。本国公司也可以遵循国际会计

准则、美国会计准则、英国会计准则或本国会计准则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Never Market 公司必须遵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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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计准则或美国会计准则”(曲晓辉 ,1999) 。
《公司法》对德国会计具有主导性影响。例如 ,

《公司法》中固定资产折旧的表述 ,流动资产按成本
可变现净值或重置价格中的最低者计算 ,年末财务
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等 ,都对会计有重要影响。

《商法》中的条款适用于所有有限责任公司 ,它
规定了核算规则、簿记规则及编制规则。由于这些
规定只是总括性的要求 ,因而在现实经济制度下对
会计原则和准则影响不大。

《税法》对德国公司的约束作用更加具体和细
致。收入费用的计算方法、分配方法、账簿记录必须
同税收目标保持一致 ,会计报表上的收益必须同应
税收益保持一致。这在德国称为“决定原则”(Deter2
mination Principle) ,即会计记录和报表应服从税务目
的 ———税收决定原则。税务会计决定财务会计 ,表
明应税所得取决于公司入账的财务记录 ,账簿记录
必须同税收目标保持一致 ,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保
持一致。否则 ,税务机关有权拒绝以其作为计税依
据 ,全部所得税抵免都将被取消 ,亏损结转也不例
外。财务报告要反映税法的要求 ,而不是投资者和
其他资本市场参与者的信息要求。

(二)会计核算注重稳健性
德国的公司法、税法都认可稳健性在企业核算

中的处理。比如 :所有负债 ,包括未实现的损失在
内 ,必须全面计提准备 ,未实现的利润不予确认 ;流
动资产按成本、可变现净值或重置价格中最低者计
价等。这样做有利于企业合法地低估利润 ,减少企
业财务风险。

(三)会计管理体制松散
德国会计职业界的规模和力量弱小 ,现有会计

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会计委会员等。
德国会计协会 (1931 年创立) 负责制定会计职

业标准 ,是会计职业界的代言人。德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 (1961 年创立) 的宗旨是 ,维护全体成员的职业
利益 ,并监督其对所承担义务的履行 ,它本身受联邦
经济部监督。德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 GASC ,1987 年
5 月创立)的职责是 ,制定有关合并财务报告方面的
会计准则 ,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中代表德国利益。
GASC制定的准则须由德国司法部颁布 ,但立法机关
可以否决 ,这使其权威性受到一定影响。

(四)会计准则和基本会计原则的制定注重国际
协调

近年来 ,受欧盟指令的影响 ,德国吸收了欧盟的
第 4 号、第 7 号和第 8 号指令 ,丰富了其商法的内
容。德国作为欧共体的主要成员国 ,它的会计组织
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创立委员。1993 年 ,德国

参加 IASC 理事会的代表人数增加 ,发言也比较积
极。1994 年 ,德国开始认真讨论会计准则国际化的
必要性。1995 年 3 月 ,在德国召开了 IASC理事会。

二、德国会计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影响
会计是环境的产物 ,会计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

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政
治、经济、法律、文化 ,甚至地理、语言、宗教和民族特
性等社会环境的不同 ,财务会计也表现出各种差异
(任永平 ,2001) 。

(一)社会文化对会计模式的影响
文化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和观念 ,

包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以及
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
践中创造和积累的 ,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
的财富。一国的政治和法律等都具有深刻的文化根
源 ,各国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受其价值观的影
响 ,德国独特的会计模式也是与德国的社会文化环
境分不开的。

1.法制观念强 ,倾向集体主义 ,权力距离较大。
德国属于日耳曼民族 ,该民族长期生活在罗马帝国
境内 ,他们信奉罗马基督教 ,直接受罗马文化下的国
家制度及法制的影响。罗马文化国家制度和法律的
严谨对德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国人凡事都
要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普遍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
度 ,诚实而不需要监督。在会计模式上偏重法律控
制 ,在会计管理上强调立法监督 ,即会计规范法典
化。

根据荷兰学者霍夫斯蒂德 ( Hofstede) 对四种社
会价值层面的统计分析 ,德国倾向于集体主义 ,权力
距离较大 ,对不确定因素回避适中 ,倾向阴柔。德国
历史上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
难难以忘记 ,德国国民对权力的集中深感恐惧 ,他们
主张权力分散 ,互相制约 ,集体负责。德国是一个审
慎的民族 ,人们倾向于良好的关系 ,谦逊虚心 ,对于
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 ,比较保守 ,不愿冒风险。在会
计中表现为强调会计规范化和法典化 ,会计工作具
体由政府和民间会计团体管理。在会计计量上倾向
保守主义 ,表现为极端的稳健性 ,如公司可以合法地
低估利润和资产 ,加速折旧是运用最广的一种方法。
为估计未来费用和损失计提准备金的做法也比较普
遍 ,财务报表中各种准备很多 ,准备金给了德国公司
更多的机会去拉平收益。对会计信息的披露偏向于
保密 ,在对外报表中提供尽可能少的信息。对会计
核算 ,保守而严格地遵循历史成本原则。

2.教育发展具有长远规划 ,尤其重视发展职业
教育。德国的文化教育自 18 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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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到 20 世纪初时已取得了世界的领先地位。
德国学生在读完小学 (五年) 后 ,教育部门对学生进
行三种分流 ,采取“双元制”职业教育。所谓“双元
制”,是指学生一方面在学校接受专业知识教育 ,另
一方面到工厂或实习基地实习所学专业 ,进行实际
操作。德国有高标准的师资队伍 ,为教育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德国 ,要想成为注册会计师 ,必
须从大学获得高级研究生学位。

(二)经济体制的影响
德国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 ,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首要
的特点是保护竞争 ,限制垄断。竞争秩序不能仅仅
靠经济的自然秩序 ,也不能仅仅靠国家的法律秩序
来创造和保障 ,而应把二者结合起来 ,由国家的秩序
和政府的力量维护自由的市场经济。

市场的有序竞争 ,给市场注入了活力 ,但竞争不
是“放任”的 ,当竞争中出现社会所不期望的后果时 ,

国家会进行干预 ,以体现社会公正性。对社会经济
生活中的一些不平衡 ,还可通过社会力量进行纠正 ,

以实现公平或公正。比如 ,通过税收来实现分配的
平衡等。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倡导社会进步 ,要求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追求社会进步 ,如维护人的尊严 ,树
立高尚的道德精神 ,发挥社会的安全保障作用等。

德国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银行大
部分是股份制和私有制的 ,它们往往还对企业进行
直接投资。德国银行有两大特点 :一是实行企业化
经营 ,按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银行也是独立经营的企
业 ,银行之间存在着竞争 ,优胜劣汰 ;二是实行全能
的银行制度 ,即除了经营传统的银行业务之外 ,还进
行证券投资 ,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 (俞元鹉 ,2000) 。
银行制度影响着企业资本结构 ,决定了投资者与企
业之间不同的联系方式。如果银行业发达 ,投资者
主要通过银行与企业发生关系 ,投资人本身不直接
关心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会计信息公开就
受到一定影响。银行则对企业会计信息表现出强烈
需求 ,成为主要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相反 ,如果资本
市场发达、有效 ,则投资人普遍通过资本市场直接与
企业发生联系 ,企业的会计信息就成为投资人进行
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 ,他们要求企业真实、公允和快
捷地提供会计信息。

(三)法制的影响
德国是一个法制国家 ,无论是国家行为还是个

人行为 ,都尽可能地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做到有法
可依。德国会计核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要求企业依
照法律法规来规范整个管理过程及相关报表的编
制。

德国的法典系统性、条理性和逻辑性强 ,规章制
度尽可能法典化。会计规范主要由商法和公司法规
定 ,税法对公司的约束作用比前两者更为详细和具
体。“税收决定原则”决定了会计记录和报表的编制
应服从税收目的。

德国除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外 ,其严密的司法制
度和严格的执法也独具特色。德国五大法院之一的
财政法院 (BFH)专门审理财务和税收方面的经济诉
讼。

(四)民族诚信意识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性等

也会对会计有一定的影响。德国属于日耳曼民族 ,

受罗马文化影响较深 ,罗马法制的严谨对德国产生
了深刻影响。德国是一个宗教国家 ,主要信仰基督
教 ,大约 85 %的德国人信奉基督教中的两个教派之
一 ,信教人士比较中立和诚实。在民族特点上 ,德国
民众特别崇尚纪律和集体主义 ,行事谨慎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可称为保守。这在会计中有诸多体现 ,如
开办与经营扩展费用不允许资本化 ,自创无形资产
不允许资本化 ;资产计价须贯彻低价原则 ,负债计价
须贯彻高价原则 ;固定资产允许计提计划外折旧等
等。

三、启示与借鉴

我国的会计环境与德国的会计环境从总体上看
是截然不同的 ,但亦有一些类似之处。首先 ,在社会
共同价值和思维方式上 ,两国都倾向集体主义 ,是权
力距离较大的国家。由此 ,会计模式也体现了这一
特点。德国会计模式是以宏观经济为基础的 ,会计
法规的制定受政府影响较大。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
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 ,政府主导型仍是我国会计模
式的显著特色。其次 ,德国属大陆法系国家 ,崇尚法
制 ,德国人法制观念强。我国原则上讲也应当属于
大陆法系国家 ,但由于历史、政治和社会观念等原
因 ,重“人治”而轻“法治”。因此 ,我们应该学习德国
的法治经验。再次 ,德国民族崇尚诚信 ,具有坚强和
谨慎的性格特征。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拥有并应继
续弘扬的传统美德 ,尤其是诚实守信 ,在目前会计舞
弊欺诈行为屡屡发生 ,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情况下 ,

显得特别重要。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也应特
别强调诚实守信这一条。

总之 ,德国的会计模式对我国的会计改革与发
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逐步推进会计改革 ,完善会计法律体系
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时期 ,实现转换到

位还需要经历较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具体会计准则
的制定与颁布要涉及到经济改革中更广和更深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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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并触及到包括财政、税收及进行国际经济协调在
内的许多重要而具体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
制定了很多与会计相关的法律制度 ,但这些法律规
范与其他法规之间有所失衡。除《会计法》作为母法
专门对会计进行规定外 ,《公司法》和《企业所得税
法》等也有对会计有所规定 ,但内容和详细程度都远
远不如德国的《商法》和《公司法》。我们应该借鉴德
国“会计法典化”的做法 ,建设和完善会计规范体系 ,

学习德国立法中的表决制和公开征求意见等成功经
验 ,构建完善的会计法律体系。

(二)树立长远的会计教育目标 ,推行新的会计
教育模式

从德国会计教育追求的高标准看 ,我国应把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作为会计教育的目标。会
计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让学生一走上岗位就成为专业
的会计工作者 ,而是要使其具有作为一名会计人员
所应具备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
往能力和组织能力。美国会计协会 (AAA) 也认为 ,

会计教育不仅是传授必要的技巧和知识 ,而且要灌
输道德意识和敬业精神。其中 ,道德水准在很多情
况下往往比技巧和知识更重要 ,特别是在会计工作
者遇到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时 ,技巧与知识
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而职业道德水准将发挥关键
作用。

(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提高民族诚信意识
德国人的严谨、诚实和守纪律 ,给了我们很多思

考。我们的会计教育要把“诚信”教育放在首位 ,使
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专业知识 ,更要具
有一流的道德水准和诚信意识 ,真正体现朱　基总
理所倡导的“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 ,遵循准则 ,不做假
账”。

(四)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化进程 ,密切关注会计
国际化的发展动向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 ,德国传统的会计模
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 ,参
与会计的国际化协调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较为典型
的一个例子是 ,1993 年德国戴姆勒 —奔驰公司拟在
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 ,发现公司按德国会计准则
编制的财务报表是盈利的 ,而按照美国会计准则编
制的报表则是亏损的 (曲晓辉 ,1999) 。2000 年我国
的中国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在海外上市时也遇到
了类似的问题。会计国际化的实质是各国逐步趋同
的过程 ,也是各国利益之争的结果 (冯淑萍 ,2002) 。
因此 ,我国应当积极参与会计的国际协调 ,利用国际
会计准则委员会 ( IASB)会议的开放机制参加会议和
提供观点 ,并争取派人去 IASB 工作。同时 ,应积极
开展区域间的沟通、对话和合作 ,以提高我国在国际
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影响 ,尽可能地减少我国会计国
际协调的成本 ,以谋求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最大
利益。

(五)完善会计监管机制 ,保证会计标准的严格
执行

随着德国公司管理策略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 ,德国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决心越来越大 ,并采取
措施确保会计标准的有效贯彻和执行。我国在继续
推进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中 ,在加快会计标准制定和
完善的同时 ,应当强化会计监管 ,确保会计标准在制
定和发布后得到有效实施。要搞好会计监管机制的
建设 ,明确界定财政、审计、证券、金融、税务和会计
等监管部门的职能和范围 ,落实责权 ,形成合力 ,做
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加大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 ,以保证会计标准的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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