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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制定企业公认会计准则方面的经验与教划}}
(二 )

. 厦 门大学 陈少华

美 国是 目前世 界上 市场经 济最发达 的国家
,

它 在制

定企业会计 准则方 面已 经有几十年 的历 史
。

其会计准则

不但对维护其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 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
,

而且促进 了整 个世界会计实务 与理论的发 展
。

目

前
,

我国正在大力开发资本市场
,

并加 紧建立规范资本市

场所需 的法规体系
,

包括企业会计准 则
。

在 资本市场 的

有效运行中
,

会计准则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

因为
,

有关

投资与管理的决策在 很大程度 上取 决 于可靠
、

准确与 可

理解 的财务信息
。

本文主要分析美 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方

面的一些 经验与教训
,

以供会计界同仁参考
。

在美 国
,

企业会计准则的来源渠道十分广泛
,

既包括

民间会计组织制定 的会计 准则
,

也包括 政府机构颁 发 的

有关法规
。

然而
,

至今为止
,

美 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主要是

由会计职业机构或 民间团体制定 的
。

19 9 2 年
,

美 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 ( A I C P A )在其发表的第 69 号审计准则 中把

公认会计准则 ( G A A )P 分为 五个层次
:

( l) 财 务会计准则

委员会 ( F A S B )财 务会计准则和解释
,

会计准 则委员会意

见书
,

会计研究公告 ; ( 2 )F A S B 业 务公 告
,

A IC P A 的行业

审计与会计指南和它 的立 场公 告 ; ( 3 ) F A S B 紧急 工作组

的一致意 见
,

A I C P A 的实务公告 ; ( 4) A I C P A 的会计解

释
,

F A S B 工作组 的 问题与解 释 以 及广 泛流 行 的行业实

务 ; ( 5) 其他会计文献
。

值得 注 意的是
,

负责管辖美 国证

券市场的证券交 易委员会 ( S E C )的 会计公告却没有包括

在公认会计准则中
。

其主要原 因是
,

这些公告属 于行 政

法规
,

其权 威性超越执行中的公认会计准则
,

类似情况包

括内政部 ( I R )S
、

联邦储蓄委员会等其他政府机 构制 定

的会计法规
。

这些 政府机 构颁发的会讨
一

法规被称为
“

优

选会计准 则
” ,

它们 不属于公认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
。

由会计职业 组织或民间团体负责制定企业公认会计

准则 的原 因与证券交易委 员会采取 的策略有关
,

由于没

有联邦公 司法
,

美 国许多州 为了 吸引投 资纷纷试图减轻

公 司在信息披露 上 的负担
。

因此
,

联邦证券立 法对公司

信息披露 的管理就显得特别重要
。

S E C 是根 据 1 9 3 3 年

证券法成立的
,

负责管理证券市场的独 立政府机构
。

根

据证券法
,

S E C 有权制定在其注册公司 的财务会计 和报

告准则
,

并对相关 审计准 则和 程序具有 监督权
。

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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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
,

S E C 的策略 是允许民间机构制定会计 准则
,

而 自己

则 保留着裁决权
、

这 种安排 既 可充分利用 民间雄 厚 的会

计力量
,

减轻 自已 在制定 会计
一

准 则方 面所需的人 力物力

负担
,

又可迎合美 国社 会厌 恶
“

政 府 干预
”

的心 理需 要
。

最后
,

它还 可利用最 终裁决权来主导企业 财务会计和 报

告 实务的发展方 向

目前
,

美国的公 认会 计准 则 主要 是指受 S E C 认可
,

并针对受证券法及证券 交易法管辖 的大约 12 0 0 0 家大中

型公司的有关会计准则
,

这此 公司虽然只是美国 3 7 0 0 万

公 司的一小部分
,

但它们 主宰着美国证券市场
,

代表美 国

经济 主流
,

对其社 会经 济发展起 着举 足轻重 的作用
。

这

些 公司必须根据 S E C 认 可的 G A A I
〕

编制财 务报表
,

并聘

请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

除 了受 S E C 和其他政府机构管

制的企业之外
,

剩下 的大部 分企业一般都不 必要对 外提

供财务报表 然 而
,

这些 企业 可能根据银 行贷款协议 或

合资协议等编制财务报表
,

这 些协议中经常含 有与 会计

有关的规定
,

如 最低 营运 资本额
,

负债对 所 有者权 益 比

率
,

收益对利息 比率等
,

这些 规定一 般还 明确指出
,

上述

比率的计算必 须以 公 认会计准 则为 基础
。

此外
,

在 法律

诉讼中
,

法 院一般
一

电要 求企业 的财务报表 以公认会计准

则为基础进行编 制
。 )

因此
,

公认会计准 则 的作用 十分广

泛

企业公认会计准则 的发展大致 可 以分为 三个 阶段
,

第一 阶段 ( 1 9 0 0一 1 9 3 3 )
,

简称自由发展阶段
,

在这一阶段

里
,

企业管理当局几乎 可 以完全控制年度 财务报告中披

露 的内容
。

第 二阶段 ( 1 9 3 3一 1 9 7 3) 称为会计 职业 界贡献

阶段
,

换言之
,

会计职业界在这一时期的会计准则发展中

起着重 要 作用
二

第三 阶段 ( 1 9 73 一至 今 )称 多方 协商阶

段
,

财务会计准则委 员会 ( F A S B) 与相关利益集团相互影

响
,

共同促进会计 准则 的发展
。

1 9 0 0 年之后
,

以股份有 限公司形式组 建 的企 业在 美

国社会经 济发 展 中发挥 日益重要 的作用
。

然而
,

由于企

业所 有权分散
,

股份制造成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
,

在当时缺乏有效的 外部规 范的情况 下
,

企业管理 当局能

够控制财务信息披露 的内容与形式
。

管理人员的特点是

只考虑急迫的会计问题
,

并采取就事论事 的办法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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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其结 果是
,

大部分会计问题从实务操作方面考虑
。

此

外
,

管理人员主要关注所 得税 收益确 定问题和所 得税费

用最低化 问题
。

他们往往 回避复杂 问题
,

对会计问题的

选择也是举收益均衡化为导向
。

这 一阶段最突 出的问题
`

」

是
,

企业 管理当局 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
,

使人们对会计信

息的可信性产生怀 疑
。

此外
,

不同企 业采用 不 同的方 法

处理同一个会计 问题
,

也造成企业之 间 的财务报表缺 乏

可比性
。

在 2 0 年代
,

这种状 况引起 广泛 不满
,

1 9 2 9 年发

生经济大危机 以后
,

许多企业纷纷破产倒闭
,

投资人和债

权 人遭受重大损失
,

社会各界 纷纷 要求改进企业财 务报

表
,

以保护投资人 的利益
。

经济大危机 以 后
,

广大公众对企 业财务报表 的疑虑

不断加 重
。

在这 一背景下
,

美 国会计师协会 ( A I A
,

1 9 5 7

年后改
!

为美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

IA C P A )和纽约证 券交易

所开 始着手共同研究解决公 司财务报表 问题
。

1 9 3 8 年
,

A I A 成 立会计 程序委 员 会 ( C A p )
,

以便通过消除不 良会

计实务来减少公司财务报告中的差异
。

C A P 由 21 人组

成
,

他们分别来 自各个会计师事务 所
。

C A P 最初也设想

制定止套系统的会计准则
,

以便作为解决各个 具体会计

问题的指南
。

然而
,

其大部分成员 认为
,

制定 一套这样的

准则至少需要 5 年的时 间
。

届 日寸
,

证券交 易所 会失 去耐

心
。

因此
,

C AI
〕

只 好仍采用就事论事 的办 法
,

并对那些

可能被接受的会计方法进 行推荐
。

换言之
,

C A P 主要采

用归纳法来制定会计准 则
,

即从当时 流行的会计实务中

选择那些较优 秀的会计处 理方 法
。

然 而
,

C A P 在成功地

消除有异议的会 计事务的 同时却没有系统总结基本会计

准则
,

因而受到会计界 的强烈批评
。

人们认为
,

C A P 制

定 的准则缺乏 充分 的社会调查 和理论推理依据
。

19 57

年 、在 A I C P A 的年度会议上
,

其委员会成员 lA vi n
发表 了

一个 具有 历史意义的演讲
,

他呼 吁对 A兀 P A 进行改组
,

以便加快 和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
。

他强 调把理论研究作

为会计准则制定程 序的组成部分
,

会计界对 lA vi n
的建

议十分支持
。

A K
’

P A 随后成立一 个特别委 员会
,

不到一

年 的时间
,

该委员会就提出一份研究报告
。

该报告指出
,

“
制定所有的会计准则都需要 充分的研究

,

有关会计 问题

的公告都必须 建立在独立研究 调查 的基础 上
,

基干 这一

原 因
,

准则制定机构需要 配备充足 的人 力资源—
研究

或调查报 告应该谨慎进 行并全部存档
,

这些 文件应 该全

部 向会计 界和社会开放
。 ”

(注 l)

尽管受到猛烈批评
,

C A P 作为美 国会计职业 界第一

次在制定 可操作会计准 则方 面的尝试
,

仍然值得称道
。

自 19 3 8 年至 1 9 5 8 年
,

C A P 颁发 了 51 份
“

会计研究报告
”

( A R S S
)

,

对许多会计
一

事项 和交 易的 处理 提 出建议
,

这些

建议 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支持
,

从

而成为美 国当时唯一的
“

公认会计准则
” `

白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
,

美 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发 生

重大变化
,

各种新的融 资手段
,

新交易方法层 出 不穷
,

会

计准则的作用 日益增 加 19 5 9 年
,

A I C P A 成立会计 准则

委员会 `A P B )取代 C A P
,

以便促进公认会计准则的发展
。

在形式上
,

A P B 与 C A P 略有 不同
,

它拥有 18 至 21 名成

员
,

他们虽 然都是 八 (I
’

P A 的会 员
,

但分别来 自会计师事

务所
、

学术界 和企 业 界
。

除此 之外
,

A IC P A 还 成立会计

研究分部
,

专门从事会 汁研 究工作
,

其成果 以会计研究报

告 ( A R )S 形式 发 表
,

根 据章程
,

八 P B 应 以 A R S 为基 础制

定会计准 则 (称 双轨制定法 )
。

在成立初期
,

A P B 的运作充满 了艰辛
。

由于与当时

流行 的会计实务差跄 太大
,

根据章程 进行 的会计研究报

告没有 得 到会计 界 的接受
。

第一 号 A R S
“

会计 基 本假

设
”

没有引起会计 界的 反映
。

第三号 A R S
“

企 业广 泛会

计原 则初 步结论
”

在 各个方 面都受到猛烈批评
。

在 A l
〕
11

第一号公告 中
,

A P B 对这 两份研究报告进行表态
。

A P B

指 出
: “

本 委员 会 认为
,

虽然 A R SI 和 A R S 3 对会计 思 想

具有有 益的贡献
,

它们与现存公认会计原则差异太大
,

因

此 目前无法接受
。 ”

(注 2)

A P B 的这一 声 明严重 削 弱 了会计准则 的 双轨制定

法 尽 管如此
,

A P B 在 以后 的准则制定过程中仍然注重

以 A R S 3 为依据
。

ytI] 如
,

A P B 第 8
、

9 号立场公告 ( O p l n l o n

N `)
.

8
,

N o
.

9 )就分别把 八R SS 和 A R S g 作为原始文件
。

由

于 A R S I 和 A R S 3 的失败
,

会计研究分部 又 开 展了另 一

项研究
,

旨在讨论会计 原则 的基本概念 和归纳 现存认 可

的会计原则 和实 务
。

这项 研究最 后 以 A R 7S
“

公认 企 业

会计原则总汇
”

( I n v 。 , l t o r y o
f G e n o r a

ll y A e e e p t e d A e e o u n t
-

in g P r i: 飞 e i p l
e s

)发表
。

这份报告同时采用 归纳法 和演绎法
。

它首先汇总 了

现存认可的各种会计公告
,

然后 从中演绎 出一 套会计准

则
一

这份报告受到 会计职业界 的普遍欢迎
。

由于 A P B

没有完成其原计 划会计原 则的制定工 作
,

A P B 下属 的一

个特别 委员会 强调
,

A P B 应在尽 可能早 的时 间里
,

提出

财务报表的 目的和局 限性
,

确定认可的会计 原则
,

并对公

认会计原则进行定 义
。

为 了完成这一 任务
,

A P B 组织 的

一个 委员会 利用 5 年 的时 间
,

发表 了 A P B 第 4 号 公告
’’

企业财 务 报 表 的基 本 概念和 会计原则
” ,

这 份报 告 在

l9 7( ) 年得到 A 尸B 的批准
。

这份公告有 两 个基本 目的
:

( l) 为评估现存会计实务
,

解决会计问题 和指导财务会计

的未来发展提供依据 ; ( 2) 帮助理解财务报告的 目标
,

财

务报告程序 的性质 及其原 因
,

以及财务报表在提供所 需

要的信息方 面的潜力 和局限性
。

虽 然 A P B 第 4 号公告

的内容较为 广泛
,

但它在很 多方 面与 A R 7S 类似
。

由于

该报告只是 一般 公告 而非 立场公告
,

因此
,

A P B 第 4 号

公告仍然缺乏约 束 力 此外
,

该报 告在 系统性方面也 有

一些欠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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