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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原创和权威，所以更好！ 

 

中华第一财税网(又名"智董网")，全球最大的中文财税（税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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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会计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是评价会计工作成败的

标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主要包括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可比性、实质重于

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等。 

 

一、客观性 

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

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

可靠、内容完整。  

客观性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会计信息，保

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客观性是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要求。会计工作提供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会计

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因此，就应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资料可靠。在会

计核算工作中坚持客观性原则，就应当在会计核算时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计工作应当正确运用会计原则

和方法，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会计信息应当能够经受验证，以核实其是否

真实。如果企业的会计核算不是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没有如实地反

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会计工作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甚至

会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导致决策的失误。 

 

二、相关性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

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 

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需要相

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

预测。信息的价值在于其与决策相关，有助于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能够有助于

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评价过去的决策，证实或修正某些预测，从而具有反馈价值；

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预测，作出决策，从而具有预测价值。在会计核

算工作中坚持相关性原则，就要求在收集、加工、处理和提供会计信息过程中，

充分考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对于特定用途的会计信息，不一定都

能通过财务会计报告来提供，而可以采用其他形式加以提供。如果会计信息提供

以后，没有满足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需要，对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没有

什么作用，就不具有相关性。 

 



三、明晰性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明晰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理

解和使用。 

    提供会计信息的目的在于使用，要使用会计信息首先必须了解会计信息的内

涵，弄懂会计信息的内容，这就要求会计核算和财务会计报告必须清晰明了。在

会计核算工作中坚持明晰性原则，会计记录应当准确、清晰，填制会计凭证、登

记会计账簿必须做到依据合法、账户对应关系清楚、文字摘要完整；在编制会计

报表时，项目勾稽关系清楚、项目完整、数字准确。 

如果企业的会计核算和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不能做到清晰明了、便于理解和

使用，就不符合明晰性原则的要求，不能满足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需求。 

 

四、可比性（含一致性）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

似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

当在附注中说明。不同企业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采用规定

的会计政策，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可比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企业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具

有复杂性和多样化，对于某些交易或事项可以有多种会计核算方法。例如，存货

的领用和发出，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其实际成

本；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以采用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双倍余额

递减法等。保证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前提是企业在各个会计期间应尽可能地采用相

同的会计核算方法，即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能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在附注中说明。 

不同的企业可能处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经济业务发生于不同时点，为了

保证会计信息能够满足决策的需要，便于比较不同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企业应当遵循可比性要求，即不同企业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

者事项，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如果对

于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在不同的会计期间采

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将不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理解，不利于会

计信息作用的发挥。 

 

五、实质重于形式 

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

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实质重于形式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

量和报告，不应仅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在实际工作中，交易或事项的外在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并不总能完全反映其

实质内容。所以，会计信息要想反映其所拟反映的交易或事项，就必须根据交易

或事项的实质和经济现实，而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法律形式进行核算和反映。 

如果企业的会计核算仅仅按照交易或事项的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进行，而其

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又没有反映其经济实质和经济现实，那么，其最终结果将不

仅不会有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反而会误导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决



策。 

 

六、重要性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

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重要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等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重要性，是指财务报表某项目的省略或错报会影响使用者据此做出经济决策

的，该项目就具有重要性。重要性原则与会计信息成本效益直接相关。坚持重要

性原则，就能够使提供会计信息的收益大于成本。对于那些不重要的项目，如果

也采用严格的会计程序，分别核算，分项反映，就会导致会计信息的成本大于收

益。 

在评价某些项目的重要性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一般

来说，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环境，从项目的性质和金额大小两方面加以判断。从性

质来说，当某一事项有可能对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时，就属于重要项目；从金额方

面来说，当某一项目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就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 

 

七、谨慎性 

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

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谨慎性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

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企业的经营活动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会计核算工作中坚持谨慎性原则，

要求企业在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职业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

分估计到各种风险和损失，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谨慎性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任意设置各种秘密准备，否则，

就属于滥用谨慎性，将按照对会计差错更正的要求进行相应地会计处理。 

 

八、及时性 

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不得提前或者延后。 

及时性要求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计确认、计

量和报告，不得提前或者延后。 

    会计信息的价值在于帮助所有者或其他方面作出经济决策，具有时效性。即

使是客观、可比、相关的会计信息，如果不及时提供，对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

也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可能误导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坚持上

述基本原则，一是要求及时收集会计信息，即在经济业务发生后，及时收集整理

各种原始单据；二是及时处理会计信息，即在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时限内，

及时编制出财务会计报告；三是及时传递会计信息，即在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

定的时限内，及时将编制出的财务会计报告传递给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 

如果企业的会计核算不能及时进行，会计信息不能及时提供，就无助于经济

决策，就不符合及时性原则的要求。 

 



……（试读结束啦。欢迎购买！“投资到大脑的钱可以给您今后带来更多的钱，早投资

早获益，机遇只钟情于有准备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