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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内容 
 

六、小连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小连锁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基

本要求，是使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对使用者决策有用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它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

及时性等。 

（一）可靠性 

可靠性要求小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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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以下要求： 

1.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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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虚构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2.连锁企业应当如实反映其所应反映的交易或者事项，将符合会计要素定义

及其确认条件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如实反映在财务

报表中，刻画出连锁企业经营及财务活动的真实面貌： 

3.连锁企业应当在符合重要性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下，保证会计信息的完

整性，其中包括编报的报表及其附注内容等应当保持完整，不能随意遗漏或者减

少应予披露的信息，与使用者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都应当充分披露。 

 

【例 1-2】 某连锁公司于 20×7 年末发现连锁企业销售萎缩，无法实现年

初确定的销售收入目标，但考虑到在 20×8 年春节前后，连锁企业销售可能会出

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该企业为此提前预计库存商品销售，在 20×7年末制作了若

干虚假的存货出库凭证，并确认销售收入实现。该企业的这一会计处理就不是以

其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为依据的，是连锁企业虚构的交易事项，因此违背了会计

信息质量要求中的可靠性原则，也违背了我国会计法的规定。 

 

（二）相关性 

相关性要求小连锁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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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信息的价值，关键是看其与使用者的决策需要是否相关，是否有助于决

策或者提高决策水平。相关的会计信息应当有助于使用者评价连锁企业过去的决

策，证实或者修正过去的有关预测，因而具有反馈价值。相关的会计信息还应当

具有预测价值，有助于使用者根据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预测连锁企业未来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例如，区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负

债和非流动负债等，都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进而提升会计信息的相关

性。 

为了满足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要求，小连锁企业应当在确认、计量和报告

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决策模式和信息需要。当然，对于某些特

定目的或者用途的信息，财务报告可能无法完全提供，连锁企业可以通过其他，

形式予以提供。 

（三）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要求小连锁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财务报告使用

者理解和使用。 

连锁企业编制财务报告、提供会计信息的目的在于使用，而要使使用者有效

地使用会计信息，应当能让其了解会计信息的内涵，弄懂会计信息的内容，这就

要求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易于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实现财务报告的目标，满足向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要

求。 

鉴于会计信息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信息商品（劳务），因此，在强调会计信

息的可理解性要求的同时，还应假定使用者具有一定的有关连锁企业经营活动和

会计核算方面的知识，并且愿意付出努力去研究这些信息。对于某些复杂的信息，

例如，交易本身较为复杂或者会计处理较为复杂，但其对使用者的经济决策是相

关的，就应当在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连锁企业不能仅仅以该信息会使某些使用

者难以理解而将其排除在财务报告所应披露的信息之外。 

（四）可比性 

可比性要求小连锁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具体包括下列要求： 

1.为了便于使用者了解连锁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变化趋势，比较连锁

企业在不同时期的财务报告信息，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过去、预测未来，会计

信息质量的可比性要求同一企业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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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满足会计信息可比性的

要求，并不表明不允许连锁企业变更会计政策，连锁企业按照规定或者会计政策

变更后可以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时，就有必要变更会计政策，以向使

用者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但是有关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应当在附注中予以说

明。 

2.为了便于使用者评价不同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水平及其变动情况，

从而有助于使用者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会计信息质量的可比性还要求不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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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于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不同企业应当采用

一致的会计政策，以使不同企业按照一致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基础提供有关会计

信息。 

（五）实质重于形式 

实质重于形式要求小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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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锁企业仅

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那么就容易导

致会计信息失真，无法如实反映经济现实。 

在实务中，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并不总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其实质内容。

所以，会计信息要想反映其所应反映的交易或事项，就必须根据交易或事项的实

质和经济现实来进行判断，而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法律形式。 

 

【例 1-3】 连锁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虽然从法律形式来讲。

连锁企业并不拥有其所有权，但是由于租赁合同中规定的租赁期都相当长。接近

于该资产的使用寿命；租赁期结束时承租企业有优先购买该资产的选择权：在租

赁期内承租企业有权支配该资产并从中受益等。所以，从其经济实质来看，连锁

企业能够控制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所创造的未来经济利益，所以，在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时，应当将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视为连锁企业的资产，反



映在连锁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 

 

（六）重要性 

重要性要求小连锁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连锁企业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连锁企业会计信息的省略或者错报会影响使用者据此作出经济决策的，该信

息就具有重要性。重要性的应用需要依赖职业判断，连锁企业应当根据其所处环

境和实际情况，从项目的性质和金额大小两方面来判断其重要性。 

（七）谨慎性 

谨慎性要求小连锁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应当保

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连锁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着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

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售出存货可

能发生的退货或者返修等。会计信息质量的谨慎性要求，即需要连锁企业在面临

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作出职业判断时，保持应有的谨慎，充分估计到各种风险

和损失，既不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但是，谨慎性的应用并不允许连锁企业设置秘密准备，如果连锁企业故意低

估资产或者收益，或者故意高估负债或者费用，将不符合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

关性要求，损害会计信息质量，扭曲连锁企业实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

对使用者的决策产生误导，这是小企业会计准则所不允许的。 

必须注意的是，小连锁企业的资产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及时性 

及时性要求小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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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因此具有时效性。即使是可

靠、相关的会计信息，如果不及时提供，也就失去了时效性，对于使用者的效用

就大大降低，甚至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贯彻及时

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会计信息，即在经济交易或者事项发生后，及时收集整理

各种原始单据或者凭证；二是要求及时处理会计信息，即及时对经济交易或者事

项进行确认或者计量，并编制出财务报告；三是要求及时传递会计信息，即按照

国家规定的有关时限，及时地将编制的财务报告传递给财务报告使用者，便于其

及时使用和决策。 

 

七、小连锁企业会计计量 

会计计量，是为了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财务报表

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小连锁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计量，确定

相关金额。 

（一）会计计量属性及其构成 

计量属性，是指所予计量的某一要素的特性方面。例如，桌子的长度，铁矿

的重量，楼房的高度等。从会计的角度，计量属性反映的是会计要素金额的确定

基础，它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等。 

1.历史成本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

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其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



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经营活动中为偿

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的金额计量。 

2.重置成本 

在重置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的

金额计量；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的金额计量。 

3.可变现净值 

在可变现净值计量下，资产按照其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现金的金额扣减该

资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后的金额计量。 

4.现值 

在现值计量下，资产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净现

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计量；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量的

折现金额计量。 

5.公允价值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

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二）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原则 

会计计量属性尽管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

等，但是连锁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应当严格按照规定选择相应的计量

属性。一般情况下，对于会计要素的计量，应当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例如，

连锁企业购入存货、建造办公楼、生产产品（劳务）等，应当以所购入资产发生

的实际成本作为资产计量的金额。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仅仅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属性，可能难以达到会计

信息的质量要求，不利于实现财务报告的目标，有时甚至会损害会计信息质量，

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例如，连锁企业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往往没有实际成本，

或者即使有实际成本，实际成本也与其价值相差甚远。，因此，如果按照历史成

本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计量的话，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将成为表外事项，与

衍生金融工具有关的价值及其风险信息将无法得到充分披露。在这种情况下，为

了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向使用者提供更为决策相关的信息，就有必要采用其

他计量属性（比如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计量。以弥补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缺陷。 

鉴于应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等其他计量属性，往往需

要依赖于估计，为了使所估计的金额在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的同时，又不影响

其可靠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连锁企业应当保证根据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

值、公允价值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如果这些金额无法取

得或者可靠地计量的，则不允许采用其他计量属性。 

小企业会计准则第六条规定，“小企业的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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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