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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综合收益”相关联的概念辨析

【摘要】当前，不少上市公司存在少列或多列其他综合收益的现象，究其原因，是会计工作者对与其他综合收益相关联

的概念辨析不清。本文首先分析了与其他综合收益相关联的几个概念，然后指出了理解这几个概念的关键点，最后提出了

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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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实施以来，上市公司已连

续几年在利润表上列示“其他综合收益”与“综合收益总额”项

目。然而部分学者对近两年上市公司年报“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列报与披露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少公司存在少列或多列其

他综合收益的现象。究其原因，是会计工作者对与其他综合收

益相关联的概念辨析不清。理清与其他综合收益相关联的几

个概念，不仅有利于报表编制者提供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

也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对收益质量做出客观评价。

一、与其他综合收益相关联的几个概念

1. 综合收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 5号财

务会计概念公告对综合收益的解释是：综合收益是某一个体

在报告期内，除与业主之间的交易外，由于一切原因所导致的

权益增减，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业主权益的变动。其特点

为：综合收益服务于决策有用观；综合收益采用了资产负债表

观；综合收益体现的是损益满计观；综合收益符合财务资本保

持观；综合收益比传统收益更接近经济收益。综合收益=净利

润+其他综合收益。

2. 净利润。用公式表示如下：净利润=收入-费用+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净利润不仅包括企业已确认并

已实现的收益，还包括企业已确认但未实现的收益（如持有资

产或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仅包括收入和费用，

而且包括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3. 其他综合收益。由于综合收益和净收益的确认标准不

同，使某些项目可以计入综合收益，却不能计入净收益，这些

项目就叫做其他综合收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指

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主要反映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

的净额。其他综合收益的主要特点是：其他综合收益为非日常

活动产生的；是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是已确认

但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随相关收益实现后，可重分类调整计

入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具体包括外汇换算调整、证券的未实

现利得和损失，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等。

4. 利得与损失。《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利

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损失是指由企

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

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利得和损失的主要特点

是：利得和损失来自于企业的非日常活动；利得和损失不包括

企业与所有者之间的投入资本和分配利润等活动；利得和损

失分为已实现和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按照确认时流向的会计

要素的不同可划分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以

及“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5. 权益性交易。“权益性交易”与损益性交易相对应。财

政部发布的对《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

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号）解读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

但未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国际会计准则第 27号———合并

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报表》给出的定义为：权益性交易是与所

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可见，权益性交易只是与企

业所有者之间的非互惠交易，属于企业所有者对投入资本的

调整，不符合利得或损失的定义，也不属于其他综合收益。权

益性交易具有以下特点：权益性交易的主体为会计主体及其

所有者；权益性交易的客体是资本或者权益；权益性交易的结

果导致会计主体的权益发生变动。因此，权益性交易不得确认

损益，而是将交易的影响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

价），并且永远不能转回到损益中。

6. 资本性交易。《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版）所指的

“资本性交易”是指，与所有者的非互惠转让，如以非货币性资

产作为股利发放给股东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

7. 非经常性损益。我国在非经常性损益的界定方面，大

多引用证监会的规定。2008年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对非

经常性损益的定义为：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

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

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并列举了 21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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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非经常性损益中的项目。非经常性损益具有一次性、偶

发性的特征，通常无法预测其是否会发生，是否会重复发生，

以及何时发生。

二、理解其他综合收益相关概念的几个关键点

1. 其他综合收益与净利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净利润反

映的主要是本期实现的净资产变动，而其他综合收益反映的

主要是本期确认的未实现净资产变动，两者相结合提供了企

业全面的已实现及未实现损益信息。其他综合收益在相关收

益实现后，可重分类调整计入净利润。

2. 其他综合收益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经济实质相同。其他综合收益与利得和损失均由非日常活动

产生，均与企业所有者的投入资本与分配利润无关。利得与损

失分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以及“直接计入

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前者为已实现的损益，一般记入营

业外收支类科目；后者为未实现的损益，一般记入“资本公积”

科目。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与其他综合收益两

者从概念内涵、外延以及经济实质上看是完全相同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的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

损失就是其他综合收益。上述对利得和损失的进一步划分将

影响综合收益的内部结构，影响信息使用者对综合收益质量

的评价。

3. 其他综合收益与权益性交易有着本质区别。其他综合

收益与权益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从交易对象看，权益性交易

的对象是公司股东，而其他综合收益涉及的对象为股东之外

的第三方；从未来期间能否转为损益看，权益性交易一般不可

重分类调整计入净利润，而其他综合收益在相关收益实现后，

可重分类调整计入净利润。在会计上，正确地区分权益性交易

与损益性交易，既有利于企业真实地报告损益，抑制上市公司

的利润操纵或盈余管理行为，也有利于正确区分资本与收益，

实现资本保持。区分权益性交易与损益性交易的关键在于对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合理应用，并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4. 利得、损失与非经常性损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

点。利得、损失是会计术语，属于非经营活动损益（非日常活动

损益），具有一次性、偶发性的特征；而非经常性损益则是证监

会的一个会计监管术语，也具有一次性、偶发性的特征。非经

常性损益不同于非经营活动损益。经营活动的损益不一定是

经常性损益，例如公司销售商品属于经营活动，但如果销售商

品时价格显失公允，那么超出公允价格的部分就属于非经常

性损益。非经营活动的损益也不一定就是非经常性损益，如公

司长期债券投资属于非经营活动，但长期债券投资所获利息

收入则属于经常性损益。甄别非经常性损益的重要标准是，该

项损益的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是否会影响投资者对公司正

常盈利能力的判断。根据 Ramakrishnan 和 Thomas（1991）提

出的持续性观念，收益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会

计信息使用者通过对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以及利得、损

失的判断，评价企业管理者的经营业绩、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

以及收益质量。

5. 权益性交易与资本性交易是同一概念。《企业会计准

则讲解》（2008 版）对资本性交易的解释与国际会计准则对权

益性交易的解释在本质上相同。如果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

与报告主体发生交易，当然与基于市场原则的互惠交易不同，

其交易结果的本质是所有者投入的增加或减少。可见，资本性

交易与权益性交易是含义相同的两个术语。

三、几点建议

1. 加强对资产负债表观下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宣

传。由于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不是以独立准则形式发布提

出的，会计行业及相关人员普遍对《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

这一规范不够关注，反映了我国信息使用者长期重视利润表

观而忽视资产负债表观，也证实了现行会计准则中的资产负

债表观理念并未深入人心。因此，笔者建议准则制定机构加强

对资产负债表观基本理念的宣传，在会计人员的后续教育中

增加相关内容，尽快提高企业和注册会计师乃至整个行业对

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认识，促进资产负债表观在会计实

务中的应用。现阶段，可通过《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增加有关

资产负债表观、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等内容，等条件成熟

后再制定专门的综合收益准则，对综合收益进行确认、计量、

报告。

2. 进一步明确其他综合收益和权益性交易的定义和区

别。梳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可以发现，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会计事项包括 35项之多，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权益性交易的

结果、其他综合收益、留存收益的调整。由于其他综合收益与

权益性交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会计准则规定两者都

直接记入所有者权益类科目，这就特别容易使会计实务工作

者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产生困惑。尽管财会函

［2008］60号文件提出了权益性交易的术语，并要求对购买上

市公司不构成业务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处理，但目前的会

计准则体系中既没有权益性交易的明确定义，也没有明确过

权益性交易的处理原则。建议准则制定机构对权益性交易概

念的运用制定更具体的指引，进而明确其他综合收益和权益

性交易的定义和区别。

3. 单独设置“其他综合收益”权益类科目。在实务中存在

着这样的误解，认为当期所有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科目下核算的项目都属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内容，但事

实并非如此，如股份支付所形成的所有者权益变动、企业发行

可转换债券所形成的所有者权益变动都不能作为其他综合收

益列报。建议准则制定机构单独设置“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将

其他综合收益形成的资本公积与权益性交易形成的资本公积

彻底分离，避免混淆会计准则中规定的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会计事项，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4. 统一概念，减少混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权

益性交易与资本性交易是同一概念，建议准则制定机构取消

资本性交易概念，统一使用权益性交易概念，以减少给信息使

用者带来的不必要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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