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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的分析与处理

【摘要】本文结合案例，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确定、会计处理及财务报表的调整进行分析，并总结出处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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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有两种处理方法即追溯调整法和未来适用

法，采用追溯调整法需要计算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对于累

积影响数的定义，会计准则和原制度规定不尽相同。

一、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的定义及分析

《企业会计制度》［简称“制度（2001）”］指出，会计政策变

更的累积影响数，是指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项追溯

计算的变更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应有的金额与现有的金额之间

的差额。制度（2001）所指的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是假设

与会计政策变更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在初次发生时即采用新的

会计政策，而得出的变更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应有的金额，与现

有的金额之间有差额。可见，制度（2001）强调会计政策变更若

采用追溯调整法要追溯到变更年度的期初。《企业会计准

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2001年）

［简称“准则（2001）”］对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的定义与制

度（2001）相同，均强调要追溯到变更年度的期初。如果会计政

策变更是发生在报告当期，按准则（2001）的规定需要追溯两

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列报期间的追溯；第二是列报前期即累积

影响数的追溯，其追溯所产生的损益调整计入留存收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2006）［简称“CAS28（2006）”］对会计政策变更累

积影响数的定义作了变动。CAS28（2006）第六条指出，会计政

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是指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

追溯计算的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应有的金额与现有的

金额之间的差额。根据 CAS28（2006）的表述，会计政策变更

的累积影响数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金额之间的差额：淤在变

更会计政策当期，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

所得到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金额；于在变更会计政策

当期，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金额。可见 CAS28（2006）

强调要追溯到列报前期最早期初，而不是追溯到变更年度的

期初作为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如果会计政策变更是

发生在报告当期，按 CAS28（2006）规定需要追溯三方面的内

容：第一是列报当期的追溯；第二是列报前期的追溯，所产生

的损益调整计入留存收益；第三是至列报前期最早期初即累

积影响数的追溯，所产生的损益调整计入留存收益。

《国际会计准则第 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2003年修订）［简称“IAS8（2003修订）”］指出，应作由会

计政策变更的追溯调整法而产生的调整时，与财务报表列报

期间之前的期间相关的调整金额，应调整最早的以前列报期

间的留存收益期初余额，任何与以前期间相关的其他信息，例

如财务数据历史汇总数，也应当重新表述。

由此可以看出，IAS8（2003修订）及 CAS28（2006）均强调

要追溯到列报前期的最早期初。对累积影响数的界定不同，因

追溯调整产生的净损益在财务报表上的列示也不尽相同。

二、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的相关会计处理

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核心问题是，是否要计算变更

的累积影响数，累积影响数是计入期初留存收益还是计入变

更当期净利润，以及是否重新表述以前期间的财务报表。依据

CAS28（2006）的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若采用追溯调整法

时，需要披露计算出的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当期和各

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需要调整的净损益及其影响金额，以

及其他需要调整的项目名称和调整金额。以前期间的财务报

表也应重新表述，以反映最新会计政策的影响，最早期间呈报

的留存收益的期初余额应进行调整，以反映在此之前的期间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另外，财政部的《关于做好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2011 年年报监管工作的通知》（财会

［2011］25号）特别指出，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 2011年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会合 04表）“本年金额”栏下“加：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差

错更正”项目，不得填列金额。因此，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时产生的调整数（含累积影响数）应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上年金额”栏下“加：会计政策变更”项目中填列。

例：中天公司 2009年、2010年分别以 450万元和 110万

元的价格从股票市场购入 A、B两只以交易为目的的股票，市

价一直高于成本，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公司采用成本与市价

孰低法对购入股票进行计量。公司从 2011年起执行新企业会

计准则，对其以交易为目的、从股票市场购入的股票由成本与

市价孰低法改为公允价值计量，公司保存的会计资料比较齐

备，可以通过会计资料追溯计算。假设所得税税率为 25豫，公

司按净利润的 10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按净利润的 5豫提取任

意盈余公积。2010年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为 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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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A 股票、B股票购入成本分别为 450万元和 110万元，

2009年年末 A 股票公允价值为 510万元，2010年年末 A 股

票公允价值为 510万元、B 股票公允价值为 130万元。

根据上述资料，中天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 计算改变股票投资计量方法后的累积影响数。淤若按

准则（2001）的规定，需要追溯到变更年度期初即 2011年 1月

1日，则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640-560）伊（1-25%）=

60（万元）。此时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包括对列报前期

的追溯 15万元。于若按 CAS28（2006）的规定，需要追溯到列

报前期最早期初即 2010年 1月 1日，则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

影响数=（510-450）伊（1-25%）=45（万元）。此时会计政策变更

的累积影响数不包括对列报前期的追溯 15元。

2. 按 CAS28（2006）的规定编制会计政策变更相关项目

的调整分录。淤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借：交易性金融资产8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60，递延所得税负债 20。于调

整利润分配。借：利润分配———耒分配利润 9；贷：盈余公积 9。

其中，按净利润的 10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按净利润的 5豫提

取任意盈余公积。

3. 按 CAS28（2006）及财会［2011］25号文件对财务报表

进行调整。淤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调整：调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年

初余额 80万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年初余额 20万元，调增

盈余公积年初余额 9万元，调增未分配利润年初余额 510万

元。于利润表项目的调整：调增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上年金额

20万元，调增所得税费用上年金额 5万元，调增净利润上年

金额 15万元，调增基本每股收益上年金额 0.003 3元。盂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项目的调整：财会［2011］25号文件发布以前，

应调增会计政策变更项目中盈余公积上年金额 6.75万元，未

分配利润上年金额 38.25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上年金额 45

万元（即调整政策累积影响数为 45万元）。同时调增会计政策

变更项目中盈余公积本年金额 2.25万元，未分配利润本年金

额 12.75万元。财会［2011］25号文件发布以后，由于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会合 04表）“本年金额”栏下“加：会计政策变更”和

“前期差错更正”项目，不得填列金额，故应调增会计政策变更

项目中盈余公积上年金额 9万元，未分配利润上年金额 51万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上年金额 60万元（含会计政策变更累积

影响数 45万元）。可见，财会［2011］25号文件要求在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上年金额”栏下“加：会计政策变更”项目中填列

的金额包括累积影响数及列报前期追溯而产生的调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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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现金流量表构建初探

【摘要】现金流量表是财务报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行政事业单位的现金余额同结余之间存在的联系及构建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现金增减变化的报表作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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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基础是收付实现制，但其现金

的增减变化不一定同收入支出的增减变化同步。以事业单位

为例，事业单位在计提医疗基金时，应是借记“事业支出———

社会保障费”、“经营支出———社会保障费”等科目，贷记“专用

基金———医疗基金”科目。这样的处理虽然反映了支出的增

加，但是没有造成现金的减少。而当事业单位收到各项住房基

金收入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住房基

金”科目。这样的处理造成了现金的增加，却没有反映收入的

增加。

因此，为准确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负债情况，尤其是

现金收支情况，科学控制财务风险，有必要编制现金流量表。本

文先分析行政事业单位的现金余额同结余之间存在的联系，

然后就构建行政事业单位现金流量表作一些探讨。

一、行政事业单位现金余额同结余的关系

1援 行政单位现金余额同结余的关系。行政单位的现金余

额同结余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具体为：

期末现金余额=期初结余+收入的期末数原支出的期末

数+应付预收类科目的期末数+借款类科目的期末数原应收预

付类科目的期末数原现金投资的期末数

2援 事业单位现金余额同结余的关系。事业单位由于存在

结余分配及专用基金的提取和使用等情况，现金余额同结余

之间的关系较行政单位复杂，具体为：

期末现金余额=期初结余+事业基金期初余额+专用基金

期初余额+收入的期末数原支出的期末数+应付预收类科目的

期末数+借款类科目的期末数原应收预付类科目的期末数原现

金投资的期末数原材料科目的期末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