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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政策变更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会计政策变更是指企业对相同的交易或事项由原来采用

的会计政策改用另一会计政策的行为。企业变更会计政策的

原因或者是法律规定或者是为了对外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

会计信息。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方法，除法律规定使

用“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外，根据是否能可靠计算以前各

期累积影响数分别使用追溯调整法和未来适用法。由于“首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未来适用法”都不涉及“会计政策变

更”等相关项目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单独反映的问题，所

以，本文所阐述的会计政策变更均假设为适用追溯调整法。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是反映所有者权益各组成部分当期增

减变动情况的报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一方面列示导致所有

者权益变动的交易或事项，同时还提供所有者权益变动的比

较数据，使报表使用者在分析所有者权益变动原因的同时还

能了解所有者权益的纵向变动情况。

二、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及其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是指执行新政策后列报前期

最早期初的应有留存收益（即假设从交易或事项的最早期就

开始执行新政策所得到的期初留存收益）与旧政策下原有留

存收益之间的差额。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一方面列示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交

易或事项，同时还提供所有者权益变动的比较数据，对每一项

目既提供本年金额，又提供上年金额。为方便表述，现列示一

张甲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 2012年度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详见表 1所示。
假设甲公司于 2012年初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则在编制

2012年度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时累积影响涉及的调整项目有
“会计政策变更”本年金额与上年金额、“净利润”上年金额、

“提取盈余公积”上年金额。其中，“会计政策变更”是实现对上

年期末相关所有者权益余额的累积调整，“净利润”、“提取盈

余公积”是需要对上年金额中的本年增减变动金额进行单独

调整的金额（本年金额栏的“净利润”、“提取盈余公积”已经是

执行新政策后的数据，所以不需要另行调整）。

第一项目“上年年末余额”的“本年金额”是指 2011年相
关所有者权益的年末余额，“上年年末余额”的“上年金额”是

指 2010年相关所有者权益的年末余额。该项目可以直接根据
2011年度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本年年末余额”金额直接
填列。

第二项目“会计政策变更”是指截至本列报期期初为止的

累积影响数。结合具体时间来看，如果本列报期为“本年金

额”，则该累积影响数为截至 2012初为止的累积影响数，如果
本列报期为“上年金额”，则该累积影响数为截至 2011年初为
止的累积影响数。

根据会计连续性特点，一般情况下，上年年末余额应该与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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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的相关会计书籍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具体填列方法未作详细说明，因此实

务运用中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在结合会计准则理论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编制的实务运用进行分析，对

深刻理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编制原理、指导其运用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会计政策变更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累积影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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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上年年末余额
加院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尧本年年初余额
三尧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渊一冤净利润
渊二冤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渊四冤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的分配
四尧本年年末余额

盈余
公积

872

872

未分配
利润

1 708

1 708

合计

5 320

5 320

盈余
公积

800

800

72

872

未分配
利润

1 460

1 460

720

-72
-400
1 708

合计

5 000

5 000

720

0
-400
5 320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表 1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整前简表）

编制单位院甲公司 2012年度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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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年初余额一致。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如果上年度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各项目的名称和内容与本年度不一致，应

对上年度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各项目的名称和数字按本年度的

规定进行调整。所以，如果在列报期采用新会计政策，就应当

在上年年末余额的基础上进行对应调整，即“本年年初余额”

项目应当为调整了累积影响金额之后的余额，从而保证其包

含的内容与列报期“本年增减变动金额”所包含的内容一致，

都是采用新会计政策下的计算结果。

“净利润”和“提取盈余公积”项目则是根据会计政策变更

对上年净利润和提取盈余公积的影响数。上年净利润的影响

数应对“未分配利润”进行调整；上年提取盈余公积的影响数

应对“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同时进行调整。这些调整数

额仅限于属于上年的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数。通过调整，将上年

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金额由旧政策的执行口径调整为新政策

下的执行口径，从而让“上年金额”与“本年金额”具有可比性。

三、案例解析

例：甲公司于 2009年 1月 1日开始出租一幢自有商住楼
并一直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进行核算。截至 2011年底的三
年里，租金收益呈稳定增长趋势，在可预计的将来租金收益将

会按照一定的规律稳定增长。

企业决定从 2012年 1月对出租的商住楼改用公允价值
计量模式进行核算。三年的账面记录、公允价值以及累积影响

数如表 2所示。公司适用 25%企业所得税税率，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不记入应税所得，投资性房地产按历史成本作为计税基础

并计提折旧。

注院淤是历史成本计量下原值减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后
的净值袁也是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计税基础曰盂=于-淤袁按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规定袁 属于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而形
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曰 榆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当期的所
得税影响额袁其计算公式为院榆=于伊25%-前期累计递延所得
税负债曰虞=盂-榆遥
淫该累积影响数作为对比较期渊2011年度冤野上年年末余

额冶的调整依据曰淫淫该累积影响数作为对报告期渊2012 年
度冤野上年年末余额冶的调整依据遥

根据表 2可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调增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66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660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6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65

净利润对盈余公积的影响分录：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9.5
贷：盈余公积 49.5

根据表 2以及上述分录可知，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
数为 495万元。其中：属于调整 2010年年末余额的累积影响
数为 255万元（盈余公积增加 25.5万元，未分配利润增加
229.5万元），属于调整 2011年年末余额的累积影响数为 495
万元（盈余公积增加 49.5万元，未分配利润增加 445.5万元）。
该政策变更对 2011年净利润的影响为增加净利润 240万元，
对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为：净利润项目下的未分配利润增

加 240万元；提取盈余公积项目下的盈余公积增加 24万元，
未分配利润减少 24万元。上述影响见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的调整计算表。

由表 3可以看出，2011年的“本年年末余额”项目的调整
额与 2012年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调整后的“本年年初余
额”相一致。这是因为 2012年的“本年年初余额”就是 2011年
年末的各所有者权益项目调整了所有累积影响数以后的余

额，但却不是由 2011年调整后的“本年年末余额”填入，而是
根据 2011年执行原政策下的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按照会计
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总额进行一次性调整而计算得到。

在“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各所有者权益变动原因的项目

中，只对属于 2011年净利润 240万元进行分析调整，这样，
2011年的“年初余额”和“本期增减变动金额”都已调整为执
行新会计政策的数据。

2012年“年初余额”在经过一次性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后

年度

2009
2010
小计

2011
合计

年折
旧额

20
20
40
20
60

账面价值
淤
980
960
-

940
-

公允价值
于

1 100
1 300

-
1 600

-

应纳税暂
时性差盂

120
340

660
-

递延所得
税负债榆

30
55
85
80
165

净利润
调整虞

90
165

255淫
240

495淫淫

表 2 甲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计算表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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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上年年末余额
加院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尧本年年初余额
三尧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渊一冤净利润
渊二冤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渊四冤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的分配
四尧本年年末余额

盈余
公积

+49.5

+49.5

未分配
利润

+445.5

+445.5

合计

+495

+495

盈余
公积

+25.5

+25.5

+24

+49.5

未分配
利润

+229.5

+229.5

+240

-24

+445.5

合计

+255

+255

+240

0

+495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表 3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调整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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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已执行新会计政策的当年各项所有者权益变动数进行分

析填列。所以，2012年的“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各项目不需要
任何调整，到期末时直接根据账面记录数进行分析填列。

根据表 1和表 3可计算出调整后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对比表 1和表 4可以看出，“上年年末余额”项目没做任
何变动，都是按原政策执行的结果。通过调整后的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年和上年的

原有所有者权益余额带来的影响，又可以保证“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各项目在本年和上年所有者权益变动因素中的可比性。

四、结论

会计政策变更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调整，具体包括：

淤对原会计政策下余额的调整，是通过分段计算累积影响数
分别对报告期和比较期的“上年年末余额”进行一次到位的调

整，直接将原有余额调整为新政策下的应有余额。这里的分段

计算累积影响数是指分为比较期和比较期以前这两个时段的

累积影响数。于对比较年度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调整，是通
过单独计算比较年度影响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以及提取盈余

公积数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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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原因的相互关系研究

叶 莲 程腊梅渊教授冤
渊长春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长春 130012冤

【摘要】本文对2009 ~ 2011年度上市公司收到的审计意见进行了分类整理，并仔细阅读了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
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具体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发现每种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成因大都不

是唯一的。文章通过联列表分析的方法找出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报表使用者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为其全面、正确

地理解非标准审计报告、减少投资风险提供参考。

【关键词】上市公司 非标准审计意见 审计准则

一、前言

审计意见是注册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

要求，对财务报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得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后，对于鉴证对象是否符合鉴证标准而发表的意见。对

于财务报表审计而言，则是对财务报表是否已按照适用的会

计准则编制，及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被

审计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表意见。

目前，审计意见分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

意见两大类。非标准审计意见可再分类为无保留意见加事项

段、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四类。现有的研究常

常将审计意见二分类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和非标准无保留意

见，而忽略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不同类型，忽略了这些不同分

类的意见的不同性质和严重性 。在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研

究中，也只对审计报告中出现的原因进行汇总，而很少分析各

种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选取2009 ~ 2011年沪深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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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上年年末余额
加院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尧本年年初余额
三尧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渊一冤净利润
渊二冤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渊四冤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的分配
四尧本年年末余额

盈余
公积

872
49.5

921.5

未分配
利润

1 708
445.5

2153.5

合计

5 320
495

5 815

盈余
公积

800
25.5

825.5

96

921.5

未分配
利润

1 460
229.5

1 689.5

960

-96
-400
2 153.5

合计

5 000
255

5 255

960

0
-400
5 815

项 目

表 4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整后简表）

编制单位院甲公司 2012年度 单位院万元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