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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视角下大陆、香港会计准则差异分析

刘媛媛（副教授） 朱 彧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 大连 116025）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A+H股双重披露下净利润的差异，认为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大陆、香港会计准

则差异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两地会计准则趋同后仍然存在着实质性差异。可比性作为有用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特征，会计准则的趋同是实现可比性的一个必要步骤，而非充分步骤。本文强调了“可比性”内涵的扩展，认为对于

同一家企业的相同经济业务，A股和H股中处理方法的不同也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不可比。由于准则本身的差异以及

准则执行的差异，两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会计准则差异 可比性 国际趋同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 2003年我国
大陆和香港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之后，两地资本市场的相互开放和相互对接有了
进一步的发展。2007 年，大陆与香港准则制定机构签署了

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地会计准则的等效互认。在两地会计

准则实现三年时间等效后，我国大陆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2010年12月获准可以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内地在港上市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进一步深化了大陆与香港会计交流

与合作。会计准则和法规的要求对提高A+H股上市公司

部的公司存在财务公司的货币资金属于受限制的货币资

金，则这部分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不会体现为该公司的年

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但是从集团整体的角度看，这

部分货币资金仍然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将其还原到年

末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中。

例4：沿用例1资料，并假定A公司存于财务公司的80
万元现金余额中有 40万元属于受限制的货币资金。则本
年A公司、C公司和企业集团合并的现金流量情况见表4。

相关说明如下：

1. 对于A公司的个别报表而言，由于在财务公司的
80万元存款余额中存在40万元受限制的货币资金，因此
其年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余额应为40万元。也就是说，其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只收到了 60万元现金，其他 40万元
不属于现金流量表概念上的现金，应从“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中扣除。

2. C财务公司个别现金流量表不受影响，与例1相同。
3. 站在集团合并现金流量表的角度，A公司受限制的

货币资金实际上仍能自由支取，因此应做如下抵销处理：

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40万元；贷：吸收存款
40万元。
这是一笔现金流量表的单边抵销分录，抵销后的结

果与例 1相同，也与其经济实质一致。这是第四个特殊考
虑。

通过上述例证不难看出，在集团内部存在财务公司

的情况下，集团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存在上述几种特

殊情况，并且在这些情形之中，除财务公司发放贷款及其

他集团内公司归还借款的情形涉及双边现金流抵销

外，其他三种情形下都只涉及现金流量表单边的科目抵

销。而这些单边现金流量也正是造成集团内存在财务公

司时合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不能直接简单加总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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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A公司

60

-

20

-

40

40

-

40

C公司

-

80

-

-

80

80

-

80

抵销数1

-

-80

-

-

-80

-80

-

抵销数2

40

-

-

-

40

40

-

合并数

100

-

20

-

80

80

-

80

表 4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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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的可比性有着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会计环境等差异，我国大陆会计准则与香港会计准则

也不尽相同。

基于财务报告的可比性要求，我国大陆会计准则规

定，对于我国境内同时拥有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在定
期披露财务报告时，除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表，还应依据国际会计准则或者香港会计准则编制调整

的财务报表。按照香港的证券监管法令，在香港上市的大

陆公司需要同时披露按照香港和大陆会计准则编制的财

务报告并披露差异的数额和原因。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2006年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以
及大陆、香港两地经济交流的不断加深，两地间会计准则

还存在哪些方面的差异，有哪些因素影响着A+H股的接
轨？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即使在目前两地会计准则协调

和趋同以及取消双重审计的背景下，净利润差异额、差异

程度呈下降趋势，差异本身依然存在，并且由于准则执行

的差异，两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还有待增强。

二、A+H股上市公司报告利润差异分析
本文收集了A+H股共计82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

样本公司均需公开披露经国内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2007
~ 2012年年度财务报告数据，所以剔除数据缺失严重以致
影响分析的样本公司。经过筛选、剔除之后，选出 71家上
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报告利润差异计算公式为：净利润差异额=P2-P1；净

利润差异率=（P2-P1）/P1×100%。
其中：P1为按照大陆会计准则编制的利润表中的净利

润，P2为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编制的利润表中的净利润值，

样本数据中的净利润是指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根据公式计算出71家公司2007 ~ 2012年的净利润差
异率后，为了排除个别因素的影响，剔除了 5个最大值和
最小值。71家A+H公司 2007 ~ 2012年的净利润差异率趋
势如下图所示：

由图 1可以看出，A+H公司净利润差异率的绝对值
在 2007 ~ 2012年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按照大陆会
计准则计算的净利润与按香港或者国际会计准则标准计

算的净利润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具体的差异分布还需

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从净利润差异额的变化情况来看：正差异的样本数

2007 ~ 2009年基本持平，但自2009年开始不断减少；负差
异的样本数在 2007 ~ 2011年间一直在逐渐减少，但在
2012年有略微上升。
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7 ~ 2011年五年中，每一

个会计年度差异额为正的样本量都大于差异额为负的样

本量，至2012年正负差异额的样本量数目趋近相同，说明
谨慎性会计原则充分发挥了作用，使会计报表在表述上

更具稳健性。

零差异的样本数 2007 ~ 2012年逐年都在增长，而且
零差异的样本从 2007年的9个增加到 2012年的 49个，增
长幅度较大，这也就说明大陆企业会计准则与香港财务

报告准则之间的净利润差异正在逐年缩小。

三、2010 ~ 2012年A+H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差异的主
要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究A+H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差异的主要
影响因素，本文对各个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不同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表差异调节表”中的数据进行摘录并进行分析，

寻找导致净利润数据存在差异的共性影响因素。为了突

出实效性，本文只研究了 2010 ~ 2012年这三年中导致净
利润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为了突出导致A+H股上市公司净利润产生差异的主
要原因，本文选取了 2010 ~ 2012年中净利润差异率较大
的有代表性的6家公司，分别是：中国东方航空股份、中国
国航、华电国际电力、北京北辰实业、兖州煤业、中煤能

源，所选企业分别属于交通运输、公共事业、采掘、建筑建

材、房地产等行业。

以上 6家公司 2010 ~ 2012年净利润差异的主要影响
因素及金额见表2，其中H股报表净利润大于A股报表净
利润的数额为正数，相反则为负数。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年报中“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

数据差异”这一项目还列示了税务及少数股东权益的影

响差异。表3将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正差异

样本数

35

33

35

28

18

8

占百分比

49.30%

46.48%

49.30%

39.44%

25.35%

11.27%

负差异

样本数

27

20

14

13

11

14

占百分比

38.03%

28.17%

19.72%

18.31%

15.49%

19.72%

零差异

样本数

9

18

22

30

42

49

占百分比

12.67%

25.35%

30.98%

42.25%

59.15%

69.01%

样本数

有效数

71

71

71

71

71

71

表 1 2007~2012年A+H公司
净利润正负差异数的统计表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1.857%

1.081%

0.659%
0.480%

0.174% -0.056%

2.000%

1.500%

1.000%

0.500%

0.000%

-0.500%

A+H公司2007~2012年的净利润差异率

年份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4.9上·91·□

四、大陆、香港会计准则差

异对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差异，香港会计师

公会与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已

按《香港和大陆会计准则趋同联

合声明》附件二的持续等效机制

进行多番讨论研究，于2008年8
月份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2号》要求同时发行A股和H
股的上市公司，除部分长期资产

减值损失的转回以及关联方披

露两项准则差异外，对于同一交

易事项，应当在A股和H股财务
报告中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运

用相同的会计估计进行确认、计

量和报告，不得在A股和H股财
务报告中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

但是企业在具体执行过程

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要求进行会

计处理。以华电国际为例，2011
年A股和H股报表中政府补助
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13 478
千元，2012年这一因素的影响增
加到25 247千元。产生这一差异
的原因是，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满足一定条件的政府补助会

先计入长期负债，并当有关的工

程符合政府补助的要求时，在其

有关资产的使用年限内按直线

法摊销计入利润表内；但是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有政府文件规定计入资

本公积的）不确认为递延收益。

两种准则下与资产有关的政府

补助处理方法的不同导致按企

业会计准则披露的净利润低于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披露的净

利润。

那么上述差异是否会影响

两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呢？答案

是肯定的。虽然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IASB）概念框架将可比性
定义为：对于相同的经济业务，

不同的会计主体能反映相同的

情况；相反，对于不同的经济业

东方航空

中国国航

华电国际

兖州煤业

中煤能源

北辰实业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42 146

-29 118

-29 410

-6 053

-6 053

7 547

政府
补助

-18 264

152 387

76 552

11 838

13 478

25 247

5 956

3 710

固定资产
及减值

-83 765

-9 288

-21 958

-387 353

-83 510

-146 174

2 686

2 686

2 686

土地
使用权

8 420

8 420

-79 393

退休
福利

-347 936

-326 145

-401 901

安全生产
费用

3 845

26 135

369 555

426 113

-738 447

745 248

409 669

-626 360

投资性
房地产

894 043

701 059

333 934

其他

96 959

-446 235

-237 584

20 453

24 966

-123 760

表 2 2010~2012年引起净利润差异的主要因素 单位：千元

差异项目

政府
补助

安全生产
费用

固定资产
及减值

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
合并

土地
使用权

退休后福
利的准备

投资性房
地产

大陆企业会计准则

政府提供的补助或专项拨款，与购买固定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作为资本公积处理，计入资本
公积，形成的相关资产在其可使用的年限内进
行摊销；准则未进行规定的，企业取得有条件
的政府补助作为负债处理，在符合条件的情况
下转入当期收入，企业取得无条件的政府补助
直接作为当期收入处理

煤炭企业应根据煤炭产量计提维简费、安全生
产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计入当期费用，
并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

企业进行公司改制重组时，固定资产应以评估
价值为基础确认为认定成本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在企业合并
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并日在被合
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
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的差额，应
当调整合并方权益科目

公司重组上市时集团投入本公司的土地使用
权，以评估值减累计摊销列账

员工的统筹外福利费用于实际发生时入账

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按其预计使用寿
命及净残值率相应计提折旧或摊销

国际（香港）企业会计准则

与购买固定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冲减相关资产
的成本，满足一定条件的政府补助应先记作长期负
债，当工程符合相关要求时，在与其有关资产的使
用年限内按直线法摊销并计入利润表

对在规定使用范围内的费用性支出，于费用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本性支出则于发生时确认为
物业、厂房及设备，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同
时按照当期维简费和安全生产费等的实际使用金
额在所有者权益内部进行结转，冲减专项储备项目
并增加未分配利润，以专项储备余额冲减至零为限

固定资产以历史成本减累计折旧列示。于按照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净利润
的调整代表于相关年度冲回由固定资产重估金额
与历史成本之间的差异(重估增减值)引起的年度的
折旧费用、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转回，以及处
置重估固定资产的损益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采用购买法记录上述收购。合并
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公允
价值进行计量。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记录为商誉

土地使用权作为经营性租赁预付款，以历史成本列
示

非社会统筹的员工退休后福利被划定为定额福利
计划，相关退休后福利需在员工服务期内作出预提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计提折旧或摊
销

表 3 两地会计准则主要差异因素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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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计信息能反映其差异。但是笔者扩充了可比性的内

涵，认为对于进行双重披露的A+H股上市公司而言，在A
股和H股的报表中对于同一项经济业务进行的会计处理
不同，最后导致报表中净利润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很显然

这时的会计信息是不具有可比性的。

此时就需要考虑，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受哪些因素的

影响呢？实际上，公司特征、会计制度改革、投资者保护制

度、公司治理机制、审计监管等因素均在财务报告生成过

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都可能对会计信息可比

性产生影响。与H股市场相比，A股资本市场成熟度更
低，投资者的理性程度较低，华电国际在A股的年报中
将政府补助采用较为稳健的计量模式，降低了净利润的

波动率，有助于抑制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因而我们

在分析两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时，不仅需要分析准则本

身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公司在A股和H股的报告
中在会计政策选择上的差异，也就是准则执行的差异。

以洛阳玻璃为例，由于大陆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告

中列示的土地使用权包含有控股公司无偿划拨的土地

经评估增值部分，即大陆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告以公允

价值计量，而在香港会计准则财务报告中采用成本计量

模式列示，即香港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列示这部分土地的

成本是零成本，因资产成本计量模式差异造成成本差

异，也因此造成洛阳玻璃 2011年出售土地使用权收益的
差异25 662 985.62元。

可以看出，虽然A+H股净利润差异率呈逐年缩小的
趋势，但由于部分企业在准则执行上的差异，造成两地会

计信息的不可比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并且提醒我们在缩

小两地会计信息差异时，不仅仅需要关注缩小准则本身

的差异，还应监督企业在准则执行时是否利用会计政策

的选择来达到盈余管理等目的，从而降低了两地会计信

息的可比性。

五、关于提高大陆、香港财务报告可比性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两地会计准则差异依旧存在，实现两

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也远不止准则等效就可以做到。在

此，笔者就如何提高两地财务报告可比性提几点建议。

一是在会计政策与方法的选择上，香港在会计处理

方法上强调职业判断、自由选择，而大陆由于政策管制较

为严格，选择方法往往不够自由。因而应该优化大陆会计

政策与方法的选择，企业应该多加强与会计服务机构的

沟通，在合理范围内使企业选择能生产更高质量会计信

息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不仅

会计政策相同，会计政策执行结果也相同的目标。

二是针对我国缺乏完善、发达的市场环境的问题，一

方面我国应不断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进一步

规范企业交易行为，增强资本的流动性，完善资本市场的

建设。另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控，使市场的价

格机制真正发挥作用，正确地反映资产的公允价值，提高

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三是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从业人员、注册会计师，对于

两地会计准则仍存在的差异，在处理会计信息时应尽量

做到对于同一企业的同一经济业务两地在会计政策的选

择以及会计处理方法上尽量相同，从而增强财务报告的

可比性。并且大力推进会计知识普及教育，提高信息使用

者的专业知识，使得投资者能正确区分财务报告中的“相

同”与“差异”对可比性的影响。

四是积极推进两地会计准则的协调，进一步缩小大

陆会计准则与香港会计准则的差异。目前，为了缩小两地

会计准则的差异，财政部和香港会计师公会都做出了很

大的努力，根据2010年“香港和大陆会计准则趋同联合声
明”更新文件，于香港会计师公会2008年和2009年的趋同
更新文件中指出的十项差异现在已经减少到三项。但除

继续缩小准则中的差异外，两地还应加强沟通，对准则中

差异的减小是否会导致会计处理中差异的减小，进而导

致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进行反馈。并且应该增强准则

制定者、财务报告编制人员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这三方

的交流，讨论目前的差异是否影响财务报告的可比性以

及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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