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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η，1-γ）=-η△A （14）
令式（13）、式（14）相等，解得：η=a/bc△A，即当外部

利益相关者惩罚收益bc△A越大，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

成本 a越小，企业内部控制人侵占利益的概率η就越小。当

η小于 a/bc△A时，外部利益相关者占优策略是不监督；如

果η超过 a/bc△A，外部利益相关者就得实施监督以防利

益受损；若η恰好等于 a/bc△A，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与不

监督均可。

内部控制人选择侵占和不侵占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Π（γ，η）=-bγ△A+△A-γ△A （15）
Π（γ，1-η）=0 （16）
令式（15）、式（16）相等，解得：γ=1/（b+1），即当对内

部控制人侵占行为的惩罚系数b越大时，外部利益相关者

选择监督的概率γ越小。当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概率小于

1/（b+1）时，内部控制人更可能选择利益侵占行为；当外

部利益相关者监督概率大于1/（b+1）时，内部控制人更倾

向于本分经营；当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概率等于1/（b+1）
时，内部控制人战略的期望效用是等价的。因此，外部利

益相关者与内部控制人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γ=1/（b+
1），η=a/bc△A），即外部利益相关者以概率γ=1/（b+1）监

督，内部控制人以概率η=a/bc△A选择是否侵占。

此博弈纳什均衡与内部控制人侵占外部利益相关者

利益被处罚的系数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管成本和收益有

关。若对公司犯错的处罚力度很大，外部利益相关者可以

适当放松警惕；若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管成本低，查出公

司违规行为后的收益大，那么公司就要收敛其不当的行

为。模型启示：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管者罚没收益。

三、小结

从以上博弈分析中可以得出：合理压缩独立董事或

监事会的严格监督成本、提高独立董事或监事会过失惩

罚和加大对董事会谋取私利行为的惩罚力度对于防控董

事会侵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增加对董事会检查经理层

逃避责任的奖励，降低检查成本，加大对经理层不称职行

为的处罚，可以有效防止经理层的不履职和侵害股东利

益行为；降低经理层和基层员工工作成本，提高各自积极

工作的奖励收益，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消极怠工的行为；降

低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成本，提高其罚没收益，可以有效

降低内部控制人的利益侵占行为。因此，企业应针对各内

部控制主体间的博弈状况，从主体的激励收益、监督成本

和惩罚损失角度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增加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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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适应经济全球一体化发

展趋势，推动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财政部于 2011年 10
月发布了《小企业会计准则》，并要求符合企业划型标准

中的小企业从 2013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两年多来

《小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如何？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哪

些障碍和问题？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对宁夏六个市县的98
户小企业贯彻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情况进行了系统的

调查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小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样本的选取

为使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能够全面代表宁夏《小

程小琴（教授）

（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银川 750021）

【摘要】本文通过对宁夏98家小企业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情况的调查，发现小企业财会人才匮乏、税收征管

方式不合理、相关部门督导不力和会计服务不到位以及企业的制度不完善等，是导致《小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效果不

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只有切实提高小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加大外部监督力度，加强对小企业财务人员

的培训，才能保证《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小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从业人员

《小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分析及对策
——来自宁夏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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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真实情况，本文的样本范围涉及宁

夏全区六个市县。其中，占样本比重较大的三个地区分别

为：银川市（40.1%）、吴忠市（20%）、固原市（17%）。从选取

样本的行业分布来看，由于宁夏小企业中制造类企业所

占比重较大，因此把制造类企业作为主要样本企业（占样

本量的73%左右），其次是服务类企业（占样本量的22%左

右）。从样本选取的所有制分布来看，由于绝大部分小企

业为民营企业，故将95%以上的样本选择为民营企业。

三、《小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况统计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98个样本企业中，已经执行《小

企业会计准则》的有73户，占样本量的74.49%，即超过2/3
的小企业执行了《小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小企业会计制

度》的有 12户，占样本量的 12.24%；执行行业会计制度的

有6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7户。

四、影响《小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因素

影响《小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因素有很多，导致

宁夏《小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况欠佳的原因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一）宁夏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的不足

1. 宁夏会计人才严重短缺。表1为宁夏会计从业人员

现状统计表。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在宁夏小企业中从事

会计工作的人员数量十分有限，根本无法满足近七万家

小企业的需求。出现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宁夏的小

企业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在薪酬待遇、升职等方面根本无

法和大中型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相竞争。

2. 宁夏小企业会计人员兼职现象普遍。宁夏小企业

由于受到规模和人力资源成本的限制，专职会计人员较

少，小企业会计兼职现象普遍存在，40.5%以上的小企业

都雇佣兼职人员，更有甚者，有的会计兼职人员同时负责

七八家小企业的账目。受工作精力、兼职数量等因素影

响，许多兼职人员学习能力不足，缺乏钻研业务的态度和

敬业精神，对《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会计操作方法变

更等掌握速度较慢。

同时，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宁夏还有 20%左右的小企

业基于自身业务简单和节约人力成本的考虑，没有设置

独立的会计机构和会计岗位，企业会计核算、银行业务与

纳税业务完全依靠规模很小的中介机构代理完成。但目

前宁夏的中介机构从人员素质、业务规范到内部管理水

平都不够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企业会计准则》

在小企业的实施效率与效果。

3. 会计人员学历不高，职称结构不合理。表 2为宁夏

会计从业人员职称、学历统计情况。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发

现：截至2013年6月底，宁夏高级会计人员801人，占总从

业人数的 1%；中级会计人员 6 641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8.7%。大量的会计从业人员处于低职称层次。会计从业人

员中大专学历 30 797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40.3%；本科学

历 22 444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29.4%；拥有硕士以上学历

者占总从业人数的 0.93%。超过 30%多的会计从业人员没

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

（二）会计职能在小企业被轻视

1. 企业业主存在重纳税、轻核算的意识。通过调查发

现，有相当一部分小企业业主认为会计的主要职能就是

完成纳税申报，在企业纳税申报无过错的情况下，会计的

其他职能诸如核算、监督等无关紧要，他们认为企业规模

较小，自己对企业每一时刻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会计

信息了如指掌，企业选择什么样的会计标准不重要。

2. 对信息暴露的担忧。部分小企业业主认为，企业按

规定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必然要完善企业制度，加强

企业管理，可靠、公允地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等信息，尤其是《小企业会计准则》对企业经营成果进一

步细化披露的要求，会暴露企业经营中的若干“商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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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

职称

学历

总计

类 别

高级会计师

中级会计师

初级会计师

无职称

博士

硕士

双学士

本科

大专

中专

高中及以下

76 383人，其中：男性16 328人；女性60 055人

人 数

801

6 641

8 970

59 971

18

692

640

22 444

30 797

8 897

12 895

表 2 宁夏会计从业人员职称、学历统计

分类标准

所在单位
性质

总计

类 别

行政

事业

上市（国有）

上市（非国有）

非上市（国有）

非上市（非国有）

农村

民间非营利

其他组织

无组织

76 383人，其中：男性16 328人；女性60 055人

人 数

7 933

13 311

6 748

752

8 769

15 859

485

327

11 679

10 520

表 1 宁夏会计从业人员现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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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这导致部分小企业业主对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存

在抵触情绪。

3. 企业业主存在轻会计职能、重企业成本的意识。小

企业转换会计标准需要付出成本，比如清产核资、新旧账

目转换、按新准则的要求规范或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等。

如新准则下，企业财务报告数量的增加、内容的细化，不

仅要求企业更换账簿，更需要完善各个方面的财务管理，

这都要付出一定的准则转换成本。同时，随着新旧标准的

转换，企业原有的会计软件系统也要更换、升级甚至重新

购买，这对于一些利润空间本就很小、生产成本刚性较强

的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更有一些小企业的兼职会计人

员因专业素养欠缺而不能适应新准则转换的需要，从而

使新准则的实施受到阻碍。

（三）税收不遵从成本的提高

税收不遵从是指纳税人不真实申报税款、不准确申

报或不及时缴纳税款。

长期以来，一方面我国的小企业大多存在会计核算

不规范、不健全的问题，会计利润的操纵空间和偷漏税空

间较大，财务信息不透明；另一方面，由于小企业数量众

多，作为监督方的税务部门检查能力和精力均有限，税收

检查成本高，对小企业纳税遵从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不

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这导致税务部门对小企业的税收监

管比较松懈，小企业偷逃税款等税收不遵从行为不易被

发现，税收不遵从成本较低。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

改变了这一局面。

《小企业会计准则》增加了小企业纳税人偷税的成

本。首先，《小企业会计准则》与《小企业会计制度》、行业

会计制度相比，在制定过程中较大程度地简化了会计核

算方法，减少了会计准则和税法的差异，降低了小企业会

计核算和申报纳税的成本与难度。这一方面提高了小企

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增强了会计信息的明晰性、真实性，

降低了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另一方面提高了税务

部门对小企业进行税务检查的工作效率，从而增加了小

企业偷漏税行为的成本。其次，《小企业会计准则》最大限

度地缩小了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及小企业操纵会计

利润的空间，提高了小企业纳税人税收不遵从成本。

（四）多项企业标准交叉的困惑

我国当前的会计标准体系处在多项标准交叉并行的

阶段。《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小企业可根据自身规模发

展和会计核算的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小企业会计准则》

或选择针对大中型企业的《企业会计准则》。同时，准则规

定：小企业如在会计实务中遇到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的

非日常业务，应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条款及规定

进行处理。这给部分小企业选择会计标准造成了困扰。不

仅如此，对于刚选择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对《小企业

会计制度》尚未完全掌握的企业而言，要再次转换采用

《小企业会计准则》需要一个接受过程。这种多项会计标

准交叉并行的局面，势必使《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受

到影响。

（五）监督措施缺乏力度

1. 税务部门重税收，轻监管。不少地方税务部门在

《小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没有强行要求小企业必须按

照《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报送会计报表。税务

部门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税款申报的及时性、完整性和真

实性，而对《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转换实施情况关注不够。

2. 财政部门重宣传，轻监督。在《小企业会计准则》颁

布实施的前期及实施过程中，宁夏各级财政部门、小企业

所在地的主管部门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小

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宣传、培训，但受人力短缺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财政部门要对众多的小企业进行实务指导、

监控则力不从心。

3. 市场监督缺失。我国的小企业一方面不向社会公

众发行股票、债券，与公众利益关联不大，另一方面其负

债又主要来自于家族成员，因此小企业会计信息的受众

对象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税务机关和商业银行。宁夏的

税务机关对许多小企业采取核定征收税款的方式，而商

业银行对小企业一般采用抵押贷款的方式，政府往往也

只需了解小企业的宏观发展状况。以上诸因素导致市场

对小企业的会计信息需求降低，对小企业会计信息的监

督弱化。

4. 法律法规不完善，违法成本低。目前，我国已基本

建立了各种规范小企业会计核算行为的会计法规、准则

和制度，然而在会计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上略显单

薄，使得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在实际工作中就会让造假

者有机可乘，会计信息失真情况时有发生。由调查可知，

38%的会计人员认为惩罚力度一般，32%认为惩罚力度宽

松，79%认为违法成本不高。

（六）准则培训的深度与广度不够

《小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理念更新、内容较多、变化较

大，虽然准则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但是对准则的全面理

解、掌握、贯彻实施仍需加强。目前，宁夏的小企业中有

42.6%的企业会计人员没有参加过培训学习，即使一些企

业组织了有关《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培训学习，但时间较

短，使得小企业会计人员对《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掌握程

度不高，运用困难。

五、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会计标准的外部执行力

1. 政府部门应创新准则的宣传与培训方式。宁夏小

企业的会计人员学历水平和职称普遍很低，综合业务素

质也偏低，完全依赖会计人员自身去学习、领悟和执行

《小企业会计准则》难度较大，此时准则宣传方法与培训

方式的选择显得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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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宣传方法的创新。政府部门应转变传统的法规

宣传方式，除利用传统的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体外，也要

通过建立《小企业会计准则》学习的新兴媒介交流群，为

宁夏小企业会计人员学习新准则提供便捷渠道，最大限

度地降低学习成本。二是创新培训方式。各级财政部门应

联合各地的小企业管理部门，对《小企业会计准则》进行

实施前、实施中及实施后的分阶段跟踪培训，使培训工作

循序渐进，扎实有效。在新准则实施之前进行全面、细致

的培训固然重要，但调查中发现，准则实施过程中的培训

更加实用，因为会计人员只有在实务操作中才能发现问

题，此时其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培训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同时财政部门应通过在财政及税务部门的服务大厅开设

《小企业会计准则》咨询窗口、成立准则咨询服务队、成立

财会专业大学生假期准则帮扶队等形式，定期与不定期

地走进企业，为企业会计人员提供现场指导，使《小企业

会计准则》的培训与学习接地气、见实效，同时也可以密

切政务人员与小企业领导和财务人员的关系，及时为小

企业解决准则实施中的困惑。

2. 应凸显税务部门业务指导与法规执行的合力作

用。一方面，区、市、县各级税务部门要依法落实对小企业

的税收优惠，使宁夏的小企业切实享受到准则实施所带

来的税收利益，增加实施准则的动力。与此同时，应将准

则的执行效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及财务人员的工作业绩

联系起来，宣传、奖励执行效果好的小企业及财务人员，

并将不及时按准则要求设置会计科目、账簿及进行会计

核算、编制报表的小企业，及时反馈给主管财政部门，由

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处罚，以提高小企业执行准则的自觉

性。另一方面税收征管人员不仅要熟悉企业的税收法规，

同时应熟悉所管辖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及企业业务与税

法的协同与差异，及时掌握企业存在的纳税调整事项与

非纳税调整事项，并有针对性地对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增

强准则的执行力。

3. 发挥中介机构及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会计师事

务所要充分发挥外部监管及业务指导作用，联合财政部

门定期对各小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等资料进行检查，以

督促小企业对准则的有效执行。同时，对于小企业在会计

处理中的不规范行为，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并监督更正。同

时，应建立以行业自律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体系，如宁夏各

地区的小企业协会、伊斯兰协会等组织，可以通过制定行

业规章制度，建立行业自律指南，将执行《小企业会计准

则》作为协会准入、享受行业优惠政策（如清真产业税收

优惠）的门槛之一，以此来规范、指导并约束协会成员对

准则的执行。

4. 必须严格执行小企业会计人员的准入制度。目前

宁夏对报考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的人员没有相关学历限

制，使得大量的初中、高中毕业，甚至如宁夏南部偏远地

区有的小学毕业人员，在经过一两个月应试培训后，只要

通过《会计学基础》、《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及《初级

会计电算化》或珠算三科考试，就能取得会计从业资格

证，从而上岗从事会计工作，并且考试内容严重滞后，与

实际应用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应提高会计人员执业门

槛，一方面对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的人员应增加学

历限制，如要求具备教育部门认可的中专及以上会计类

专业学历的人员，才有资格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另

一方面，应及时更新考试的理论、实务知识及财务应用软

件，以达到改善《小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现状的目标。

（二）改变企业管理者的短期利益意识

小企业的管理者应以企业的长期利益为目标来看待

会计标准的改革。《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达到了

规范小企业会计核算的目的，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会计信

息质量，为金融机构的信贷额度、信贷条件等信贷决策的

制定提供可靠依据，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长期

困扰小企业的融资难将会得到缓解。同时《小企业会计准

则》为小企业提供了诸多税收优惠，为小企业长期、持续

的效益增长创造了有利机会。因此，小企业的管理者必须

转变短期利益受损的思想，尽快地、准确地将准则规范运

用到企业的会计核算和纳税工作中，达到减税效果，推动

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宁夏地区会计人才培养，提高小企业会计

人员素质

宁夏由于受地域、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难以吸引

区外优秀的会计人才进入，小企业更是“望高端会计人才

而兴叹”。因此，要提高会计人员素质，首先需加强宁夏本

土会计人才的培养。宁夏教育部门应联合财政、企业等

多方力量，加大对宁夏地区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的投入，改

变会计人才短缺的现状。同时对现有会计人员应加强岗

位责任制管理，杜绝不合格的会计人员上岗执业。其次，

企业应从长远利益出发，重视对会计人员的终身教育与

培训，使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职业素养与执业能力与时

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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