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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新会计准则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实现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

同，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本文分别从会计准则变更对盈余管理水平、会计信

息价值相关性、盈余稳健性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综合影响四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会计准则

变更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相关文献，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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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财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包括 １ 项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

具体准则在内的新会计准则，同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又
发布了与新会计准则相配套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形成了一整套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并规

定新准则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在上市公司率先

施行。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标志着中国会计准则

（ＣＡＳ）在国际趋同方面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
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ＩＦＲＳ）的实质性趋

同。 与以往的会计准则变动相比，本次会计准则

的变化较大，预计会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产

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背景下，国内

外关于会计准则变更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影

响的研究也迅速增多。 本文对国内外近年来研究

会计准则变更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相

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本文后续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会计信息质量的内涵；第三、四、五
部分，分别评述了会计准则变更对上市公司盈余

管理水平、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及盈余稳健性三

个方面的影响；第六部分，总结了会计准则变更对

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综合影响；最后一部分，总结

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会计信息质量内涵

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及国家经济资

源调控的基础，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市场的

运行效率及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２０１０ 年美国

ＦＡＳＢ 发布 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ＮＯ．８ 提出，会计信息质量主要有相关性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忠实表达（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可
比性（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可证性（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及时

性（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和可理解性（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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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要求。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ＩＡＳＣ）认为，会
计信息质量特征是指对信息使用者有用的财务报

表信息的各种特性。 这些规定对会计信息质量的

研究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学术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前者主要对会计信息目标

对象的有用性进行研究，而后者主要是对公司盈

余管理水平、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及盈余稳健性

等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定量研究结果。

三、会计准则变更与盈余管理水平
盈余管理一直是会计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之

一，会计准则变更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也成为

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尤其是自 ２００５ 年欧盟

强制引入国际会计准则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

果更加丰富。 本文在这一部分对国内外该领域的

研究进行了总结。
在 ２００５ 年以前，德国上市公司可以自愿选择

是否采用 ＩＦＲＳ，因此 Ｖａｎ 和 Ｖａｎｓｔｒａｅｌｅｎ （２００５）
以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 年德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比较了

采用 ＩＦＲＳ 的上市公司与采用德国标准会计准则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ＡＡＰ）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 研究

结果表明，采用 ＩＦＲＳ 或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ＡＡＰ 对上市公

司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即自愿采用 ＩＦＲＳ
并不能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 此外，
Ｔｈｏｍａｓ 和 Ｓｔｏｌｏｗｙ （２００８） 以最先采用 ＩＦＲＳ 的三

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

对象，分析了 ＩＦＲＳ 的强制引入对盈余管理水平的

影响，得到了与 Ｖａｎ 和 Ｖａｎｓｔｒａｅｌｅｎ （２００５）相似的

结果，即 ＩＦＲＳ 的采用并不能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在法国盈余管理水平甚至有所提高。 他们指出，
虽然会计准则对创建国际通用的商业用语（财务

报告）是必不可少的，但管理层激励和国家制度

等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还建议 ＩＡＳＢ，
ＥＳ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和 ＥＣ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不仅应该努力促进各国实现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还应努力协调管理层激励和

国家制度等因素。 类似的，Ｃａｌｌ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选
用欧盟股票市场上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通过比

较会计准则变化前后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来判

断 ＩＦＲＳ 在欧盟的采用对盈余管理范围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ＩＦＲＳ 之后盈余管理范围有所

扩大。 作者指出，与本土会计准则相比，国际会计

准则适应性较差，存在可操纵空间。 Ｄａｎｉ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以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法国 ３５３ 家上市公司为

样本的研究结果得到了与 Ｖａｎ 和 Ｖａｎｓｔｒａｅｌｅｎ
（２００５） 及 Ｃａｌｌ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不同的结论，即

ＩＡＳ ／ ＩＦＲＳ 的强制引入能够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此外，他们通过检验其他六个可能与盈余管理相

关的因素：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效率、ＣＥＯ 与董事

长职位的分离、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大股东的

存在、外部审计的质量以及是否在国外金融市场

上市，指出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和更多依赖于国

外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而言，ＩＡＳ ／ ＩＦＲＳ 的强制引

入能够减少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使用，从而降低

盈余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会计准则变更对盈余管

理影响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这可能是因为

不同研究所选取的样本以及制度环境存在差异。
如 Ｖａｎ 和 Ｖａｎｓｔｒａｅｌｅｎ （ ２００５ ） 与 Ｄａｎｉ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一方面是由样本期间

和来源不同造成的，另一方面则与制度背景密不

可分。 ２００５ 年以前，欧盟的上市公司可以自愿选

择 ＩＦＲＳ，而 ２００５ 年之后所有欧盟的上市公司必

须采用 ＩＦＲＳ。 同时，Ｄａｎｉ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将造成研

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具体细化到微观层面，包括

公司治理特征及外部监管水平的影响。
沈烈和张西萍（２００７）从狭义盈余管理出发，

结合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分析了会计准则与盈

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同时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新

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空间的影响以及新形势

下企业盈余管理的特点，并提出治理盈余管理的

相关建议。 在实证检验方面，王建刚和刘庆艳

（２００９）选取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运用

截面修正的 Ｊｏｎｅｓ 模型对 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０７ 年度的盈

余管理进行计量。 结果表明，新旧会计准则对上

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影响无显著差异。 同时，他
们的研究还发现新会计准则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同。 刘永涛和翟进步等

（２０１１）选取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沪深两市 Ａ 股非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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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截面回归模型，从盈余平

滑、实现目标利润和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三

个方面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行为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
上市公司盈余平滑行为增加了，并且更多地表现

为通过一些利润操纵手段使利润由微亏变为微盈

的倾向。 同时，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平均

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明显大于新会计准则

实施前。 他们指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行为有所增加。
国内关于新会计准则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

息质量影响的研究结果也产生了分歧。 随着新会

计准则的实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必然会呈现出

新的特点，这一点国内学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于

盈余管理水平的具体影响仍然存在争议。 国内研

究结果的差异不仅来自于样本期间的不同，还产

生于其对盈余管理水平衡量方式和角度的不同。
同时，国内学者实证研究的样本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所选样本是否

真正具有代表性存在一定的争议。
综上所述，虽然理论上来讲会计准则的国际

趋同能够提高会计准则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国

内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会计准则的国际趋

同并不一定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
不同国家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法律体制，国际

会计准则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适应性存在较大差

异，这就可能导致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空间的扩大，
同时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必然会引发上市公司盈余

管理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
不能仅追求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还要结合具体

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努力寻求国际会

计准则与各国具体国情之间的最佳契合点。

四、会计准则变更与会计信息价值相

关性
会计准则变更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会计信息

有用性，学术界对会计信息有用性进行量化衡量

的重要指标就是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 因此，这
一部分将对国内外研究会计准则变更对会计信息

价值相关性影响的文献评述和分析。
２００５ 年之前，德国公司在出具财务报告时，

可以自愿选择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ＡＡＰ、 ＵＳ ＧＡＡＰ 或者

ＩＦＲＳ， Ｂａｒｔｏ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以德国上市公司为样

本，分别比较了采用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ＡＡＰ，ＵＳ ＧＡＡＰ 以

及 ＩＦＲＳ 公司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研究结果

表明，采用 ＵＳ ＧＡＡＰ 的公司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

最高，采用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ＡＡＰ 的公司价值相关性最

低，即 ＵＳ ＧＡＡＰ 和 ＩＦＲＳ 能够提高会计信息价值

相关性。 但是，Ｖａ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通过对德国

公司的研究发现，尽管采用 ＵＳ ＧＡＡＰ 公司盈余的

可预测性较采用 ＩＦＲＳ 更强，但两者在体现价值相

关性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投

资者并不认为 ＵＳ ＧＡＡＰ 计量下的会计信息能够

比 ＩＦＲＳ 提供更多的实质性内容。 Ｅｃｃｈｅｒ 和

Ｈｅａｌｙ （２００３）以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在中国股票市场

上同时采用 ＩＡＳ 和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公司为样

本，研究结果表明前者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

不比后者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１） ＩＡＳ 与中

国会计准则在解释未来现金流方面没有显著差

别；（２）对于那些只能被国际投资者持有的股票，
两者在盈余价值相关性方面相似；（３）对于只能

被国内投资者持有的股票，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

则的会计信息更具有价值相关性。 此外，Ｂａｒ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选取分属于 ２７ 个不同国家，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６ 年间采用 ＩＦＲＳ 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时选

取与之相匹配的采用 ＵＳ ＧＡＡＰ 的公司为对照样

本，检验了这两种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可比性和

价值相关性。 结果表明，与采用 ＩＦＲＳ 的上市公司

相比，采用 ＵＳ ＧＡＡＰ 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价值相

关性更强。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会计准则变更对会计信

息价值相关性影响的研究表明，采用 ＩＦＲＳ 的公司

与采用 ＵＳ ＧＡＡＰ 或者中国本土会计准则的公司

相比，并没有具备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很多情况下

采用 ＩＦＲＳ 甚至还会降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表明 ＩＦＲＳ 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适应性还有待进

一步探索。
罗婷等（２００８）以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７ 年

所有 Ａ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对

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主要研究内容包含

账面价值的相关性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否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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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产生影响两个方面。 结果表

明，新准则实施后，会计信息总体价值相关性有显

著提高。 此外，他们还发现对于非金融行业，非公

允价值净资产比公允价值净资产更具有价值相关

性；而对于金融行业，二者则没有显著差别。 王建

新（２０１０） 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

６７ 家在沪深两市 Ａ 股上市的公司为样本，比较了

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他

们指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利润表会计信息的价

值相关性显著改善，资产负债表会计信息的价值

相关性有所改善。 同时，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投资

者不仅关注企业的短期收益改善情况，也开始关

注企业长期稳定的盈余情况。 因此，新会计准则

中公允价值的引入，提高了经营成果和资产负债

表的价值相关性。 此外，刘永泽和孙翯（２０１１）分
别以我国金融业和非金融业两大类上市公司为样

本，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

信息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新会计准

则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了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价值相关性。 同时，还
指出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未明显受到全

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尽管国内关于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会计信

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衡量

方式展开，但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新会计准则的

实施能够提高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 这与新会计

准则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必然联系，尤其

是公允价值计量方式的引入有助于增强这种价值

相关性。
综上所述，国外实证研究发现，国际会计准则

与本土会计准则相比，并不一定具有更高的价值

相关性，而国内研究普遍表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这

与各国本土会计准则的性质，及其国际会计准则

之间的差异性有关。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

针对不同经济主体会计准则的具体特点进行比较

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做出单一论断。

五、会计准则变更与盈余稳健性
盈余稳健性作为财务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和

惯例，成为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指标之一。 国内

外学者对盈余稳健性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

稳健性是否存在，影响盈余稳健性的因素，盈余稳

健性的经济影响以及会计制度与盈余稳健性关系

等方面。 这一部分将对研究会计准则变更对盈余

稳健性影响的文献进行回顾。
Ｂａ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以来自香港、马来西亚、新

加坡和泰国四个亚洲地区 １９８４—１９９６ 年间的上

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这四个地区上市公司盈余

稳健性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从会

计准则的角度来说，这四个地区上市公司盈余稳

健性与普通法系的国家更为相似，但与大陆法系

国家相比，盈余稳健性程度较低。 作者指出上述

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公司股权集中度较

高，不能够激励管理者披露稳健、及时的会计信

息，从而造成较低的盈余稳健性水平。 同时，研究

结果还进一步表明，会计准则的变更对这些地区

盈余稳健性几乎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Ｒｏ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以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年间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其确认损失的及时

性，检验了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是否能够提高盈余

信息稳健性，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他们发现，在采

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国家，如果财务会计与税务会

计之间联系紧密，那么会计盈余稳健性将会更高。
同时 Ｍａｎｕ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１ 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首先运用

Ｂａｓｕ （１９９７） 模型证明了盈余稳健性在每个国家

的存在，然后研究了会计准则变更对每个国家盈

余稳健性的具体影响。 结果表明，在消除可操控

性应计利润的影响以后，英国公司的盈余稳健性

没有显著变化，而德国和法国公司的盈余稳健水

平显著降低，作者指出这一结果的产生主要是受

制度环境的影响，因为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管理

层有持续降低盈余的动机。
国外关于会计准则变更对会计盈余稳健性影

响的研究，不仅考虑到宏观层面制度背景的影响，
而且进一步分析到微观层面公司差异产生的影

响。 关于盈余稳健性的研究，学者已经逐步开始

细化到针对具体国家、并综合考虑公司层面的特

点进行深入研究。
曲晓辉和邱月华（２００７）以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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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两市全部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检验

了会计制度的强制变迁是否会显著提高我国上市

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 结果表明，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年期间上市公司盈余不具有稳健性，《股份有限

公司会计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增强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

期间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水平；而《企业会计制度》
的实施则显著提高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 年期间上市公

司的盈余稳健性。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一

期间会计盈余显示的稳健性特征主要是由于亏损

公司“洗大澡”造成的。 他们指出，单纯转变会计

制度，并不能改善会计信息质量，还必须配以与之

相匹配的法律和执行机制。 由于西方国家提高盈

余稳健性的方法很难直接应用于我国，因此毛新

述和戴德明（２００８）分析了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

下会计准则变更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并指出以

盈余为基础的监管和评价制度是我国会计制度中

强化稳健性原则的外在制度原因，而根本原因是

稳健性原则的运用作为一种财务报告机制可以改

善盈余质量，并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然而，
迟旭升和洪庆彬（２００９） 基于盈余的及时性、反转

性这两个经典假设，以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年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改进后的 Ｂａｓｕ
（１９９７）模型，检验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对会计盈余

稳健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盈
余稳健性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有限。 然而，部分

学者的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刘斌和徐先知

（２０１０） 以我国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

本结合盈余—股价回报模型的研究发现，新准则

实施前后会计信息均存在盈余稳健性特征，但是

新准则实施后的盈余稳健性有显著降低。 这表明

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对会计盈余稳健性产生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
国内学者研究结论产生差异的原因与样本期

间及衡量盈余稳健性模型的不同有关。 与此同

时，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之后，不同会计要素计

量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对盈余稳健性产生相反的影

响，例如公允价值的采用可能降低盈余稳健性，而
对资产减值损失的规定则可能会提高盈余稳健

性，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新准则中具体会计要素

处理方式变更产生的影响来研究其对盈余稳健性

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现有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准

则变更对盈余稳健性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

一影响具体表现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学术界尚

未达成一致结论。 从现有文献来看，产生这一现

象的原因不仅限于各国不同的制度背景，还受到

样本特征、公司特征（治理结构、盈余管理水平、
所处行业等）及研究角度等因素的影响。

六、会计准则变更与会计信息综合

质量
国内外大量研究会计准则变更对会计信息质

量影响的文献并不仅限于上述的某一个方面，而
是从上述多个维度综合展开研究。 本文在这一部

分将对会计准则变更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综合

影响进行分析。
Ｂａｒｔｈ （２００８） 以来自 ２１ 个国家 ３２７ 家采用

ＩＡＳ 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采用 ＩＡＳ 的公

司比采用本土非 ＵＳ ＧＡＡＰ 会计准则的公司在盈

余管理、盈余稳健性（及时确认损失）以及价值相

关性等方面表现得更好，即具有更高的会计信息

质量。 Ｇｏｒｄ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以美国上市公司为样

本分别比较了采用 ＩＦＲＳ 和采用 ＵＳ ＧＡＡＰ 的收益

属性，发现除了在价值相关性方面 ＩＦＲＳ 表现较好

之外，ＵＳ ＧＡＡＰ 和 ＩＦＲＳ 所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

非常类似。 ＩＦＲＳ 和 ＵＳ ＧＡＡＰ 计量下的收益属性

具有可比性，按照 ＵＳ ＧＡＡＰ 调整的收益具有增量

价值相关性和相对价值相关性，而按照 ＩＦＲＳ 调整

的收益仅仅表现出价值相关性。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采用 ２００５ 年将会计制度从 ＵＳ ＧＡＡＰ 转为 ＩＦＲＳ
的德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这一会计

准则的转换是否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结果表

明，采用 ＩＦＲＳ 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有所降低。 进

一步的研究还表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间一直采用

ＩＦＲＳ 的公司与研究样本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都

有所下降，但是从 ＵＳ ＧＡＡＰ 转向 ＩＦＲＳ 的公司会

计信息质量变化更加明显， 这说明， 采用 ＵＳ
ＧＡＡＰ 能够产生比 ＩＦＲＳ 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

刘峰，等（２００４）提出了一个关于会计信息质

量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认为会计信息质量受外

部机会、会计准则和法律风险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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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会计准则在其中的影响要低于法律风险。
他们采用我国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资本市场的相关数

据，并运用不同模型分别从损益表相关性、资产负

债表相关性及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联合相关性三

个维度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发现没有证据支持

会计准则的变化会带来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但

是，刘泉军和张政伟（２００６）采用规范研究方法，
对中国新会计准则的具体变更进行了分析，认为

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适度运用不会成为利润

操纵的工具，债务重组不会被滥用，利用资产减值

调节利润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 谭洪涛和蔡春

（２００９）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前（２００６）、实施后

（２００７）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盈余管理抑

制、巨额亏损确认的及时性和价值相关性三个方

面比较了会计信息质量。 结果显示新准则实施

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质量在收益平滑限制、巨额

亏损确认及时性、价值相关性等方面有了显著提

高，即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

质量。
国内外关于会计准则变更对会计信息质量影

响的规范研究结果趋于一致，即会计准则国际趋

同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而实证研究则

呈现出以下特点：样本多元化、衡量方式多样化、
研究结果差异化。 这表明，尽管从理论上讲，会计

准则国际趋同，有助于构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但其实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影响却

会因不同国家具体的政治、经济、法律背景而异。
因此，在未来研究当中，不仅要关注会计准则变更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还要关注各国本土会计会计

准则的特点，宏观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以及微

观层面的因素。 因为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及投资

者保护措施，或者没有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来保障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实施，就不能有效提高

会计信息质量。

七、总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分别从会计准则变更对盈余管理水平、

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盈余稳健性以及会计信息

的综合影响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

行了梳理、回顾与总结。 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国

际会计准则的采用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国际学术界也一直呼吁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采
用统一标准化的商业用语来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有

利于全球资本融合，减少信息不对称。 然而，国内

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论断。 国外

关于国际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研究结

论表明，与本土会计准则相比，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并不一定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
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与稳健性。 在某些欧

盟国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反而提高了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这
表明国际会计准则在适应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时

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由于不同国家的

政治、经济、法律体制等宏观环境及公司治理微观

环境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法

律与投资者保护措施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来保

证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而非仅仅追求会

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国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会计准则，尤其是

公允价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

价值相关性，但这种价值相关性是与具体行业相

关的。 同时，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新会计准则在

某些方面确实抑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但同时

在某些方面也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此外，在
新的环境下，盈余管理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因此有必要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盈余管理动机和

行为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之

后，不同会计要素的计量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如
新准则下，允许开发费用有条件资本化、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方式发生改变、不同种类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的处理方式不同等，这些变化都可能会

对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产生影响，并且它

们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影响的程度不同。 因此，
从具体会计要素计量方式选择的角度，研究会计

准则实施之后盈余管理方式和动机的变化具有很

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同时，微观层面公司治理

水平或者股权结构特点如何影响这些盈余管理的

动机和手段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 国内关于

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稳健性影响的研究结

论也产生了分歧，这与研究选取的样本区间、具体

衡量指标及研究角度的不同密切相关。 同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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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对不同会计要素处理方式变更的规定可

能对上市公司盈余稳健性产生方向相反的影响。
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从更加细化的角度探索具

体会计要素计量方式的变更与盈余稳健性的关

系，并关注制度背景、公司治理结构等微观环境的

作用。
对于会计准则变更影响的研究，需要综合考

虑会计准则所依托经济体的政治、法律等环境，同
时结合本土会计准则及研究对象的特点；另一方

面，从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至今，仅 ６ 年时间，而
且研究多以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展开。 同时，由于这一时间段距离新会计准则颁

布时间较近，再加上这一期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

国经济有较大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新会计准

则的实施效果进行长期检验，未来研究还需要对

数据资料进行进一步修正和扩充，从而得到更具

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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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
ｉｎｇ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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