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實施小企業會計準則對台商會計作業的影響 

文／李仁祥 

大陸將從2013年起全面推行《小企業會計準則》，從2013年起所有大陸符合規定的小微企業(包

含內外資)通通要適用此一會計準則，根據大陸中小企業協會的統計，中小企業占所有企業數量的

99.74%，吸收就業人數的比例為86.3%，占營收的比率也達到72.66%。因此相信比較多數的台商也

都是在適用《小企業會計準則》的範圍內，只是中小型台商也可提早升級適用《企業會計準則》。

但是為了簡化會計處理作業，在可預見範圍內，部分規模較小的台商可能仍會優先採用簡化會計處

理的《小企業會計準則》。 

無論如何明年度實施的《小企業會計準則》將影響到大陸大多數企業的會計處理，就算打算適

用《企業會計準則》的中大型台商都須要先瞭解《小企業會計準則》的主要內容，才能真正評估並

作出正確的選擇。  

大陸對會計作業準則適用標準的規定 

（一）大陸企業會計準則演變階段：（表一） 

 

大陸明年將實施的《小企業會計準則》適用於符合《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中的小型與微型

企業。 

根據大陸2011年6月工業和資訊化部、國家統計局、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四部門研究制定的《中

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中小企業劃分為中型、小型、微型三種類型（具體規定可詳見《關於印發

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通知》工信部聯企業〔2011〕300號）。規定的具體行業包括：農、林、

牧、漁業，工業，建築業，批發業，零售業，交通運輸業（不含鐵路運輸業），倉儲業，郵政業，

住宿業，餐飲業，資訊傳輸業，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租賃和商務

服務業，其他未列明行業（包括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

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 

（二）常見行業企業類型劃型標準： （表二） 



 

 

 

根據表二劃型標準，可整理適用《企業會計準則》與《小企業會計準則》的常見部份企業標準

如表三： 

 

但符合條件的小型與微型企業可以按照《小企業會計準則》進行會計處理，也可以選擇執行

《企業會計準則》。同時，需要注意以下特殊事項： 

1. 執行《小企業會計準則》的小企業，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在《小企業會計準則》未作規定的，

可以參照《企業會計準則》中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2. 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的小企業，不得在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的同時，部份選擇執行《小企

業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 

3. 執行《小企業會計準則》的小企業公開發行股票或者債券的，應當轉為執行《企業會計準則》；



 

 

因經營規模或企業性質變化導致不符合小企業標準而成為大中型企業或金融企業的，應當從次

年的1月1日起轉為執行《企業會計準則》。 

4. 已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的上市公司、大中型企業和小企業，不得轉為執行《小企業會計準則》。 

5. 在《小企業會計準則》生效前已執行《企業會計制度》的小企業，仍可繼續執行《企業會計制度》，

也可以選擇執行《企業會計準則》，也可以選擇執行《小企業會計準則》。 

6. 在《小企業會計準則》生效後設立的小企業，應執行《小企業會計準則》，也可以選擇執行《企業

會計準則》。 

將來大陸將逐步廢除《企業會計制度》，未來將只剩下《企業會計準則》與《小企業會計準則》。

因為現在大陸的台商大部份均為執行《企業會計制度》，未來均面臨改變會計準則的問題。 

大陸《小企業會計準則》與現行通用的《企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準則》

的主要差異 

和小企業此前適用的《小企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制度》相比，《小企業會計準則》的變

化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即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和財務報表。 

（一） 在資產方面，《小企業會計準則》按照成本計量，不計提資產減值準備，而資產實際損失的

確定參照了稅法中有關資產損失所得稅稅前扣除標準； 

（二） 負債方面，《小企業會計準則》則要求以實際發生額入賬，擴大了應付職工薪酬核算的範圍； 

（三） 所有者權益方面，《小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了資本公積的核算範圍僅為資本溢價； 

（四） 收入方面，《小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減少了關於風險報酬轉移的職業判斷，這樣大大減少

了財務資訊的不確定性，可以避免人為調節利潤的風險； 

財務報表方面，相對於《企業會計準則》、《企業會計制度》，《小企業會計準則》充分考慮

小企業的特點，在以下方面進行了簡化： 

1. 小企業經濟業務相對簡單，一級會計科目設置明顯減少(156個→90個→66個)； 

2. 考慮到小企業會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及企業規模特點，簡化了部分業務的賬務處理； 

3. 兼顧包含使用者決策和編報的成本效益原則。 

4. 考慮到小企業會計資訊使用者的需求和業務特點，《小企業會計準則》對現金流量表進行了簡化。 

具體表現在三大財務報表的主要差異如下: 

（一）資產負債表 

1. 取消應收補貼款與待攤費用； 

2. 增加存貨的明細科目數額； 

3. 增加生產性生物資產、開發支出、改其他長期資產為其他非流動性資產； 

4. 取消遞延稅款； 

5. 合併應付工資與應付福利費為應付職工薪酬； 

6. 改應交稅金為應交稅費； 

7. 增加應付利息； 

8. 改應付股利為應付利潤； 

9. 取消其他應交款、預提費用、預計負債、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負債； 



 

 

10. 取消應付債券、專項應付款； 

11. 改其他長期負債為其他非流動負載； 

12. 增加遞延收益； 

13. 取消已歸還投資、取消盈餘公積之明細科目(法定公益金)。 

（二）利潤表 

1. 主營業務收入/主營業務成本改營業收入/營業成本(但科目表沒改) 

2. 營業稅金及附加增加明細科目 

3. 取消主營業務利潤、其他業務利潤 

4. 改營業費用為銷售費用，銷售費用增加明細科目。 

5. 管理費用增加明細科目。 

6. 財務費用增加明細科目。 

7. 營業外收入增加政府補貼收入(原補貼收入取消) 

8. 營業外支出增加明細科目。 

（三）現金流量表 

1. 各資訊增列上期金額 

2. 取消匯率變動對現金的影響 

3. 取消補充資料 

大陸台商現有財務記帳軟件如何配合新準則作相應的修改 

現階段使用企業會計制度財務軟體的公司，應注意未雨綢繆，要及早注意軟體的更新和升級。

在過渡到使用小企業會計準則財務軟體時，常會遇到以下幾種狀況，以下針對幾種常見的情況加以

分析和講解 ，提供一些因應的方法。 

（一）財務軟體中的會計科目設置問題 

1. 現有的制度中的一級科目很多需要拿掉了，針對這一部分，如果是自己公司開發的軟體，要注意

這部分科目不能一刪了之，要注意它的上期餘額，要轉換到新的小企業會計準則的相應科目。 

2. 還有一部分會計科目名稱是一樣的，但是他的科目編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對應的財務報表的核

算序號(即行號)也是有變化的。這一部分，要特別注意的核算序號的對應關係，因為財務報表資

料分類匯總的依據就是參照它的核算序號。 

（二）軟體的開賬問題 

1. 針對使用會計制度的企業過渡到小企業會計準則，會涉及到開賬建立期初數的問題，建議在年末

或者半年度的時候進行，重新建立採用小企業會計準則帳套，在轉換的過程中，一般情況下，應

該人工輸入期初餘額。  

2. 有些財務軟體提供自動導成小企業會計準則期初數的功能，但要特別注意，期初開賬不是簡單的

對應科目名稱，把科目餘額填過去就可以了，因為部分新採用的小企業會計準則科目的定義已經

發生變化，要仔細分析它的定義後才進行轉換。 

（三）軟體的財務報表格式修正問題 

1. 小企業會計準則中財務報表資料勾稽關係有很大變化，要特別注意各個資料的勾稽關係。 

2. 在新的小企業會計準則財務報表中，資產負債表把存貨分的更細、利潤表中把營業稅及附加分的



 

 

更細，在這之前是不需要表現出來的。此外還有很多這樣的差異，所以要是自行開發的軟體要特

別注意。 

（四）軟體的改進和升級 

1. 如果使用的軟體是自己開發的，要特別注意會計科目和財務報表的實質含義，來做出軟體的修正。 

2. 如果公司使用套裝軟體，應提前詢問升級的相關事宜，以及是否有按時交納軟體維護費，當然也

有些小的套裝軟體，可能早已人去樓空無力提供升級服務，就要考慮是否更換新的財務軟體。 

3. 如果以前的軟體使用的並不好，或者積欠大筆的軟件維護費或者還沒有使用財務軟體的，也可以

趁這個機會選擇有《企業會計準則》與《小企業會計準則》不同版本的財務軟件。 

4. 還有一種模式是，繼續使用現有的財務軟體，在需要報稅和向各級主管部門報送財務報告時，以

人工或Excel填製企業會計準則的財務報表。 

5. 使用新版本財務軟件時應經過完整測試或與舊版本併行作業一段時間確保數據及邏輯關係正確，

大陸之前規定企業從手工帳切換到電腦帳時應平行作業三個月，可供參考。 

（五）針對兩岸不同會計科目的建議 

1. 由於很多台灣母公司希望大陸的關係企業也統一使用台灣母公司的會計科目來做賬，這裏特別提

醒，大陸對於會計一級科目的使用與報表格式是有統一的要求，如果遵照台灣母公司的會計科目，

須讓大陸財會部門增加很多人工作業，而且因為要讓大陸當地的財務人員重新學習、習慣台灣的

會計科目，可能須要經過長時間的培訓，不利企業招聘有經驗、能力較強的財務人員，如果招聘

沒經驗的人員，又面臨人員流動率高的問題。所以大陸子公司的會計科目的使用應盡量本土化，

以符合大陸會計相關法規的強制規定。 

2. 如果為了兩岸編列合併報表的需要，應該使用大陸統一的會計科目，讓軟體公司編寫將大陸會計

科目、會計報表轉換成符合台灣母公司需求的軟體，這樣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讓大陸會計

人員還是繼續使用習慣的會計科目，以減少企業的的負擔。  

（本文作者為昆山漢邦管理顧問公司/上海致群會計師事務所總經理） 

（本文不代表本會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