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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的持续深入发展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创造了崭新机遇。本文立足

于“一带一路”这一背景,深度探究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细致梳理在实施过程中遭遇

的众多问题,并且以此为基础,给出极具针对性的国际化路径。借助强化与沿线国家在会计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优化准则的制定机制、培育国际化的会计人才等一系列手段,促进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更优地融入

国际会计体系,增强中国在国际会计领域的影响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予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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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s. This paper, gr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oroughl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carefully examines the various challenges encountered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and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enhancing account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optimizing standard-setting mechanisms, and culti vating internationally 

competent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this study aims to facilitate better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ccounting 

standards into the global accounting framework. These efforts will strengthen China's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governance and provide robust support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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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一带一路”乃是推动沿线

国家共同走向繁荣、协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

积极涉足国际市场。伴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获取新成效,

中国同沿线各国间的经济交流愈发紧密,贸易投资规模不断

延展。在此进程里,企业跨国经营活动遭遇着繁杂多元的会计

环境以及规则差别。会计准则身为国际商业的通用语言,其国

际化进程在推动资源于全球范畴内的合理调配、助力跨国企

业的高效运作以及增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方面,有着关键作

用。就中国来讲,达成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不但能够提高

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竞争力,也能够强化中国在国

际会计领域的话语权重。故而,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有效途径,成为当下亟需钻研的重要

课题。 

1 “一带一路”下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意义 

1.1促进跨国经济合作 

统一且优质的企业会计准则能够显著削减不同国家企业间

财务信息的理解耗费,促使各国企业于财务交流时实现畅通无

阻的沟通。尤其是在共建基础设施项目的协作里,倘若具备统一

的会计准则,双方企业便能依照相同的标准呈交财务报表,投资

者能够凭借财务信息对项目予以精确评估,从而作出科学、合理

的投资决策,推动沿线国家于各个范畴展开深度合作。 

1.2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境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会因不同国家会计准则存在差异

而遭遇若干难题,像财务报表编制成本上升之类。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走向国际化,不但有利于中国企业同国际对接,而且能切实

增强财务报表的通用性,让其在国际市场中得到认同,从而为企

业争取到更多的合作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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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提升中国在国际会计领域的地位 

积极推动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对中国而言,乃是在

国际会计领域彰显自身实力与理念的关键契机。借由和沿线国

家强化会计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能够把自身于会计准则制

定以及实践里获取的经验融入国际会计体系,参与到国际会计

规则的制定当中,逐步增强国际话语权,并在推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于会计领域开展合作时发挥引领效用,有益于构建起

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会计秩序。 

2 “一带一路”下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现状 

2.1已取得的成绩 

2.1.1准则趋同进程加快 

历经多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不断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靠

拢,当下在众多关键领域已达成与国际准则的高度契合。就金融

工具会计准则而言,对金融工具确认、金融资产转移以及套期保

值等准则进行了全面修订,令其在分类、计量、减值等核心要点

上与国际准则实现实质趋同,增强了中国企业财务报表同国际

同行的可比性,为企业于国际资本市场中的融资等活动给予了

有力支持。 

2.1.2跨境合作增多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主动投身于国际会计

准则的制定与完善事宜当中,同沿线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

制定机构的协作愈发紧密。中国派遣专家加入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IASB)的相关事务,将中国在特定行业、特殊交易事项

的会计实践经验予以提供,为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注入中国

智慧。与此同时,中国还和众多沿线国家构建起会计交流的机

制,借由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方式,持续增进彼

此之间的合作。 

2.2面临的挑战 

2.2.1会计准则多样性差异大 

“一带一路”所涵盖的沿线国家数量众多,这些国家在经济

发展水平、法律制度、文化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由此致使它

们的会计准则体系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别。一些发达国家所制定

的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接轨情况较为良好,然而不

少发展中国家仍处在会计准则的构建阶段,和国际会计准则相

比,差距较大。这种多样化的局面,令中国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

活动时,面临着繁杂的会计处理环境。举例来讲,在中亚地区,

部分国家在资产计价、收入确认等方面的会计准则,和中国企业

的会计准则存在众多不同之处,这对中国企业在当地设立子公

司以及开展业务颇为不利。 

2.2.2会计人才短缺 

为推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走向国际化,迫切需要一大批复

合型的会计人才,他们不仅要深谙中国会计准则,还需熟知国际

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惯例,并且拥有跨文化沟通的能力。然而,

当下国内此类人才的数量难以契合企业不断增长的国际化需

要。其一,高校的培养体系在课程规划、实践教学等环节和国际

会计人才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其二,企业内部针对国际

会计知识的培训系统尚未健全。众多会计人员对沿线国家的会

计准则缺乏深刻认识,在应对跨国经营的复杂会计问题时往往

力不从心。 

2.2.3缺乏区域协调机制 

尽管中国针对与沿线国家的会计合作付出了众多努力,然

而当下于“一带一路”区域之中,尚未构建起统一且行之有效的

会计准则协调机制。由于协调机制的缺失,各国间会计准则存在

的差异难以获得系统性的化解,在进行跨境交易衔接的处理时

也缺少统一的规范。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还在一定程

度上对区域内经济合作的效率造成了影响。 

3 “一带一路”下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路径

选择 

3.1加强区域会计交流与合作 

中国携手沿线国家的关键经济体,并与其一同建立“一带

一路”会计合作组织,能够周期性开会,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

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计学术领域以及实务领域进行交流的

平台。“一带一路”会计合作组织能深入了解各国会计准则差异,

拟定适用“一带一路”区域会计准则。当下,对于沿线国家在固

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取、无形资产的认定标准等常见的差异问

题,能够给出统一的处理建议。给企业的跨国经营给予更清晰明

确的会计引导,促进区域内会计准则的协同进步,不断增强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在该区域的影响力。 

3.2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机制 

密切留意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以及“一带一路”推进期间

涌现的新经济业务与交易模式,预先筹谋并研究确立相应的会

计准则。鉴于数字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迅猛发展,

就数字资产的确认、计量以及报告等事宜拟定具有前瞻性的会

计准则。充分顾及不同国家的特性,强化准则的适配性。在制定

有关特定行业的会计准则时,深度探究沿线国家相关行业的发

展水平,保证所制定的准则能够在各类经济环境中有效施行。 

激励国内的企业、学术界以及实务界广泛加入会计准则的

制定流程,广泛倾听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在“一带一路”的建设

进程中,众多民营企业踊跃参与国际市场,应当全面收集这些企

业在跨境经营期间遭遇的会计问题,将其归入准则制定的考虑

范畴。邀请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外国专家参与中国会计准

则制定的研讨活动,汲取国际的先进经验,提升会计准则制定的

科学性。 

3.3加快国际化会计人才培养 

高校需对课程设置予以优化,增添诸如国际会计准则、国际

税法、跨文化商务沟通之类的相关课程,构建起成体系的国际化

会计人才培育课程架构。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携手企业以及会计

师事务所共建实习基地,给学生创造接触国际会计实际业务的

契机。就比如,高校与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所设立的分支机构展开合作,安排学生前往海外实习,让

学生亲身感受不同国家的会计工作环境,锤炼学生的实际操作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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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注重会计人员国际业务能力的提高,组织具有针

对性的培训活动。周期性地邀请国际会计领域的专家举行讲座,

增进会计人员对国际会计准则的理解与运用。选拔出杰出的会

计人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项目,学习国际前沿的会计技术。激励

会计人员获取国际公认的会计资格证书,像国际注册会计师

(ACCA)等等,提升企业会计人员的国际化水准。 

3.4推动中国会计准则国际传播与应用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当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一带一

路”会计准则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此平台对中国以及沿线国家

的会计准则、会计案例和相关解读资料予以整合,并实施智能化

的分类操作。借由这一平台,给各国企业供应便捷的学习咨询工

具,助推中国会计准则于沿线国家的推广。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

提供在线咨询服务,针对用户在学习和运用中国会计准则期间

碰到的问题给予实时的解答。 

在“一带一路”当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等大型跨

境项目里,大力推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运用。通过和沿线国家

一同展开项目合作,跟当地企业展开沟通与协商,促使中国会计

准则被纳入项目的财务管理体系。在项目施行的进程中,为当地

的会计人员展开培训,让其熟知中国会计准则的应用方式。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建设的大型电站项目,能够以项目

作为载体,逐步于当地推进中国有关的会计准则,增强中国会计

准则的国际影响力。 

4 结束语 

“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开辟了宽广的

发展空间以及珍贵的历史契机。不过,当下其推进工作遭遇了诸

如会计准则的多样差异、会计人才的匮乏以及区域协调机制的

缺失等一连串难题。然而,借由强化区域间的会计交流与协作、

健全准则的制定机制,并加大对会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中

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可以逐步克服这些挑战,为中国

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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