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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reports	is	
facing	profound	adjustments.	The	standards	have	restructured	core	areas	such	as	fair	value	measurement,	revenue	recog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promoting	the	disclosure	content	to	be	more	true,	complete	and	comparable,	and	enhancing	
the	decision-making	relevance	and	transparenc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However,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enterpris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misunderstandings	of	disclosure	standards,	redundant	accumul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ambiguous	expressions	
of	key	indicators,	which	have	affected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the	report.	Some	enterprises	have	even	engaged	in	selective	
disclosure,	compliance	arbitrage	and	other	behaviors,	weakening	the	regulatory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system	design.	This	pape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irit	of	the	new	standards	reform,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structural	impact	o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issects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adaptation	process,	points	out	 the	risks	
and	loophole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isclosure	and	regulatory	adaptability,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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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问题探讨
张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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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全面推行，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制度面临深刻调整。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收入确认、金融工具分类
等核心领域作出重构，促使披露内容更趋真实、完整与可比，提升了财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与透明度。然而，在实际执行
中，企业存在披露标准理解偏差、信息冗余堆砌、关键性指标表述模糊等问题，影响了报告的有效传达。部分企业更出现
选择性披露、合规套利等行为，削弱了制度设计的监管初衷。本文结合新准则改革精神，系统分析其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结
构性影响，剖析不同企业类型在适应过程中的表现差异，指出制度落实中存在的风险与漏洞，并提出提升披露质量与监管
适配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高质量财务报告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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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外部沟通的重要载体，其

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性直接影响资本市场效率与投资者判

断。新会计准则以趋同国际会计标准为导向，强调公允价值

计量属性与实质重于形式的披露原则，力图推动企业财务报

告从“合规填报”向“有用信息传达”转变。在此背景下，

企业在信息披露结构、内容范围及表达逻辑等方面均需重

塑，既是制度挑战也是转型契机。尤其在收入确认、金融工

具分类、租赁会计处理等重点领域，准则变革深刻影响企业

的财务表述模式与信息解释框架。企业能否精准理解准则要

求、合理传达核心数据，成为衡量财务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

本文围绕新准则下披露制度变化，聚焦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

与对策路径，展开系统性研究。

2 会计准则改革的背景与信息披露理念转变

2.1 新会计准则的制定逻辑与核心目标
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根植于资本市场改革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趋同的战略诉求，意在构建更具透明度和公允性的企

业财务信息表达体系。在全球财务标准持续融合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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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会计制度存在信息滞后、反映失真、披露标准不统一等

弊端，难以支撑市场对高质量财务数据的需求。新准则以实

质重于形式、公允价值计量、风险揭示强化等为原则导向，

全面修订收入、金融工具、租赁等重点领域规范，力求通过

精准计量和清晰展示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该改革不仅

回应投资者对信息真实性与可比性的关切，也体现了监管者

推动财务透明与风险识别能力提升的制度逻辑。新体系强调

经济业务实质表达，致力于将企业真实经营状况通过统一、

高效、规范的方式加以揭示，促进资本配置效率优化。

2.2 信息披露内容与形式的制度性变化
新会计准则对财务报告中的信息披露结构进行重塑，

不再以传统分类罗列方式为主，而是强化报告的逻辑关联与

解释功能，突出披露信息的决策相关性。内容层面更加聚焦

交易背景、合同条款、估值假设等实质性因素的详细描述，

减少空泛叙述与重复性数据填列。形式方面增加了对披露结

构的逻辑设计要求，推动财务报表附注由静态表述转为动态

解释。对收入确认、金融工具估值、租赁安排等高风险领域

引入情境信息揭示机制，使报告更贴近企业经营实际。同时，

准则对未来事项的判断依据、估值假设及管理层决策逻辑提

出披露义务，显著提升信息的前瞻性与可解释性。这种制度

变化促使企业必须由报表编制向价值呈现转变，实现信息质

量由合规化向市场化的跃迁。

3 新准则下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主要特征

3.1 公允价值计量对财务信息结构的影响
新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作为主要会计估值基础之一，

对企业财务信息结构产生显著重构。相较历史成本原则，公

允价值更强调现时市场条件下的资产负债评估，能够动态反

映市场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即时影响。这种变化要求企业

持续关注市场价格波动，建立系统的估值模型与定价机制，

同时在财务报告中充分披露估值假设、来源依据及变化趋

势。公允价值计量提高了报表的时效性与敏感度，使财务信

息更贴近市场判断标准，但同时也引入估值不确定性与主观

判断风险。在披露层面，企业需详尽说明各类资产负债的计

量属性、层级结构与估值技术路径，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与可

验证性。该转型对提升财务报告的决策支持功能具有积极意

义，也对财务人员专业能力与风险意识提出更高要求。

3.2 资产负债分类调整带来的披露变化
资产与负债分类标准在新准则下更加强调流动性、合

同义务与控制权的界定基础，推动信息披露体系从静态记账

向动态风险揭示转化。在资产方面，金融工具、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等类别均在识别与确认标准上发生变化，要求企业

在报表中更清晰地界定使用性质与持有目的。在负债方面，

企业需明确说明债务安排的时间结构、偿付方式及关联交易

背景，尤其是在融资工具分类中加强对实质经济特征的识

别。这一调整使得披露内容不再仅限于金额列示，而是拓展

至项目来源、形成机制及潜在风险提示等维度。附注部分需

增加有关分类判断依据、重大变动说明与历史可比数据修订

情况的描述，以满足外部审计、投资者与监管机构的使用需

求。这种调整提升了信息的解释力和系统性，有助于准确传

递企业资产负债真实结构。

3.3 收入确认与合同披露制度的细化趋势
收入确认准则的重构是新会计制度改革中的关键环节，

其核心在于构建基于合同履约义务的五步确认模型，以实现

收入反映交易实质而非形式的目标。该模型要求企业识别合

同、明确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分摊价格并确认收入，

每一步均需在财务报告中进行充分说明。对复杂交易结构如

多重履约、可变对价、延期收款等场景，准则提出明确披露

要求，包括合同条款分析、变动情形说明、履约进度判断标

准等。这类规定使得收入数据不仅具有可比性，更增强了披

露的透明性与预测性。合同披露方面，企业需在附注中系统

描述重大合同类别、收入来源构成、客户集中度与履约风险

因素，从而使投资者全面理解收入形成逻辑与潜在不确定

性。制度的细化提高了财务报告对企业经营成果的真实反映

能力，也对管理层披露质量形成约束。

4 信息披露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披露内容冗余与关键性信息稀释
部分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中存在大量冗余信息披露，

导致关键数据被掩盖，影响使用者对企业实质经营状况的识

别。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 2023 年年报中详细

披露了大量境外子公司的营业收入、股权架构、历史沿革及

所在国家宏观经济背景，但未对涉及重大资产减值项目的计

提依据进行充分展开，导致投资者难以判断实际风险暴露水

平。这种信息披露“详略失当”的现象在大型国有企业中较

为典型，表面上提升了信息披露完整性，实则稀释了财务报

告应有的聚焦性与决策相关性。

4.2 定性表述过多导致财务判断模糊
部分企业在关键财务事项披露中偏好使用模糊表述，

忽略量化数据的支持，致使投资者难以据此作出明确判断。

以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为例，其在技术

投入方面反复强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语音识别领先全

国”等措辞，却未披露研发人员构成、资本化率及产出转化

率等指标，令财务信息判断显得主观而模糊。过度依赖正向

定性表述掩盖了研发成本对利润侵蚀的实际程度，使财务分

析缺乏应有的逻辑与深度，弱化了报告的实用价值与信息透

明度。

4.3 部分企业存在选择性披露与规避行为
在重大交易或风险事项披露中，一些企业存在有意弱

化敏感信息、延迟或规避披露的现象，影响了财务报告的完

整性。例如：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在 2022 年完成对文莱

石化资产收购后，年报中虽披露了总交易金额与股权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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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但未同步披露对目标公司债务偿还安排、未来财务并表

口径调整的具体测算依据，仅在财务附注中以“双方正在协

商过渡期安排”一语带过，引发市场对潜在商誉减值及偿债

能力的质疑。该类选择性信息披露行为容易掩盖关键财务决

策基础，违背新准则强调的真实、公允与完整披露原则。

5 不同行业实施新准则的信息披露差异分析

5.1 高科技行业在无形资产披露中的难点
高科技企业拥有大量研发支出、专利权与技术储备，

其无形资产种类复杂、估值路径多样，披露中面临识别界限

模糊、判断标准主观等难题。新准则要求企业准确区分研发

支出的资本化与费用化边界，并对资本化依据、估值方法与

未来经济效益进行充分说明，但实际操作中，高科技企业受

限于技术成果转化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及成果评估难度大，

往往难以提供系统化披露逻辑。加之创新型项目呈现高失败

率与跨部门协作特征，导致无形资产确认中存在较大主观性

与执行偏差。企业普遍倾向于披露专利数量、研发投入比例

等宏观数据，而缺乏对核心技术价值、未来应用场景、潜在

市场影响的深入说明，使外部使用者难以判断其无形资产的

真实价值与风险水平，影响投资与监管判断的准确性。

5.2 房地产行业收入确认规则适应困境
房地产企业面临多种收入确认时点与履约义务划分情

形，新准则对按时点或期间确认收入提出严格标准，但行业

内企业在执行中存在较大适应障碍。项目开发周期长、合同

结构复杂、交付条件多样使得企业在履约义务识别、价格分

摊与履约进度测算中存在操作模糊性。一些企业仍采用传统

的预售确认逻辑或阶段性结转机制，未能严格依据客户控制

权转移时间点确认收入，导致财务报告与实际经营节奏脱

节。附注披露方面，多数企业对合同条款解释不足、项目分

类不明确、价格构成与计量依据交代不清，使投资者难以全

面掌握收入质量与风险分布。同时，由于项目集中化、融资

压力大等特点，部分企业存在通过调整确认节点以影响报表

结果的动机，使得披露可信度与稳定性受到挑战，难以真实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

5.3 金融企业金融工具分类与风险披露挑战
金融企业资产结构高度复杂，金融工具种类繁多且流

动性差异明显，新准则对其分类、计量和风险披露提出精细

化要求，但实际执行中问题频现。企业需在公允价值与摊余

成本之间做出合理划分，并对衍生品、非标产品、理财计划

等多元工具进行归类披露，同时明确其风险属性、估值模型

与损失准备机制。受限于金融产品设计的嵌套性与估值技术

要求较高，部分金融机构在披露中存在分类判断不清、风险

说明不足、流动性管理描述笼统等问题。在信用风险、市场

风险与流动性风险披露方面，企业往往使用宽泛语言或使用

行业模板填列标准指标，缺乏对本机构风险敞口、应对机制、

风险变化趋势的深度刻画，影响监管者与市场的识别效率，

也暴露出其内部风控与信息系统支持能力不足的问题。

6 结语

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经济实质的重要

手段，其质量直接影响投资判断、公信力建构与资源配置效

率。新会计准则的推行，在提升制度规范性与披露深度的同

时，也对企业的专业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实

践中，信息冗余、定性泛化、选择披露等问题仍然突出，行

业间执行差异亦反映出准则适应的复杂性。唯有不断强化内

部控制机制，深化准则理解应用，优化信息披露结构，方能

实现财务报告真实、透明、可比的制度目标，助力市场体系

健康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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