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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会计发展与转型研究

朱红根

【内容提要】 　 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大背景下ꎬ 波兰会计准则和会

计体系的发展与转型具有代表性ꎮ 波兰历史曲折ꎬ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

济与会计模式对当今波兰会计制度影响深远ꎬ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模式压

抑了会计职能ꎮ 转型后ꎬ 波兰为加入欧盟而不断修订本国会计规制ꎮ “入

盟” 后ꎬ 随着经济增长、 ＦＤＩ 大量进入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ꎬ 波兰会计

体系转型迅速ꎬ 但是这一转型过程存在法律模式、 经济模式、 融资模式、
资本市场不发达、 企业治理等诸多问题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公允价值

概念、 “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等新内容在波兰会计实践中难以普遍适用ꎮ
波兰会计体系的转型有望在未来取得一定进展ꎬ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将保持国内会计规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行的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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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发展ꎬ 由于各国的会计规制存在差异ꎬ 客观上

需要一套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ꎬ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以下简称 ＩＦＲＳ) 得到

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采用ꎮ 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背景下ꎬ 波

兰历史悠久、 发展道路曲折ꎬ 该国会计准则和会计体系的发展、 转型与国

际化进程在中东欧国家中颇具代表性ꎮ 转型后的波兰制定了本国的会计法

和会计准则ꎬ 作为欧盟国家于 ２００５ 年采纳了 ＩＦＲＳ①ꎬ 成为该国会计准则和

会计体系发展与转型中的重要里程碑ꎮ 本文就波兰会计准则和会计体系的

—７６—

① 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第 １６０６ / ２００２ 条法令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６０６ / ２００２)ꎬ 在欧洲国家

上市的公司、 获准公开交易证券的发行商、 银行有义务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中采用 ＩＦＲ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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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转型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ꎮ

一　 波兰会计体系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 波兰会计规制的现状

当前的波兰会计规制包括两套并行的体系ꎬ 一是 ＩＦＲＳ①ꎬ 二是本国的

会计规制②ꎮ 波兰转型后ꎬ 为了与欧盟的会计规制以及 ＩＦＲＳ 保持一致ꎬ 会

计法和会计准则历经多次修订ꎬ 引入了大量与国际会计准则相一致的新概

念和会计处理方法ꎬ 并使会计处理规则独立于税法③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波兰会计

准则委员会 (Ｐｏｌｉｓ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ＡＳＣ) 成立ꎬ 该委员会

的职能是制定国家会计准则ꎮ ２００２ 年起ꎬ 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ꎬ 执行制定

准则的职能ꎬ 迄今为止共制定了九项准则ꎬ 该委员会属波兰财政部管辖ꎮ
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波兰会计管理部门、 国内主要会计职业团体、
学术界和审计公司ꎮ 波兰国家会计准则的内容以 ＩＦＲＳ 为基础ꎬ 内容还包括

解释和纲要部分ꎮ
(二) 转型前波兰会计体系的发展历程回顾

波兰近现代历史发展道路曲折ꎬ 经历了被分割占领时期、 第二共和国

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和加入欧盟之后五个时期ꎬ
波兰的历史发展路径出现数次断续ꎮ 各个历史时期对波兰会计制度的发展

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波兰会计体系是随着工业生产、 市场经济的发展而

发展起来的ꎬ 受到经济环境、 政治制度、 商法、 税法、 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的制约和影响ꎮ
波兰会计体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ꎮ 早在被

沙皇俄国、 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瓜分时期ꎬ 波兰资本主义就已开始发展ꎬ 占

领国的法律制度对被占领区的会计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ꎬ 而普鲁士占领区

—８６—

①

②

③

这里的 ＩＦＲＳ 是经过欧盟认可而采纳的 ＩＦＲＳ 内容 ( ＩＦＲＳ 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ＥＵ)ꎬ 可

视为 ＩＦＲＳ 的欧盟版本ꎮ
包括波兰会计法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ｃｔ) 和波兰国家会计准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ꎮ
Ｇｒａｂｉｎｓｋｉꎬ Ｋ ꎬ Ｋｅｄｚｉｏｒ Ｍ ꎬ Ｋｒａｓｏｄｏｍｓｋａ Ｊ 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ＦＲ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２ꎬ ｐ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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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体系的发展最为迅速①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波兰第二共和国成

立ꎮ 在此期间ꎬ 波兰颁布了 １９３４ 年商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１９３４)ꎬ 这部

商法对当时的波兰会计规则进行了界定ꎬ 但是只规定了企业会计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ꎮ 在当时的波兰ꎬ 会计的职能从属于国家财政ꎬ 仅局限于国家财

政目的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 波兰又被纳粹德国占领ꎬ 德国会计模式

对波兰会计体系产生了显著影响ꎬ 即使在德国战败后的很多年里ꎬ 德国会

计模式的影响也依然存在ꎬ 并且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ꎮ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ꎬ 波兰

首次开始颁布并实行了一套统一的会计账户ꎬ 名为统一账户系统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ꎬ 这套账户系统是基于德国会计账户而建立的②ꎮ 统一

账户系统实施后ꎬ 通过会计账户的统计可以得出波兰经济的总体数据ꎮ 这

套账户系统也同时具有灵活性ꎬ 能够根据部门或单个企业的特点而进行调

整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波兰实行了计划经济ꎬ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接

受苏联会计模式ꎬ 在该模式下ꎬ 波兰会计体系从属于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ꎬ
会计职能主要是国家对企业资产和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手段ꎮ 在波兰向市

场经济转型前ꎬ 德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均对该国的会计体系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ꎮ
(三) 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波兰会计体系

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启动后ꎬ 波兰会计体系的转型主要有两个主要阶

段: 一是会计规制从适合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向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模式转型ꎻ
二是会计规制的国际化进程ꎮ 自 １９８９ 年起ꎬ 波兰开始了系统性、 全方位的

转型ꎬ 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ꎬ 同时对外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 波兰企业的会计制度迫切需要重新构建ꎬ 使之与经济转型

同步ꎬ 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ꎮ 波兰向市场经济转型后ꎬ 会计体系的

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转型之初到 １９９５ 年ꎬ 该阶段ꎬ 波

兰会计体系体现税收导向型特征ꎻ 第二个时期为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③ꎬ 波兰会

计体系吸收了英美会计模式的若干特点ꎬ 改变了税收导向型特征ꎬ 实现了

财务报表和税务报表的分离ꎬ 开启了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趋同进程ꎻ 第三个

—９６—

①

②

③

除俄、 普、 奥三国外ꎬ 对近现代波兰法律制度产生影响的国家还有法兰西第一

帝国ꎮ １８０７ 年ꎬ 拿破仑建立了华沙大公国ꎬ 实施了 «拿破仑法典»ꎮ
Ｋａｍｉｅｎｉｅｓｋａꎬ Ｍ ꎬ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２０１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ꎬ ｐ ５１

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波兰的 ２０００ 年会计法正式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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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从 ２００５ 年至今ꎬ 波兰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继续发展ꎮ 从会计规制的

角度看ꎬ １９９１ 年会计法、 １９９４ 年会计法、 ２０００ 年会计法、 ２００５ 年 ＩＦＲＳ 的

采用等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ꎮ
１ １９９１ 年会计法

在转型之初ꎬ 波兰就对原有的会计法规进行了重大的修正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波兰正式实行新的会计法ꎬ 实施了新的会计记账规则①ꎮ 此前ꎬ
波兰的会计法规是财政法规的一部分ꎬ １９９１ 年会计法的颁布使会计法从财

政法规中独立出来ꎬ 首次成为一部完全独立的法律ꎮ 这部会计法的内容是

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四号指令为基础制定的ꎮ 早在 １９８９ 年ꎬ 波兰就与欧

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外交关系②ꎮ １９９１ 年会计法确定了会计原则、 存货清

查原则、 财务成果的确定原则、 资产与负债定价原则、 会计凭证与报告原

则ꎮ 这部会计法还规定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统一格式ꎮ 波兰全面转型

后ꎬ 在该国制度与法律框架的构建过程中ꎬ １９９１ 年会计法的颁布为波兰建

立现代会计体系铺平了道路ꎮ
２ １９９４ 年会计法

１９９１ 年会计法未涉及的一些重要领域包括: 租赁、 会计报表合并、 现

金流量表编制等ꎮ 波兰转型的最初几年ꎬ 许多会计行为缺乏规制ꎬ 一些企

业没有按照会计法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ꎮ 为了更全面地规范会计行为ꎬ 波

兰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颁布了一部新的会计法③ꎮ １９９４ 年会计法有若干重

要目标ꎬ 主要包括: 巩固并稳定会计条件ꎬ 确保会计方法的统一性与透明

度ꎬ 加强会计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ꎬ 提供更为可靠和更为翔实的信息ꎬ 使

会计能够在各类企业经济状况的评估中发挥作用等ꎮ １９９４ 年会计法明确规

定: 波兰会计处理方法应该以欧盟国家所实施的原则为导向作进一步调整ꎬ
这对于波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④ꎮ 同时ꎬ １９９４ 年会计法

也在一些方面试图把波兰当时的会计原则向国际会计准则 (ＩＡＳ) 的方向进

行调整ꎬ 这一调整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不违反欧盟指令ꎻ 二是会

计原则调整后应当与波兰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ꎬ 并且具备采用国际会计准

—０７—

①
②

③
④

根据波兰财政部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颁布的法规而实施ꎮ
１９８９ 年以前ꎬ 波兰是经互会成员国ꎮ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波兰与欧洲经济共同

体签订协议ꎬ 建立外交关系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ꎬ 波兰与欧共体签订了联系国协定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１ 日ꎬ 联系国协

定生效ꎬ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 波兰正式提出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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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可行性①ꎮ
３ 波兰会计的国际化进程

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ꎬ 为了与欧盟的会计法规保持一致ꎬ 波兰对本国

的会计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０ 年会计法的修订幅度较大ꎬ
这部法律的标准文本于同年公布在波兰的学术刊物 «法律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ｓ) 上ꎮ ２０００ 年会计法的条款公布后ꎬ 为了使波兰企业能够逐渐适应会

计规则的变动ꎬ 这部法律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才正式实施ꎮ ２０００ 年会计

法是一部适用于各类经济实体的现代会计法ꎬ 内容包括 １２ 个章节ꎬ 全面规

定了适用于波兰各类实体的会计原则ꎬ 内容非常广泛ꎬ 包括会计簿记、 清

查存货、 资产定价、 财务成果的确定、 企业合并与清算、 单个企业与资本

集团的财务报告义务、 财务报表的审计与公布以及会计记账服务等内容ꎮ
２０００ 年会计法的附录还包括了银行、 保险公司及其他经济实体的财务报表

模版ꎮ
２０００ 年会计法的颁布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波兰国内会计规制与

国际会计准则相适应的客观要求ꎮ 国际会计准则在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９ 年期间经历

了重大的实质性变革ꎮ 波兰会计准则中ꎬ 在欧盟指令未涉及的范围内ꎬ 引

入了基于国际会计准则的条款ꎬ 这些条款包括房地产投资、 权益投资工具、
长期合同与并购等ꎬ 波兰会计准则在这些方面作出的改动是相当大的ꎮ 公

允价值概念及准确性原则的引入ꎬ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汇率清算、 递延所

得税确定原则ꎮ 在波兰会计法未规定的领域ꎬ 则遵从波兰国内会计准则或

国际会计准则ꎮ

二　 转型前波兰会计体系的主要特点

(一) 早期发展阶段对波兰会计体系的影响深远

波兰历史发展曲折ꎬ 各发展阶段对波兰的会计制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波兰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ꎬ 原有的计划经济

时代的经济体制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波兰政府把经

济体制恢复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模式ꎮ 波兰于 １９ 世纪末完成了产业革

命ꎬ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ꎬ 法律和经济制度随之建立ꎬ 德国模式产生了

—１７—

①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ꎬ 在该国制定会计法的过程中ꎬ 立法者认为欧盟指令优先于

国际会计准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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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①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ꎬ 一是波兰企业的融资模式以银行信

贷为主ꎬ 二是波兰商法法典、 董事会构成、 公司治理中的企业关系等诸多

方面具有显著的德国模式的特征ꎮ
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经济体制为当代波兰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ꎬ 波兰有

史以来首次颁布 １９２８ 年股份公司法和 １９３４ 年商法ꎬ 而 １９３４ 年商法是在德

国 １９０１ 年商法的基础上制定的ꎮ １９２８ 年股份公司法是波兰会计体系发展中

的关键ꎬ 这部法律第一次要求波兰合资公司公布财务报表、 损益表②和管

理报表③ꎮ 根据 １９２８ 年股份公司法ꎬ 波兰审计行业得以成立ꎬ 由地区法院

委派审计人员对会计报表进行审计④ꎮ
波兰第二共和国的经济理念是自由市场经济ꎬ 从当时的企业形态看ꎬ

私有经济部门与国有经济部门并存ꎮ １９２４ 年ꎬ 拥有独立地位的波兰中央银

行成立ꎮ 华沙商业交易所 (Ｗａｒｓａｗ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于 １８１７ 年成立⑤ꎬ
该交易所的运行状况良好ꎬ 但交易量较小ꎬ 对企业融资发挥的作用也有

限ꎮ 到 １９３８ 年ꎬ 华沙商业交易所只有 １３０ 家上市公司ꎬ 其中有不少公司

的股份为政府或者银行所持有ꎬ 这些公司的权益股份并不是面向公众而

募集的⑥ꎮ
第二共和国时期ꎬ 波兰经济模式表现出德国特点ꎬ 即企业融资依赖于

银行信贷ꎬ 而华沙商业交易所提供的股权融资在全部企业融资中所占份额

很小ꎮ １９３４ 年商法为波兰企业的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ꎬ 对波兰企业治理结

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ꎬ 当今波兰企业治理结构中仍处处体现出 １９３４
年商法的内容ꎮ １９３４ 年商法还规定了波兰企业采取二元治理原则ꎬ 即执行

董事会与监事会并存ꎬ 监事会成员中有企业雇员代表ꎮ
波兰企业治理模式衍生于德国模式ꎬ 与英美模式存在显著区别ꎮ 诺比

斯 (Ｃ Ｎｏｂｅｓ) 把波兰第二共和国会计模式的特点概括为银行信贷导向和较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ｉｅńꎬ Ｗ ꎬ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ｃｙ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ꎬ
２００７ꎬ Ｖｏｌ １ꎬ ｐｐ １ － ９

当时的损益表称为利润与损失账户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ꎮ
根据该法案第 １１０ 条ꎮ
Ｍｉｃｈｅｒｄａꎬ Ｂ ꎬ Ａｕｄｉ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Ｃｒａｃ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Ｎｏ ６７４
现今华沙证券交易所 (Ｗａｒｓａｗ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的前身ꎮ
Ｖｅｌｌｅｍꎬ Ｉ ꎬ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ａｎｄ’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ＦＲＳ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２ꎬ (２)ꎬ ｐ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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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国家财政导向①ꎮ 克日弗达 (Ｋｒｚｙｗｄａ Ｄ ) 等人认为ꎬ 波兰会计体系的

传统特点是政府的高度参与ꎬ 而股东参与相当有限②ꎮ １９１９ 年波兰恢复统

一时ꎬ 源自不同被占领区的经济、 法律与会计模式存在差异ꎬ 这种现实条

件导致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未能形成全国性的会计师职业团体ꎬ 即英美模

式下那种影响力较强的会计职业团体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ꎬ 当今波兰会计体系在很多方面深受第二共和国时

期经济模式的影响ꎮ 波兰转型后ꎬ 政府对会计制度转型发挥了强有力的影

响ꎬ 而会计职业团体相对弱小ꎬ 转型后的波兰法律体系也体现出欧陆模式

的特征ꎬ 以上特点的形成均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发展历程ꎮ 波兰

转型之初ꎬ 由于市场机制的短暂缺位ꎬ 新政府就把该国的会计体系恢复到

二战前的那种模式ꎻ 在此后不断深化的会计体系的转型与发展进程中ꎬ 会

计制度体现出与该国的经济传统相兼容的特征ꎮ
(二) 计划经济时代波兰会计的职能受到限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ꎬ 波兰会计的职能受到较大的限制ꎬ 抑制了现代会计

的发展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波兰建立了人民共和国ꎬ 国家通过没收

原纳粹德国的资产以及随后实行的对本国企业的公有化而取得了企业的所

有权ꎬ 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ꎬ 主导了国民经济活动ꎬ 生产、 交换、 分配、
消费等均由国家控制ꎬ 私人部门的发展被压制ꎮ 从波兰企业融资结构看ꎬ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融资方式以银行信贷为主ꎬ 当时的波兰中央银行又是

归国家所有的单一制银行ꎬ 不存在专业的商业银行ꎬ 银行信贷也是向国有

企业提供的ꎮ 企业即使获得了银行贷款ꎬ 也无法在市场上买到所需的物资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ꎬ 波兰经济呈现物资短缺特点③ꎮ 现代会计的重要职能

是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提供财务信息ꎬ 但在计划经济时代资源约束的背景

下ꎬ 却不需要会计提供这种职能ꎬ 取而代之的是对产出进行预计的工程技

术人员ꎮ 波兰进入计划经济时代之后ꎬ 原有的会计职能发生了转变ꎬ 经济

决策的主体从众多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单元转移到政府机构ꎬ 会计所能够

—３７—

①

②

③

Ｎｏｂｅｓꎬ Ｃ 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ꎬ Ａｂａｃｕ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Ｖｏｌ ３４ (２)ꎬ ｐｐ １６２ － １８５

Ｋｒｚｙｗｄａꎬ Ｄ ꎬ Ｂａｉｌｅｙ Ｄ ꎬ Ｓｃｈｏｅｄｅｒꎬ Ｍ 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ａｎ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
ｖｉｅｗꎬ １９９５ꎬ Ｖｏｌ ４ (４)ꎬ ｐｐ ６２５ － ６５５

科尔奈将其描述为生产瓶颈和资源约束ꎬ Ｋｏｒｎａｉ Ｊ ꎬ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ｅｍａｎｄ －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１９７９ꎬ Ｖｏｌ ４７ (４)ꎬ ｐｐ ８０１ － 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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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的空间缩小ꎬ 对会计人员的需求降低ꎮ 在波兰计划经济时代ꎬ 国

家根据企业的需要而决定信贷发放ꎬ 而信贷的需求方对于项目的合理性判

断则居于次要地位ꎬ 银行的干预可以防止企业破产ꎬ 因此ꎬ 会计对于借贷

决策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有限的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 股票交易所停止运营ꎮ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ꎬ

随着工商业被全面国有化ꎬ 投资计划是由国家制定的ꎬ 并且所需资金也是

由国家的银行提供的ꎬ 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也就缺乏存在的必要性ꎮ 直到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ꎬ 华沙证券交易所才重新建立ꎮ 现代会计是服务于资本市场的ꎬ
其核心职能之一是为资本市场上的各类投资者提供信息ꎮ 然而ꎬ 波兰计划

经济时代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育有限ꎬ 私人部门受到限制ꎬ 现代会

计职能缺乏充分发挥的前提条件ꎮ

三　 波兰会计模式及其主要特点

现代会计学在核算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ꎬ 但世界各国的会计模式却存

在差别ꎮ 会计学界对会计模式的成因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ꎬ 并对会计模

式进行了分类ꎬ 如法律模式、 融资模式、 会计报表主要使用者、 税法模式、
企业治理模式等ꎮ 诺比斯认为ꎬ 波兰会计制度属于规则导向型ꎬ 而非原则

导向型ꎬ 侧重于体现银行债权人的利益ꎬ 而不是外部权益所有者的利益①ꎮ
而 ＩＦＲＳ 则截然相反ꎬ 它体现了外部权益所有者的利益ꎬ 同时又是原则导

向型ꎮ
波兰会计类型可以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进行解释ꎮ 当今波兰会计

报表的主要使用者是国家和银行ꎬ 这种状况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根源ꎮ 从

这个角度分析ꎬ 当今波兰会计实践中仍未体现 “实质重于形式” 的特点ꎬ
在会计实际工作中仍习惯于 “形式重于实质”ꎻ “真实与公允观” 在波兰会

计实践中普遍实行的难度依然较高ꎬ 并且仍从属于准确、 谨慎和符合法律

规定的需要ꎻ 国家对经济干预程度仍较大ꎬ 使波兰会计职能侧重于计算应

税收入ꎬ 以便于国家更有效地向企业征税并对企业实施监管ꎮ 政府直接持

有一些企业的股份ꎬ 本身也是企业的利益攸关者之一ꎮ 国家也代表公共利

—４７—

① 科尔奈将其描述为生产瓶颈和资源约束ꎮ Ｋｏｒｎａｉꎬ Ｊ ꎬ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ｅｍａｎｄ －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１９７９ꎬ Ｖｏｌ ４７ (４)ꎬ ｐｐ ８０１ － 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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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参与卡特尔的运营①ꎮ 税收当局在波兰会计制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ꎬ 创造了波兰会计的一些基本概念ꎮ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ꎬ 英美企业治理模式是单一董事会模式ꎬ 企业不设

监事会ꎬ 由董事会负责企业的管理ꎮ 波兰企业要设置监事会ꎬ 监事会成员

不仅包括雇员ꎬ 而且还包括政府机构、 银行以及其他类型的利益攸关者ꎮ
波兰企业治理的这种特点也对波兰会计模式产生了影响ꎬ 银行信贷方和国

家是会计报表的主要使用者ꎬ 而英美企业治理结构以股东为核心ꎬ 银行信

贷方和其他利益攸关者起到的作用有限ꎬ 这使得英美会计模式下会计报表

主要服务对象是投资者ꎮ
从融资角度看ꎬ 波兰银行是企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ꎬ 因此银行关注企

业的偿付能力ꎬ 对企业财务会计的要求倾向于 “谨慎性” 和 “一致性”ꎬ
对财务报表的 “可靠性” 的要求高于 “相关性”ꎮ 相比之下ꎬ “相关性” 是

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的要求ꎬ 有助于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决策ꎮ

四　 波兰会计制度转型的动力

(一) 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

波兰转型之初迫切需要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ꎮ 波兰对国有资产进行了

私有化ꎬ 并且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新的市场机制的法律规制ꎬ 以促进企业转

型和私有部门的发展ꎮ 私有化、 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清算、 企业转型、 企业

间的并购等行为ꎬ 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权或股份交易ꎬ 为此ꎬ 波兰按

照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模式建立了华沙证券交易所ꎮ 波兰会计的职能在计划

经济时代被长期压制ꎬ 转型启动后ꎬ 现代会计的功能不可或缺ꎮ 波兰转型

后ꎬ 企业之间自由而频繁的交易出现了大量应收、 应付项目ꎬ 会计计量方

法上需要实行责权发生制ꎮ 企业之间的股份交易与并购行为需要准确的资

产价格信息ꎮ 当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日益增强、 资产价格处于频繁变动状态

时ꎬ 公允价值概念就更为重要ꎮ 随着公司成为盈利主体ꎬ 财务指标对于公

司的投融资决策的重要性凸显ꎬ 国内外各类投资者需要通过财务报表来分

—５７—

① Ｋｒｚｙｗｄａꎬ Ｄ ꎬ Ｂａｉｌｅｙꎬ Ｄ ꎬ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ꎬ Ｍ ꎬ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ＩＦ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ｓ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ｓ￣
ｔｅ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ｓａｗ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Ｙｅａｒｓ Ｅｎｄｉｎｇ ２００１ꎬ ２００３ ａｎｄ
２００４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２００７ꎬ Ｖｏｌ ４ (１)ꎬ ｐｐ １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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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企业的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 现金流等信息ꎬ 进行资产配置决策ꎮ
(二) 来自外部的因素推动了波兰会计的快速转型

转型初期的波兰面临会计模式的选择问题ꎬ 加入欧盟的长期目标对该

国会计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ꎮ 欧盟对波兰会计体系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

用ꎮ 波兰转型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完全融入欧洲ꎬ 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下半期ꎬ 波兰为最终达成 «准入协定»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并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而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ꎮ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ꎬ
波兰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成立了欧洲一体化委员会①ꎬ 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颁布实施

«国家一体化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ꎻ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波兰

启动了与欧洲理事会关于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谈判②ꎻ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签署

«准入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ꎻ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ꎬ 波兰正式加入欧盟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波兰为取得欧盟成员国地位ꎬ 不仅接受了大量的欧盟指

令ꎬ 而且还以欧盟会计体系为基准ꎬ 把欧盟的会计准则纳入本国的会计制

度框架之中ꎬ 以较快的速度推动了本国会计体系的进一步转型ꎮ 欧盟对波

兰的要求是系统的、 全面的ꎬ 涉及波兰经济的各个层面ꎻ 波兰也按照欧盟

的要求不断地对本国会计法进行修订ꎬ 目的是与欧盟法律保持一致ꎬ 这是

波兰加入欧盟的一项前提条件ꎮ 从 １９９１ 年会计法到 １９９４ 年会计法ꎬ 波兰

只用了 ３ 年时间就改变了会计的税法导向ꎬ 实现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

分离ꎬ 并吸收了国际会计准则的许多内容ꎮ
与独联体国家、 其他中东欧国家相比ꎬ 波兰会计体系的转型过程更为

迅速ꎮ 以邻国乌克兰为例ꎬ 乌克兰会计体系保留了更多的税收导向ꎬ 财务

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过程更长ꎬ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时间也更长ꎬ 采用

ＩＦＲＳ 的时间也更晚ꎬ 直到 ２０１２ 年才采用ꎮ 甚至与欧盟老成员国相比ꎬ 波兰

的会计体系的转型进程也算是比较快的ꎬ 欧盟国家把这些指令写入法律的

平均时间长达 １０ 年③ꎮ
加入欧盟促进了波兰经济的发展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夕ꎬ 波兰通

过结构改革和经济稳定推进了市场化进程ꎮ 加入欧盟促进了波兰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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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欧洲一体化委员会的目的是启动与欧盟在法律制度方面的协调与调整工

作ꎬ 并对该国的法律草案内容与欧盟法律的趋同性进行评估ꎮ
双方会谈之前ꎬ 波兰方面就本国国内法律与欧盟法律之间的一致性进行了核

查ꎬ 这是欧盟吸纳新成员国的前提条件ꎮ
以第四号指令为例ꎬ 意大利历时 １３ 年才把该指令写入本国法律ꎻ 西班牙历时

１１ 年ꎻ 希腊历时 ８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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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外资的进入ꎬ 也推动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ꎮ 波兰经济的发展又

推动了该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进程ꎮ
(三) 政府与民间职业团体在会计转型中的作用

波兰会计转型是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ꎬ 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ꎮ 该国在

转型初期ꎬ 由于建立新会计体系的紧迫性ꎬ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并在很

短的时间里构建完美无缺的全新的制度架构ꎮ 由于波兰民间会计团体长期

受到压抑ꎬ 在当时的条件下ꎬ 只能由政府来推动会计转型ꎬ 并且选择与波

兰现实条件最接近、 可能引起冲突最少的新制度架构ꎮ 于是ꎬ 二战前曾经

实行过的会计体系就成为转型后新会计体系的基础ꎬ 并在新形势下为适应

转型后的现实需要而重新发挥作用ꎮ 这种情况不仅可以解释波兰会计体系

的转型ꎬ 而且也可以解释该国其他领域的转型ꎮ 例如ꎬ 二战前颁布的 １９３４
年商法就成为波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立法基础之一ꎻ 转型后的波兰以巴黎

证券交易所为原型ꎬ 恢复了华沙证券交易所ꎻ 该国中央银行也重新取得独

立地位ꎮ 与此同时ꎬ 一些与波兰国情相类似或者相兼容的制度ꎬ 也被快速

纳入波兰的制度架构之中ꎮ
波兰会计职业团体的发展相对有限ꎮ 虽然波兰会计学术界的专家和商

业审计公司均参与到会计准则的制定之中ꎬ 但是ꎬ 波兰会计准则委员会是

隶属于财政部的ꎮ 在波兰会计体系的转型进程中ꎬ 波兰会计职业团体也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ꎬ 并且表达了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的愿望①ꎮ 但是ꎬ 在会计

规制制定的权力架构中ꎬ 政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ꎮ
(四) ＦＤＩ 和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

波兰会计快速发展的其他动力ꎬ 主要包括 ＦＤＩ 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ꎮ
波兰转型后ꎬ 尤其是在加入欧盟后ꎬ 吸引了大量的外资ꎬ ＦＤＩ 不仅推动了

波兰经济的发展ꎬ 而且促进了跨国并购的发展ꎬ 并进一步推动了波兰会计

准则的国际趋同进程ꎮ 波兰资本市场虽然具有不发达国家的特征ꎬ 但华沙

证券交易所现已成为中东欧最大的证券交易所ꎬ 该证券交易所同时也是欧

洲范围内发展最快的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 该交易所上市公司达到 ４８３
家ꎬ 其中 ５３ 家是外国公司ꎬ ４３０ 家是本国公司ꎬ 交易所资本化总额达到约

９ ８１１亿兹罗提②ꎮ 资本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波兰企业的外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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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融资的比例ꎬ 改变了波兰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的状况ꎮ 此外ꎬ
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波兰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ꎬ 提高了股份的流动性ꎬ
改善了股权结构ꎬ 吸引了更多的外部权益投资者ꎬ 对波兰会计制度的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ꎮ
(五) 波兰采用 ＩＦＲＳ 存在有利的一面

波兰会计体系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是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ꎬ 即ＩＦＲＳ
的采用ꎮ 对于波兰企业而言ꎬ 采用 ＩＦＲＳ 有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ꎬ 提高财

务报表的可比性、 有用性和透明度ꎮ 波兰企业的财务报表与外国企业财务

报表的可比性得以提高后ꎬ 会促进跨国公司对波兰企业的投资并购ꎬ 提高

股权的流动性ꎬ 并进而降低资本成本ꎮ 采用 ＩＦＲＳ 也有助于提升波兰公司的

形象ꎬ 提高外国投资者的信心ꎮ 波兰银行采用 ＩＦＲＳ 后ꎬ 外国投资者对波兰

银行的信心得到了增强ꎬ ２００５ 年实施 ＩＦＲＳ 后ꎬ 波兰银行部门的跨境并购更

为频繁ꎬ 国际评级也得到提高ꎮ 对于准备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而言ꎬ 自愿

采用 ＩＦＲＳ 后ꎬ 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等会计信息就能够被国际投

资机构、 审计机构获取并加以评估ꎬ 这被认为是财务报表更可信的标志之

一ꎮ 而对于集团公司而言ꎬ 自愿采用非合并报表ꎬ 又可以节省编制合并报

表的费用ꎮ 外国公司在波兰的分支机构自愿采用 ＩＦＲＳ 后ꎬ 也可以节省财务

报表的编制、 转换而产生的支出ꎮ

五　 波兰会计转型中的主要问题探讨

(一) 财务报表与税务报表的分离问题

波兰转型后ꎬ 对税收导向的会计制度进行改革ꎬ 使企业的财务报表与

税务报表实现了分离ꎬ 波兰企业现已无法在会计科目表的基础上计算所得

税ꎮ 在波兰ꎬ 无论是采用 ＩＦＲＳ 的企业ꎬ 还是采用本国会计准则的企业ꎬ 损

益表的净收益项目均已无法作为计算纳税的起点ꎮ 财务报表与税务报表的

分离是英美会计模式的特征之一ꎮ 而在传统的欧陆会计模式下ꎬ 以财务报

表为基础计算纳税额ꎬ 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处理成本ꎮ 在资本市场不发达、
外部投资者不是会计报表的主要使用者的国家ꎬ 采用税收导向型会计制度

的财务报表是更合适的ꎮ 从波兰的具体情况看ꎬ 随着 ＦＤＩ 的迅速增加ꎬ 大

量的外国公司对波兰进行投资ꎬ 上市公司、 外资企业、 大企业采用 ＩＦＲＳꎮ
财务报表与税务报表的分离虽然提高了企业财务报告的编制和转换成本ꎬ
但是上述企业采用 ＩＦＲＳ 所获取的收益足以弥补这项成本ꎮ 而对于很多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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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小企业而言ꎬ 这些企业并不是外资并购的目标ꎬ 它们对资本市场的参

与度也很低ꎬ 这类企业如果不能以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纳税额ꎬ 反而就会

提高它们财务报表的编制和转换成本ꎮ
(二) 关于公允价值与 “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在波兰适用性的探讨

ＩＦＲＳ 提出的公允价值概念和 “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ꎬ 是为外部权益投

资者和债权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服务的ꎬ 适用于资本市场健全、 金融工具丰

富且价格频繁变动的发达国家ꎮ ＩＦＲＳ 属于发达国家的会计模式ꎬ 是全球化

过程中资本寻求国际配置的产物ꎮ 然而ꎬ 公允价值和 “实质重于形式” 的

原则ꎬ 在波兰和中东欧其他国家、 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却遇到实施上的困难ꎬ
这种情况在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普遍存在ꎮ

在波兰转型初期ꎬ 私有企业数量相对较少ꎬ 资产交易相对较少ꎬ 资本

市场发挥的作用有限ꎬ 公允价值缺乏实际意义ꎮ 即使在转型多年并采用

ＩＦＲＳ后ꎬ 波兰的很多资产依然不存在活跃的市场ꎮ 许多波兰大企业也在财

务实践中遇到了很难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客观定价的情况①ꎮ 波兰企业

财务会计人员也常常对公允价值感到难以理解②ꎮ 在波兰以及许多新兴经

济体和转型国家ꎬ 传统上的计价方式主要采用历史成本ꎬ 同时表现出 “形
式重于实质” 的特征ꎬ 其原因如下: 一是波兰的法律属于欧陆法系ꎬ 在这

种成文法模式下ꎬ 会计人员习惯于按照规定的要求来处理账务ꎬ 更加重视

书面凭证ꎬ 因而表现出 “形式重于实质” 的习惯倾向ꎻ 二是国家更强调纳

税收入ꎬ 赋予税务主管部门更大的权力以保证税收ꎬ 这使税务征管机构要

求企业遵守税法规定ꎬ 提供合法的书面凭证ꎬ 因而更注重历史成本ꎻ 三是

波兰企业融资不以外部权益投资者为主ꎬ 而是以银行信贷为主ꎬ 波兰资本

市场又不够发达ꎬ 国家对企业的参与程度也较高ꎬ 这导致波兰传统上的会

计计量方式更偏重资产价值ꎬ 从而使历史成本成为习惯性思维ꎻ 四是历史

上的德国会计模式、 苏联会计模式对波兰会计影响根深蒂固ꎬ 德国和苏联

模式之间虽然存在区别ꎬ 但是也有共性ꎬ 即 “形式重于实质” 和计价上的

谨慎性ꎻ 五是 ＩＦＲＳ 作为新规则ꎬ 需要大量时间去学习ꎬ 学习成本较高ꎬ 大

量的波兰中小企业难以承担ꎬ 因此ꎬ 中小企业仍习惯于规则导向、 税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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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会计模式ꎮ 因此ꎬ 波兰如果要求所有类型的企业全面采用公允价值ꎬ
势必会遇到较大的问题ꎮ ＩＦＲＳ 要求会计处理遵循 “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

则ꎬ 但由于法系的特点、 历史原因、 文化背景、 学习成本等多方面原因ꎬ
波兰会计人员在具体处理上往往习惯于 “形式重于实质” 的方式ꎮ

(三) 采用 ＩＦＲＳ 的其他问题

在波兰ꎬ ＩＦＲＳ 是一项新的会计知识体系ꎬ 由于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
实际利率法等处理方法以及 “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ꎬ 会计核算在波兰的具

体实践中容易变得更为复杂ꎬ 对于许多波兰企业而言ꎬ 在现实中更难以操

作ꎮ 采用 ＩＦＲＳ 的成本包括学习成本、 财务报表转换成本以及对可能出现的

新上市系统的适应成本ꎬ 对于波兰本国的那些不以国际化为目的的中小企

业来说成本过高ꎮ ＩＦＲＳ 是原则导向型会计准则ꎬ 需要有经验的会计师的职

业判断ꎮ 而波兰会计人员普遍习惯于按照规则要求被动地进行账务处理ꎬ
缺乏主动的职业判断ꎮ 从思想观念方面进行分析ꎬ 计划经济时代对当今波

兰的文化与社会背景、 思想观念产生了影响ꎬ 而转型后的经济体制又建立

在这种现实条件的基础之上ꎮ 虽然计划经济已经基本上被市场经济体制所

取代ꎬ 但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观念也对转型后的波兰产生了影响ꎬ 长期形

成的思维模式难以在短期内改变ꎬ 波兰会计人员更习惯于按照具体规定进

行会计处理ꎬ 难以适应 ＩＦＲＳ 中的原则导向、 “实质重于形式”、 公允价值等

一系列新概念ꎮ
关于公允价值的负面评价也见于国际上会计学者的研究ꎮ 例如ꎬ Ｐ 然

(Ｐ Ｊａｉｎ) 认为公允价值的使用使财务报表表现出更大的变动性和主观性ꎮ
公允价值对于审计人员来说也成为一项挑战①ꎮ

(四) 其他不利因素

在波兰会计转型与发展这一进程中存在的不利因素还包括: 会计体系

转型的初始条件并不优越ꎬ 转型面临的困难和阻力较大ꎮ 波兰向市场经济

体制的转型是全方位的ꎬ 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ꎮ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波兰仍不具备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条件ꎬ 同时又缺乏强有力的会计师团体ꎬ
因此ꎬ 在波兰会计体系转型的最初几年里ꎬ 很难一次到位地全面接受国际

会计准则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波兰开始实行公司税ꎬ 但这个税收系统较为复杂ꎬ 又

缺乏透明度ꎮ 税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阻碍了波兰会计的发展ꎮ 同时ꎬ 波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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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效率相对欠佳ꎮ 世界银行在其 ２００６ 年报告中指出ꎬ 波兰政府机构

相对而言缺乏效率ꎬ 波兰整个政府体系都缺乏这样一个健全的体系ꎬ 使之

能够在未来以最优的方式应对公共部门在日常管理中遇到的挑战ꎮ

六　 总结与展望

对波兰会计体系的发展与转型的研究可以以 １９ 世纪为起点ꎮ 波兰历史

曲折ꎬ 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形成的经济、 政治和法律模式ꎬ 为波兰当今的经

济模式、 融资模式和企业治理模式打下了基础ꎬ 对波兰会计模式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ꎮ 数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压抑了现代会计的职能ꎮ 波兰会计体系

的转型在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 外部动力、 外资与资本市场发展、 强势政

府与弱势会计职业团体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 取得了快速发展ꎮ 但是ꎬ
计划经济时代之前的经济、 法律、 融资和企业治理模式影响深远ꎬ 加上思

想观念的惯性ꎬ 虽然波兰采用了 ＩＦＲＳꎬ 但是实际效果仍有限ꎮ 相当多的波

兰企业ꎬ 尤其是中小企业采用 ＩＦＲＳ 仍存在较大困难ꎮ ＩＦＲＳ 与英美会计模

式接近①ꎬ 而波兰经济模式、 法律模式与英美差别较大ꎬ 原则导向的 ＩＦＲＳ
需要经验丰富的会计人员进行主观的职业判断ꎬ 而由于国内的现实条件和

历史上形成的思维惯性ꎬ 波兰本国的会计人员在实践中难以熟练和有效地

运用 ＩＦＲＳ 原则ꎮ 波兰会计制度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ꎬ 并使 ＩＦＲＳ 成为企业

的自发需求ꎬ 最终全面采用 ＩＦＲＳꎬ 还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ꎬ 原因是波兰经

济模式、 法律模式、 融资模式、 资本市场发展、 企业治理模式、 历史文化

传统等许多方面与 ＩＦＲＳ 的实质内涵不尽兼容ꎬ 而这种状况是在多年的历史

中形成的ꎬ 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ꎮ ＩＦＲＳ 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ꎬ 随

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波兰经济增长、 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育ꎬ 波兰国内

自愿使用 ＩＦＲＳ 的企业有望不断增加ꎬ 波兰会计职业团体也有望日益壮大并

且会在会计政策的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 ＩＦＲＳ 与波兰本国

会计规制将在长期内保持并行状态ꎮ
(责任编辑: 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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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诺比斯把 ＩＦＲＳ 和英美会计模式归为同一类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