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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GAAP 与 IFRS 之比较：整体财务报表列报(上)---致同研究之

US GAAP 系列（二） 

 

2015 年 2月，IASB 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负债的分类——对 IAS 1 的建议修

订》。建议修订阐明了流动和非流动负债的分类是基于报告期末存在的权利。建议也通

过说明结算是指向交易对方转移现金、权益工具、其他资产或服务，阐明了负债结算与

主体资源流出的关系。 

FASB 计划简化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分类，这将提供指引以降低确定负债在资产负债

表中列报为流动性还是非流动性的成本及复杂性。 

 

综述  

IFRS U.S. GAAP 

相关指引：IAS 1 相关指引：ASC 205 和 505；SEC规则 S-X，第

3条 

主体在根据 IFRS (IAS 1.2) 编制和列报通用目

的财务报表时应当应用 IAS 1。 

有关财务报表列报的指引主要包含在《FASB 会

计准则汇编》中（ASC 205 至 208）。SEC 注

册人也必须遵循 SEC 规则中的指引，如规则 S-

X 和 S-K。 

财务报表包含（IAS 1.10）： 

 当期期末的财务状况表 

 当期的综合收益表 

 当期的权益变动表 

 当期的现金流量表 

 附注，包括重大会计政策概述和其他说明性

注释 

 如 IAS 1.38 和.38A 规定的上一期间的比较

信息 

 当主体以追溯调整法应用会计政策或在财务

报表中对项目进行追溯重述时，或主体根据

IAS 1.40A 至.40D 在财务报表中对项目进

行重分类时，上一期间期初的财务状况表 

财务报表包含（ASC 205-10-45-1A）： 

 财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在一份连续的财务报表或两份单独但连贯的

财务报表中列示综合收益总额的报表（ASC 

220-10-45-1） 

 股东权益变动表。或者，可以在财务报表附

注中披露组成股东权益（除留存收益外）的

单个账户的变动（ASC 505-10-50-2）。 

 现金流量表（有限豁免；参见第 2.5 部分

“现金流量表”）。 

 财务报表附注 

 与 IFRS 不同，没有针对第三份资产负债表

的类似要求 

除非 IFRS 允许或另外要求，主体应披露在当 与 IFRS 不同，没有提供比较财务报表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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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财务报表中报告的所有金额的前期比较信

息。如果叙述性和说明性的比较信息与理解当

期财务报表有关，主体应将该比较信息纳入财

务报表中（IAS 1.38 和.38B）。 

主体应至少列报两份财务状况表、两份损益及

其他综合收益表、两份单独的损益表（如列

报）、两份现金流量表和两份权益变动表，以

及相关的附注（IAS 1.38A）。 

要求，但这种做法是可取的（ASC 205-10-45-

2）。 

SEC 条例要求最近两个财务年度的资产负债表

和三年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SEC 规则 S-

X；条款 3-01(a)和条款 3-02(a)）。 

除了上述至少需要列报的比较财务报表外，主

体也可以列报比较信息，只要这些信息是根据

IFRS编制。比较信息可以由 IAS 1.10 所述的一

份或多份报表组成，但不需要包含一套完整的

财务报表。主体应纳入这些额外的财务报表的

附注信息（IAS1.38C和 D）。 

在任何一年，财务状况表、利润表和权益变动

表中列报以前一年或几年以及本年度数据，通

常是理想的做法（ASC205-10-45-2）。 

 

财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IFRS U.S. GAAP 

相关指引：IAS 1 相关指引：ASC 210、470、505 和 740；SEC 规

则 S-X 条款 5-02。 

简介 

IAS 1.54规定了应在财务状况表表内列报的单

列项目。 

与 IFRS 不同，U.S. GAAP 没有规定标准格式。

然而，SEC 规则 S-X条款 5-02要求在资产负债

表表内列示特定的单列项目（如适用）。 

分类 

主体应根据 IAS 1.66-.76 在财务状况表中将

流动和非流动资产、流动和非流动负债作为单

独类别进行列报，除非基于流动性的列报提供

的信息更可靠和相关。当此例外情况适用时，

主体应按照流动性顺序列报所有资产和负债

（IAS 1.60）。 

大部分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流动资产和流动

负债的单独分类（ASC 210-10-05-4）。当流

动和非流动资产及负债之间的区别被认为没有

或几乎没有相关性时，在某些特定行业中会使

用无分类的资产负债表。 

除非对于理解主体的财务状况具有相关性，否

则 IAS 1并未要求主体列报小计金额（IAS 

1.55和 55A）。 

与 IFRS 不同，如果非 SEC 报告主体列报分类

的资产负债表，它们必须列报流动负债总额。

在实务中，此类主体也列报流动资产的小计

（ASC 210-10-45-5）。 

SEC条例明确要求列报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

小计（规则 S-X条款 5-02）。 

抵销 

除非 IFRS要求或允许，否则主体不能将资产

和负债或收益和费用相互抵销（IAS 1.32）。

参见第 7部分“金融工具”中有关抵销的更多

信息。 

与 IFRS 不同，仅当存在抵销权的时候才允许

进行抵销。当存在以下条件时，存在抵销权

（ASC 210-2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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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各欠对方可确定的金额 

 具有进行抵销的权利和意图 

 抵销权受法律保护 

披露 

主体应在财务状况表或附注中，披露主体根据

经营方式对报表单列项目所做的二级分类

（IAS 1.77）。 

与 IFRS 类似。 

主体应在财务状况表或权益变动表或在附注中

披露以下信息（IAS 1.79）： 

 对于每类股本： 

- 核定的股数 

- 已发行且已收到全额股款的股数、以及

已发行但尚未收到全额股款的股数 

- 每股面值或无面值股票 

- 对期初和期末发行在外股数的调节 

- 附于各类股本上的各种权利、优惠和限

制，包括分派股利和归还资本的限制 

- 由主体或其子公司或联营主体持有的本

公司股数 

- 为以期权和合同方式发售而储备的股

数，包括条件和金额 

 股东权益中每项公积金的性质和目的的说明 

要求披露组成股东权益（除留存收益外）的单

个账户的变动、以及普通股股数的变动。可在

财务报表附注或通过单独的财务报表进行此类

披露（ASC 505-10-50-2）。 

应披露对各种已发行证券的相关权利和特权的

解释。也必须至少在最近的年度会计期间和后

续的列报中期内，披露在转换、行权、或满足

必要条件时发行的股份数量（ASC 505-10-50-

3）。 

 

综合收益表/利润表 

IFRS U.S. GAAP 

相关指引：IAS 1 相关指引：ASC 220、225、

320、715和 810；SEC规则 S-

X条款 5-03。 

报表格式和列报 

主体可以列报单一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或两份单独的报表

（IAS 1.10A）。 
与 IFRS 类似，主体可以在一

份连续的报表或两份单独但连

贯的财务报表中列报综合收益

（ASC 220-10-45-1）。 

综述 

IAS 1并没有给出针对综合收益表的特定格式；但要求除了

IFRS规定的单列项目以外当期列报单列项目的最低数量（IAS 

1.82）。 

综述 

U.S. GAAP 没有规定利润表的

标准格式。单级格式（费用按

功能分类）或多级格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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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应基于费用性质或其在主体中的功能（取决于哪个能提供

可靠和更相关的信息而定）对在损益中确认的费用进行的分类

作出分析并进行列报（IAS 1.99）。将费用按功能进行分类的

主体，应披露有关费用性质的进一步信息，包括折旧费和摊销

费及雇员福利费用（IAS 1.104）。 

和非经营项目分开列示）都可

接受。但 SEC 规则 S-X条款 5-

03 要求在利润表表内列示特定

的单列项目（如适用）。 

列报和披露 

主体不应在综合收益表中或在附注中将任何收益或费用项目作

为非经常性项目进行列报（IAS 1.87）。 

与 IFRS类似，U.S. GAAP 下主

体不应在列报损益和其他综合

收益的报表中或在附注中将任

何收益或费用项目作为非经常

性项目进行列报(ASC 225-20-

45)。 

 

 

 

 

注：致同 US GAAP系列强调了某些重要的 US GAAP和 IFRS的要求以及这两套准则之间的主要

相似和差异之处。比较内容仅作为指引，并不包含所有内容。如果读者需要 IFRS和 US GAAP

的要求、以及 SEC条例、规则和实践的完整详情，应参阅相关准则、条例、规则和实践的全

文。未征得具体专业意见之前，不应依据本系列专题所述内容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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