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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经常性损益”是近十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净利润调整计算的新概念。
因为净利润中存在一些非常损益，有碍于报表使用者对公司业绩与获利前景作出正确的判断。
证监会口径的上市公司净利润是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相当于“监管利润”或证监会
口径的“考核利润”。
不仅证监会，国资委也在2006年后引用了“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以求对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业绩作
出正确的评价预测。
　　证监会不仅在评价上市公司业绩时应用了“非经常性损益”概念，还将这一概念引入融资门槛。
所以，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业绩形象都会被“非经常性损益”所影响：非经常性
收益越大，考核口径的净利润越小；非经常性损失越大，考核口径的净利润越大。
这就会导致企业产生操纵非经常性损益的预期。
　　一直以来，报表编制者和报表使用者更关心正常损益的操纵，而很少关注非经常性损益。
当人们对会计行为与报表效果认识不断加深时，发现会计为粉饰业绩往往利用非正常手段制造收益；
当人们对正常收益认识加深后，又会发现非经常性损失可以被用来粉饰监管口径的净利润。
　　本书旨在通过逻辑分析与案例分析的方式提醒业内人士：关注净利润中的非正常收益是否被充分
地剔除；关注非经常性损益中的非经常性损失是否真实，是否应当列为非经常性损失，以求合理地判
断企业正常损益与可持续获利能力。
　　本书适合企业CEO、CFO、CPA等业界人士阅读，并作为案头读物查阅研究；本书能够为会计教
育界人士开阔视野，为学术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尤其难得的是有关非经常性损益的文献史料和现实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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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通过逻辑分析与案例分析的方式提醒业内人士：关注净利润中的非正常收益是否被充分地剔
除；关注非经常性损益中的非经常性损失是否真实，是否应当列为非经常性损失，以求合理地判断企
业正常损益与可持续获利能力。
本书适合企业CEO、CFO、CPA等业界人士阅读，并作为案头读物查阅研究；本书能够为会计教育界
人士开阔视野，为学术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尤其难得的是有关非经常性损益的文献史料和现实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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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次重大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与我国进入世贸组织的背景，要求我国企业财务报表提高国际通用性。
这次会计改革（2006），对确认计量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影响到“非经常性损益”内容的重大调
整。
调整内容：　　增加了：企业合并的合并成本小于合并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损益。
这是由于《企业合并准则》要求对企业合并中的“负商誉”确认当期损益所致。
这种收益属于重组收益，与营业活动无关，不影响未来获利能力。
　　增加了：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这种支出计人“管理费用”，但与营业活动无关，且属于偶发事项，不影响未来获利能力。
　　增加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这是由于《合并报表准则》的要求。
这部分损益也属于重组损益，不能作为正常损益，但在合并报表中并入了相应的收入、费用等项目。
　　增加了：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预计负债产生的损益。
这是由于《新准则》积极贯彻谨慎性原则充分确认预计负债所致。
但是，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预计负债确认的损失属于正常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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