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会计政策适用问题

拟挂牌企业在适用会计政策方面常见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错误和不当

适用，譬如收入确认方法模糊;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合规;长短期投资收益确认方

法不合规;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时点滞后;借款费用资本化;无形资产长期待摊

费用年限;合并会计报表中特殊事项处理不当等。另一方面是适用会计政策没有

保持一贯性，譬如随意变更会计估计;随意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随意变更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随意变更收入确认方法;随意变更存货成本结转方法等等。对于第

一类问题务必纠正和调整，第二类问题则要注重选择和坚持。

二、会计基础重视问题

运行规范，是企业挂牌新三板的一项基本要求，当然也包括财务规范。拟挂

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会计基础方面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有“规”

不依，记录、凭证、报表的处理不够规范，甚至错误，内容上无法衔接或不够全

面;另一方面是“内外”不一，由于存在融资、税务等多方面需求，普遍存在几

套帐情况。这不仅让企业的运行质量和外在形象大打折扣，还势必影响好企业挂

牌，当然更会影响企业今后的 ipo。建议严格执行相关会计准则，充分认识到规

范不是成本，而是收益，养成将所有经济业务事项纳入统一的一套报账体系内的

意识和习惯。

三、内部控制提升问题

企业内部控制是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和内核时关注的重点，也是证券业协会等

主管备案审查的机构评价的核心。从内部控制的范围来看，包括融资控制、投资

控制、费用控制、盈利控制、资金控制、分配控制、风险控制等;从内部控制的

途径来看，包括公司治理机制、职责授权控制、预算控制制度、业务程序控制、

道德风险控制、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等。一般来说，内部控制的类型分为约束型

控制(或集权型控制)和激励型控制(或分权型控制)。通常情况下，中小型企业以



前者为主，规模型企业可采取后者。另外，内部控制不仅要有制度，而且要有执

行和监督，并且有记录和反馈，否则仍然会流于形式，影响挂牌。

四、企业盈利规划问题

虽然新三板挂牌条件中并无明确的财务指标要求，对企业是否盈利也无硬性

规定，但对于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客观需要来说，企业盈利的持续性、合理性和

成长性都显得至关重要。因此，要对企业盈利提前规划，并从政策适用、市场配

套、费用分配、成本核算各方面提供系统保障。盈利规划主要包含盈利规模、盈

利能力、盈利增长速度三个方面，必须考虑与资产负债、资金周转等各项财务比

率和指标形成联动和统一。从真正有利于企业发展和挂牌备案的角度来看，盈利

规划切忌人为“包装”，而是要注重其内在合理性和后续发展潜力的保持。

五、资本负债结构问题

资本负债的结构主要涉及的问题有：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构成;股权结构的

集中与分散;负债比例控制与期限的选择;负债风险与负债收益的控制等。以最为

典型的资产负债率为例，过高将被视为企业偿债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弱，很难满

足挂牌条件，但过低也不一定能顺利通过挂牌审核，因为审批部门可能会认为企

业融资需求不大，挂牌的必要性不足。

因此，适度负债有利于约束代理人道德风险和减少代理成本，债权人可对当

前企业所有者保持适度控制权，也更有利于企业挂牌或 ipo 融资。因此，基于这

样的考虑，对企业的资产、负债在挂牌前进行合理重组就显得格外重要。

六、税收方案筹划问题

税收问题是困扰拟挂牌企业的一个大问题。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多采

取采用内外账方式，利润并未完全显现，挂牌前则需要面对税务处罚和调账的影

响。主要涉及的有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购置税、营业收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股东个人所得税等项目。如果能够通过税务处罚和调帐的处理解决，还算未构成

实质性障碍，更多的情况是，一方面因为修补历史的处理导致税收成本增加，另

一方面却因为调整幅度过大被认定为企业内控不力、持续盈利无保障、公司经营

缺诚信等，可谓“得不偿失”。因此，税收规划一定要提前考虑，并且要与盈利

规划避免结合起来。另外，在筹划中还要考虑地方性税收政策和政府补贴对企业

赢利能力的影响问题。

关联交易的正面影响反映在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降低交易成本，负面影响在

于内幕交易、利润转移、税负回避、市场垄断等。因此，无论是 ipo 还是新三板

挂牌，对于关联交易的审查都非常严格。从理想状况讲，有条件的企业最好能够

完全避免关联交易的发生或尽量减少发生，但是，绝对的避免关联交易背后可能

是经营受阻、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因此，要辩证的看待关联交易，特别要处

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清楚认识关联交易的性质和范围;二是尽可能减少不

重要的关联交易，拒绝不必要和不正常的关联交易;三是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和财务处理务必要做到合法、规范、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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