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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 年来的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发展表明 ,经济建设宏观环境是会计理论研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 , 同

时 ,会计理论研究对经济发展具有反映性。“会计信息系统论” 、“会计管理活动论”和“会计控制论”是中国 20 年来

会计理论研究最为突出的成就 ,它们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 并都对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我

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具体环境来看 ,加强“会计控制论”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将更具现实意义。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

时代 ,将给会计理论研究至少带来两方面的课题:人力资源会计问题和会计报告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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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是在这 20年 ,我国的会计

理论研究积极借鉴西方经验 ,紧密联系实际 ,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总结过去以启迪未来 ,这是历史的价

值。本文拟对我国 20年来的会计理论研究作简要

分析 ,并就会计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向提出我们的意

见。

一 、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分析

从总体上看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与经济发展的

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966年起 ,我国开始经历

长达 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会计理论研究工

作也进入了停顿阶段 ,其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从

1966年到 1978年 ,原有的会计类期刊纷纷停刊 ,几

乎找不到一份象样的会计类期刊。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决定将经济建设作为全国工作重点的指示指

引下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开始走向蓬勃发展。

这一点仍然可以从会计类期刊的创刊得到验证 。从

1979年开始 ,我国开始创办各类会计期刊 ,较早出

现的有:《财务与会计》(创刊于 1979年 1月)、《财会

通讯》(创刊于 1979年 4 月)、《公社财会》(创刊于

1979年 7月)、《会计研究》(创刊于 1980 年 1月)。

80年代以后 ,各类会计期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出

现 ,其中不仅包括按行业分类的会计期刊 ,如《工业

财会》 、《交通财会》等 ,而且也包括按地区命名的会

计期刊 ,如《上海会计》 、《北京财会》 、《武汉财会》等。

有学者对各时期的会计学论文总量进行了统计 ,结

果发现 , 1979 至 1989 年间的会计学论文总量是

1960年至 1969年间的 4倍[ 1] 。以上正反两方面说

明 ,经济建设宏观环境是会计理论研究赖以生存与

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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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特点 ,我们对

会计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 。由于会计期刊太多 ,我

们分别选取权威性理论刊物《会计研究》与《经济研

究》以及权威性实务刊物《财务与会计》和《财会通

讯》等 4个期刊作为样本①。根据我们的研究判断 ,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大致在以下四方面作了很大的努

力 ,即:(1)“会计是什么” 、“会计学是什么”等基本会

计问题;(2)经济效益会计;(3)物价变动会计;(4)股

票市场会计。统计结果如下表 。

会计论文分类统计表(1981—1999)

年度 会计基本问题经济效益会计物价变动会计股票市场会计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6
16
14
18
10
10
8
8
5
5
4
2
3
0
6
13
9
3
3

18
46
51
36
30
36
35
12
12
16
19
13
13
15
23
20
8
6
11

—
1
0
1
0
0
0
0
0
1
0
1
0
1
1
1
1
1
0

—
—
—
—
—
—
—
—
—
—
—
—
1
3
10
5
21
31
36

合计 153 410 9 107

统计结果表明 ,有关如何降低成本 、提高经济效

益问题的论文最多 ,达到 410篇。其原因在于会计

的根本作用是为经济发展服务 ,而经济发展的关键

就在于降低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提出经济建设是全国的工作重点以后 ,党的十

二大就明确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

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此后 ,这一精神在历次的重大

会议中得到不断的深化 。因此 ,提高经济效益是经

济发展与会计理论研究共同的中心内容 。有关“会

计是什么” 、“会计学是什么”等会计基本问题的论文

累计达到 153篇 ,仅次于经济效益会计类的论文 ,但

从分布角度来看 ,基本上是呈递减趋势。其原因在

于 1979年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复苏时期 ,要想会计能

够为经济发展服务 ,要想使会计理论研究稳步健康

发展 ,必然要研究“会计是什么” 、“会计学是什么”等

会计基本问题。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计学界在

这些问题上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越来越多 ,需要讨

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少 ,因而发表这方面的论文也就

越来越少。但是 ,在这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上 ,会计

学界从来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 ,继续对这些问

题进行探讨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经济效益

会计和会计基本问题是会计理论研究的两大重要的

永恒课题。

有关股票市场会计的论文的分布显然与有关会

计基本问题的论文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它从 1993年

才开始出现 , 但每年的递增速度相当快 , 特别是

1998年和 1999年 ,论文篇数达到 30 多篇 。有关股

票市场会计论文的这种分布体现了会计对经济发展

具有反映性 。我国股票市场随着 1984年上海飞乐

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50万元而

崛起 ,1990年 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1991 年 4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 ,翻开了我国股票市场建

设崭新的一页 。有关股票市场会计的研究 ,就是在

这种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而产生并不断发展的。显

然 ,从时间上看 ,会计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

其原因在于对任何问题的认识与研究需要一个过

程 ,对于股票市场会计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有关物价变动会计论文的分布 ,从另一方面反

映了会计理论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反映性。1980年

至 1999年我国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如下表 。表中

数据表明 ,我国 20年来基本上都存在着通货膨胀问

题 ,但最高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仅仅为 121.7 ,

1998年的商品零售物价比 1997年的还低 2.6%。

这表明 ,通货膨胀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予以

考虑的问题 ,但它离恶性通货膨胀还有一段相当长

的距离。物价变动会计论文时有时无 、即使有也只

有 1篇的这种分布 ,是通货膨胀问题在我国经济发

展具体影响的生动写照 ,这种写照也就是会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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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1979年和 1980年的期刊资料不全 ,我们的统计是从 1981年开始的。



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反映性 。

1980—1998 年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年=100)②

年度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指数 106.0 102.4 101.9 101.5 102.8 108.8 106.0 107.3 118.5 117 .8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指数 102.1 102.9 105.4 113.2 121.7 114.8 106.1 100.8 97.4③

　　二 、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

综观这 20余年的会计研究成果 ,它涉及到了会

计的方方面面 ,既有会计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

如会计本质 、会计职能 、会计目标 、会计对象以及会

计原则等 ,又有会计应用理论的研究成果 ,如会计

法 、会计准则 、会计职业道德以及企业会计制度设计

等。然而 ,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非会计定位理论莫

属。当然 ,仅仅会计定位理论 ,它也包含有很多种的

观点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会计研究的多元化特性 。

其中 ,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会计信息系统论”
④
、

“会计管理活动论”⑤和“会计控制论”⑥。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 ,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观

点最早出现在 1953年出版的《会计理论结构》 ,作者

利特尔顿指出:“会计的显著目的在于对一个企业的

经济活动提供某种有意义的信息[ 2](A.C.Lit tleton ,

1953)。美国会计学会在 1966年发表的《会计基本

理论说明书》(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

ory ,ASOBAT)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实质地说 ,会计

是一个信息系统”
[ 3]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余绪缨教

授在 1980年的《要从发展的观点 ,看会计学的科学

属性》一文中指出:“ ……根据当前的现实和今后的

发展 ,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 ,它主要是通过

客观而科学的信息 ,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
[ 4]
;我国

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在 1983年的《关于会计定

义的探讨》一文中给会计下了如下的定义:“会计是

旨在提高经济效益 ,加强经营管理和经济管理而在

每个企业 、事业机关等单位范围内建立的一个以提

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 5]
。此后 ,两位

教授站在会计信息系统的角度上 ,对会计作了全面

而深入的研究 ,并形成了“会计信息系统论” 。“会计

信息系统论”认为 ,会计在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系统 ,

它一端与信息源联系着 ,另一端与信息宿联系着 ,并

包含着信息获取 、信息传输 、信息贮存 、信号处理 、特

征提取 、分类判断 、反馈控制 、测量显示等环节;会计

用综合信息理论解决经营的经济效率问题 ,构成了

为决策提供定量化信息的企业综合信息系统的主要

部分;会计信息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最大和

最普及的子系统 ,企业的全体成员均在某种程度上

参与经济业务数据的产生 ,而企业各级管理当局和

责任人员都将利用有关会计信息作出经营 、管理决

策和评估自己的业绩 ,企业的外部利害关系集团则

是企业财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

将会计视为一种管理活动并使用“会计管理”概

念的 ,在现代西方管理理论流派中不乏其人 ,古典管

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法约尔就把会计活动列为经营的

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美国人卢瑟·古利克则把会计

管理列为管理的七种功能之一
[ 6]
。我国著名会计

学家杨纪琬教授和阎达五教授在 1980年的《开展我

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 ———兼论会计学的科学

属性》一文中指出:“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

看 ,会计不仅仅是管理经济的工具 ,它本身就具有管

理的职能 ,是人们从事管理的一种活动 。”[ 7] 此后 ,

两位教授著书立说 ,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会计管理活

动论” 。“会计管理活动论”认为 , “会计”和“会计管

理”是同一概念 , “会计管理”是“会计”这一概念内涵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8》 ,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数据来源于曾培炎:《关于 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1999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经济日报》 ,

1999年 3月 19日第 2版。
④代表人物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和余绪缨教授。

⑤代表人物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纪琬教授和阎达五教授。
⑥代表人物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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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化 ,反映了会计工作的本质属性 ,是同一概念的

发展;广义的会计管理包括会计信息的处理过程 ,即

组织会计信息的验收 、加工 、存贮 、审查 、转换 、输送

以及结合这一过程对经济活动的合理 、合法和有效

性进行的审查与监督;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 ,

会计工作都是一种管理活动 ,它的核算和监督内容

以及要达到的目的受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制约。“会

计管理活动论”还认为 ,会计管理与财务管理是按不

同标准对管理进行的分类 ,会计管理是指会计人员

(机构)运用一系列会计方法对投入再生产过程的资

金及其运动实施的管理 ,其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财

务管理应理解为“财务”的管理 。

“会计控制论”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教授

和郭道扬教授通过对会计进行历史地考察 ,在详细

分析现代会计环境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

的系统化的会计定位理论。总的来看 , “会计控制

论”认为 ,自古以来 ,会计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反映 、

控制经济活动 ,现代会计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控制企

业的经济活动 ,以完成企业对各种受托人的受托责

任;现代企业经济效益目标的提出 、调整 、实现不能

脱离现代会计这一控制系统的运行 ,没有现代会计 ,

而要提高经济效益 ,是无法想象的;现代会计是一种

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 ,以决策为手段 ,对一个实体

的经济事项按公认会计原则与标准 , 进行分类 、记

录 、汇总 、传达的控制系统;会计控制是一种全面控

制 ,它必须把过去 、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 ,必须把

事前 、事中与事后的控制结合在一起 ,必须把微观 、

中观与宏观结合在一起;会计控制包括三个基本层

次 ,即组织制度控制 、电子计算机控制与经营循环控

制 ,具体包括 14个控制环节;会计系统可以划分为

反映系统和控制系统 ,其中 ,反映系统包括信息输

入 、信息确认 、制证 、计量 、记录 、归类 、组合 、测试 、编

报 、储存及信息输出等环节 ,控制系统又可分为经营

循环控制分支系统和决策过程控制分支系统 。

当然 ,“会计信息系统论” 、“会计管理活动论”和

“会计控制论”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它们对我国会

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从不同角度促

进了会计为经济发展服务作用的发挥 。如果联系我

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具体环境来看 ,我们认为 , “会计

控制论”更具有其现实意义 。从微观的层面上来看 ,

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效益普遍较差 ,如何发挥会计

控制在受托责任的完成与评价中的作用 ,则是我国

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比较严重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必须要发挥会计

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作用。从宏观层面上来看 ,

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 。在这种

背景下 ,如何加强对国际经济的控制已是世界各国

共同的课题 ,因为一国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对其它

国家直接产生影响 。如 1997年泰国首先发生金融

危机 ,此后便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并逐步演变为

亚洲金融危机 ,危及全球金融市场乃至世界经济。

当然 ,这场危机的发生有着经济发展的泡沫影响所

致 ,但其中也包括会计没有发挥控制作用的因素在

内 。因此 ,加强会计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是一体化全

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

三 、走向 21世纪的会计理论研究

综观 20世纪 ,它是一个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不断加强的世纪。20世纪 20年代科技对世界工业

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 22%, 50 年代为 30%,而 70

年代则达到 60%左右;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

看 ,20 世纪初为 5%—10%, 50 年代达到 35%, 80

年代有的国家已达到 80%以上 ,进入 90 年代 ,这种

发展趋势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8] 。20 世纪 70年

代以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空前加大 ,其原因就

在于 7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的新技术获得突破性

发展 ,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 ,以计算机 、网络和通信

技术为主体的信息技术迅速兴起 ,它大大加快了产

业的升级 ,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即

经济的增长依赖于知识的生产 、扩散和应用 。可以

预见 ,人类在 21世纪将步入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形

态 ———知识经济时代。

然而 ,当前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为工业经济

发展服务的。知识经济的到来 ,必将带来会计理论

研究的新课题 。在我们看来 ,新课题主要是由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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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因素所引起。

1.人力资本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资本 。在知

识经济社会里 ,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不再是农业社会

的土地和工业社会的金融资本 ,而主要是人力资本 。

虽然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

要性 ,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的人力资本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 ,是基于以土地或金融资本为经济增长

的最主要限制因素的基础上的 ,而且这种贡献远远

没有今天以及未来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那

么大 。

2.信息技术将极大地改变社会生产方式 。随着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企业能够根据日常需求进行

适时生产 ,以及时满足市场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信息技术发展使计算机进入了家庭 ,从而使人们能

在家里从事和完成原先必须到企业的车间 、办公室

才能做的工作。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994年 9 月

29日报道 ,在家办公的人已达 4320 万 ,约占美国劳

动力的 1/3 ,而且每年以 15%的速度增加 ,到 1997

年达到 5600万人。

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将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以下

几方面的课题:

(1)人力资源会计。前已述及 ,农业社会和工业

社会里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是基于以土

地或金融资本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限制因素的基础

上的;加之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企业所有权属于物

质资本所有者 ,人力资源信息一直未能作为企业的

重要信息向利害关系方进行披露 ,因而人力资源会

计一直也未能得到发展 。然而 ,知识经济社会中的

人力资源将逐步取代金融资本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最

为重要的因素 ,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同

时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 ,人

力资本所有者以人力资本参与企业 ,并享有企业的

剩余索取权 ,它为人力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进

行披露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 ,如何确认 、计量和报

告人力资源信息将是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

题。

(2)会计报告模式 。现行会计报告具有两大重

要的特点:(1)它是一种通行会计报告 ,即企业提供

一份所有者通用的会计报告 。这份报告披露的内容

是在综合考虑所有使用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基础上

形成的 ,之所以采用这种模式 ,是出于成本效益的考

虑;(2)它是一种非适时性会计报告 ,即它的披露是

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目前 ,会计报告按照其披露

时间的不同 ,可以分为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之所

以会计报告不采用适时披露形式 ,同样是基于对成

本与效益的考虑。然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按照

每个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适时向他们提供会计报告 ,

成本将不再是一个制约因素 ,但相应的会计报告理

论需要进行重新的研究。因此 ,会计网络化下的会

计报告模式将是 21 世纪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

课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以上两方面仅仅是工业经

济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过程中所增加的两个课

题 ,它们并不是 21 世纪会计理论研究的所有问题。

上文所述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 、经济效益会计和股

票市场会计等仍然是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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