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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会计理论界曾先后提出过业主权论 (所有者

论 )
、

主体论
、

剩余权益论
、

企业论
、

基金论
、

指挥者论等

多种权益计量理论
,

其中占主流派地位 且在实务中得

到广泛运用的是业主权论和主权论
1

本文 试图 从产权

角度出发分析业主权论和主体论
,

进而推演出适合目

前我国现代企业的权益计量理论
。

一
、

业主权论与终极所有权

业主权论产生于 18 世纪的经济环境中
,

当时在社

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独资和合伙企业
,

其特点是

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就是业主或所有者
,

企业 与其终

极所有者是一个整体
,

企业就是所有者的化身
,

所有者

是权益中心便成为必然
,

因为在这里企业 的资产和业

主 自己的物品没有本质的区别
,

企业的负债就是业主

的债务
,

当企业的所有资产不够清偿时
,

业主负有当然

的偿还义务
,

企业的收益归业主 个人所有
,

末分配的利

润则相当于业 主将财富存放在企业
,

现金股利则是将

存放于企业 的财富的一部分收回用 于消费
.

净资产代

表终极所有者存放于企业的财富总量
、

这 甲
.

业 主对

企业的财富拥有绝对的支配
、

处置 等力泊I的权利
,

这种

具有独占性
、

排他性的权利就是产权体系的核心和最

基本形式— 终极所有权
。

二
、

主体论与法人财产权

主体论认为
,

企业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

企业 与所有

者是分离的
,

所有者与企业债权人都是企业持续经营

所需资本的提供者
,

这一理论的建立是 和当时的社会

上的工商业纷纷实行股份公司制息 息相 关的
」

股份公

司中的有限责任公 司本身是独立的主体
,

有自己的权

利和义务
,

具有法人资格
,

享有法人所有权 法人所有

权的基础是法人财产所有权
。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者

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 处分的权

利
,

而法人财产所有权同样具有这四种权利
,

当终极所

有者将资源投人企业后
,

企业法人即对其拥有所有权
,

与此同时
,

终极所有权便受到限制
,

如不能随意收回和

处置等
。

在这里
,

法人所有权与终极所有权是各 自独

立 的
,

而 目
_

在企业持续经营期间前者居 f 主导地位
,

后

者则退居
“

幕后
” ,

因而
,

企业的资产首先是属于企业主

体自身
,

企业负债只与企业自身相关
,

而与终极所有者

无直接关系 ; !司时
,

由于企
、
l认法 人所有者只限于企业内

的财产
.

故企业的偿债责任是有限的 ;净收益首
一

先属于

企业本身
,

支付给业主的股利则视为对终极所有者提

供资金的 回报
,

未分配利润视为企业法 人的权益
,

作为

终极所有者的业主对此没有直接的要求权
.

所有这此

都反映了主体论的原理
、

三
、

现代企业的产权观

我国现代企业是指
“

产权关系明晰
、

企业中的国有

所有权属于国家
,

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出资在内的出资

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 人财产权
,

成为享有民事权利
,

承

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
”

我们认为
,

法人财产权属于

财产所有权范畴
.

财产所有权
l ,
J
一

分为财产的占有
、

使

用
、

收益 和处分的 四项权利
,

法 人财产权应全部具有这

些权利
,

只是收益权和处分权受到一定限制
,

同样地
,

投人企 业资产的终极所有权在企业整 个存续期内 也是

受到限制的所有权
。

现代企业的法人财产所有权使得

企业成为真止独立于其终极 所有者 过去我国曾在很

长时间内提倡 !、勺
`

两权
’ `

分离指 的是所有权与经 首权的

分离
,

这种条件 卜的企业不大可能真止 独 众
,

因 为{l{l 家

对企业实际 l
_

仍负无限责任
,

企业 即使名义1
_

具 (j 法

人资格
,

而实际上并无法 人地位 现代企业 也要 两仅

分离
” ,

而 这是终极所有权 和法 人财产权的分离
,

它使

企业成为真正独 立的经济主体
,

此时
,

终极所有者就不

能再以所有者身份
,

而 只能 以投资者权益持有人 身份

参与或影响 企业经营

四
、

现代企业权益计量理论及其会计等式的选择

既然现代企业的产权形式是法 人财产所有权
,

会

计
一

上选择主体论就符合逻辑 了 那么
.

应以什么样的会

计等式来概括这种产权关系并作为处理经济业务解释

会计信 自
、

的基础呢? 先看
“

资产
=
负债

” ,

这 是最传统的

主体论思想
,

它说明
:

在资产负债表 卜资产 曾
、

额代 表企

业法 人所拥石 的个部法 人则 产
、

在企 业持续经营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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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

其听有权只能归企业法人所有
:

负债代表企业法

人对各种投资的义务或承担的责任
。

从企业主体看
,

无

沦是短期债权人
、

长期债权人还是作为终极所有权的

朴主
.

他们与企业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提供资金这一事

实之上的
。

企业作为资金的接受者就要对资金提供者

承担责任
,

包括还本和返还资金增值
,

资金增值以利息

或股利形式返还
。

这时会计的主要使命是 反映企业主

体本身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以满足不同资金提供者进

行投资决策的需要
。

这样
,

无论在会
一

i
一

十等式的左方还 是

右方都是以企业主体为着眼点
,

企业主体成为解释财

务会计信息的真正中心
,

对经济事项的处理都以这
一

中心为出发点
,

这可以说是
“

绝对主体论
” 二

这在我国深

化企业改革中有其独特的优点
:
加强人们的资金成本

意识
,

树立负债经营观念
,

促使人 们努力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等
,

这些都有利于企业经营观念的转变

如果从资金提供角度看
,

他们向企业提供了资金
,

便在企业拥有一定的权利
,

这就形成了
“

资产
=
权益

”

这一会计等式
“

权益
”

的基本解释是资产求偿权
,

即在

未来的一定时间里 以一定的资产形式进行偿付的权

利
。

毫无疑问
,

这更易于为现在的和潜在的资金提供者

接受
,

因为它将资金提供者的权利明确列示
,

使其与企

业法人财产权处于对等的地位
,

而不是将
“

企业主体
”

作为财务会计反映的唯一
、

绝对中心
。

这似乎是对业主

权论一定程度的妥协
,

即由业主权论强调终极所有者

权益扩展为全部持有人权益
。

但是
,

企业与资金提供者的关系在本质上无非是

缘于资金关系
,

使用
“

资产 二 权益
”

等式同样不能无视

这一
点

,

这就要求在对权益进一步分类时按资金的不

同来源及其特点进行 首先从期限看
,

一类是有明确偿

还期限和报酬的资金 ; 一类是无明确偿还期限和报酬

金额不固定资金
,

这两类构成了权益的基本分类
。

其

次
,

就后一类别而言
.

它是从企业最终清算角度出发

的
,

其共同特征是
:

当清算时
,

企业在偿付第一类债务

后
,

一切剩余都归终极所有者
,

但是
,

由于持续经营假

设
,

企业清算可 以被忽略
。

在企业持续经营期间
,

这后

一类资金主要是从两种渠道取得形成
,

即终极所有者

投人和企业内部形成
,

终极所有者权益的量化代表只

能是其投人企业的那部分资金 ; 而一切来自企业经营

及其它既非终极所有者亦非债权人提供的资金的权益

持有者只能是企业主体本身
,

这种企业主体的直接利

益同另两类权益一样源于资金提供关系
,

不同的是其

对资产求偿权的实现形式
,

要通过企业清算时的终极

所有权来体现
,

那时
,

企业主体权益与终极所有者权益

便合二为一
。

因此
,

在持续经营期间的会计等式为
:

资

产
二

债权人权益
+
所有者权益 十 企业主体权益

五
、

现行会计实务的修正

会汁计量理论的选择对会计实务必然产生相应的

影响
,

主要有
:

卜
一

)捐赠资产 企业有一部分权益井不是来自债

务人
,

也不是来自所有者而是企业外界的无偿捐赠 对

捐赠资产的处理
,

我国现在的做法是将接受捐赠资产

列为
“

资本公积
” ,

归属 十企
、
}卜1’J勺听有者

,

就业主权论 (lj[

言尼 自以
_

仔哄解的
,

因为所有 若是这一理沦的
「
}
’
心

.

企业

的 切部归听有者
,

受赠资本 自然也不例外 但从 主体

论眷
,

若这杆处理使不适当了
,

囚为它不是 由所有者本

身投人的
,

当然不应归属 J
几

所有者
,

道理很简单
:
捐赠

的对象是企业而不是终极所有者
,

因而应归入企业主

体权益
. ’ J 代表终极 所有者直接权益的投入资本分列

,

在会计处理 仁 : lJ 另设
“

其他公积
”

项 口
,

亦 可借鉴四力
-

惯例
.

单没
“

捐赠资本
”

科目核算

( 几 )与止匕相似的是法定资产重估增值在我国也列

人
“

资本公积
”

法定资产重估情形很多
,

引起增减的原

因也各异
,

诸如
:
价格因素

、

通胀因素
、

折旧因素 按主

体论
,

只有与业主直接投人 相联系的资本才能归人
“

所

有者权益
”

就重估范围而 言
.

只有对那些业主作为投

资的资产进行重估发生的增值才能记人
` 、

资本公积
” ,

并作为对初始投人的补充记录 ; 而从引起增值因素来

看
.

折旧因素引起的价值变化一般应调整留存收益
,

而

对允许加速折旧的企业来说
,

记人
“

递延贷项
”

更为适

合 ;通胀因素是外界经济环境引起的
“

不可控
”

因素
.

其

导致的重估增值与业主投人无关
,

因而应归人企业 主

体权益
,

不能与投人资本相混淆
,

这与物价变动会计中

的物价变动调整相类似 ;至于价格因素导致的增值
,

如

进行示俘
;
的资产是业 主作为投资的资产

,

则其增值应

记人
“

资本公积
” .

作为投人资本记录的延伸 然而在实

际
’

{几作中
,

资产乖估增值往往包含价格因素和通胀双

重因素
,

严格说来应将增 f百进行适当的分配
,

分别记 人
“

资本公积
’ ,

和
’ `

其他公积
”

(
:
)月丈票股利 业主权论 认为

,

股票股利不能作为

股东收 云耘而主体沦则认为
, “

从严格的主体论来看
,

企

业赚取的收益是企业 自身的财产
,

只有股利宣告部分

才代表股东的权益 因此
,

留存收益应视为公司自身的

权益
,

由 于公司收益不增加股东权益
,

所以股票股利也

应作为股东的收益
”

(葛家澎
、

林志军
,

19 90 )
。

一般而

言
,

股利宣告 口与股利发放日之间存在时间差
,

宣布而

未发放的股票股利是否像现金股利那样可列作企业对

股东的负债呢 ?现行制度就是这样规定的
,

我们分析后

会发现
,

未付股票股利与其他负债有明显 区别
,

它并不

要动 !日企业的实物资源 r 以偿付或为消除该项 日而增



环境管理会计初探

口 厦 门大学 聂 祯

一
、

环境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

(一 )环境与环境会计
。

由于持续的环境降级及相

关的问题
,

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意识到环境信息的

重要性
。

会计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信息收集系统必须适

应新的要求
,

为各种利益相关者提供其所需的环境信

息
。

有些公司不仅仅满足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要
,

通过增加企业财务
、

环境影响的透明度
,

使得社会更加

了解企业
,

企业更加适应社会的需要
。

然而
,

绿色理想

主义造成的信息需求并不是环境会计产生的唯一条

件
,

企业引进环境会计更主要的是相对成本发生变化

的逻辑结果
。

在过去十年里
,

由于
“

污染者付费
”

原则

的被广泛接受及信息技术的发展
,

使得环境执法成本

不断上升
,

而追踪
、

计量与记录这些成本的信息系统却

相对变得更便宜了

内部利益相关者传统地从管理会计获得有关公司

的财务信 自
、 .

但内部数据的收集应该 比外部利益 川处

者要求的范围要广的多 管理会计是为内部决策没计

的
,

因而主要 为科学管理提供必要信息 外部利益栩

关者可能需要相同的信息
.

但所需信息的最
`于详细程

度可能不一样 正如我们划分传统的财务会计 与管理

会计一样
,

根据信息使用者的不同
.

也可以把提供环竞

信息的环境会计分为环境财务会汁和环境管理会汁

(二 )环境财务会汁与环境管理会计的 关系 环脆

会计
·

适应企 业内外利益 相关者的需要而产生 企业的

利益相关者主 要感兴趣于企业的两种环境问题
: 一 足

环境问题对 企业造成的财务影响
,

二是企业对环境造

成的影啊
.

由此产生环境会汁的两个分支
:
环境意 义

上的传统会训和宏观意义上的生态会计 前者 社些足

传统意义 I
_

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在环境领域的廷伸

与发展
,

主要满尼利益相关者 了解环境问题对企业 的

加其他负债
。

因此
,

不宜将其称为
“

应付股票股利
”

这种

直接反映负债性质的帐户
,

可称之为
’̀

待发股票股利
” ,

也不宜将其列为负债项目
,

因为股票股利的发放会导

致股本的增加
,

所以应作为资本的附加项日列 于
“

股

本
”

的下方
。

(四 )股票发行成本 它包括为发行股票而支付的

法律
、

审计
、

登记
、

印制
、

承销等费用
,

现行实务是将其

从缴人股本中扣减
,

其前提是投人资本及企业收益均

为股东所有
,

但从主体论看
,

这些费用均是由企业自身

的业务而发生的
,

应一次或分次记入管理费用
,

不能抵

减作为股东直接权益的投人资本

(五 )购股权证与我国的企业内部职工股
、

购股权

证是企业授予职工以一定价格购买企业股票的凭据
.

有报酬性和非报酬性之分
、

其中报酬性的是指定的购

价低于当时的市价
,

从而购买者可以获得一定的差价

收益
,

这就是企业给予职工 的一 种报酬
,

按主体沦
,

这

种报酬应作为企业的管理费用人帐 在我国
,

企业在发

行股票时大多将外发股票中的一部分售给企业内部职

工
,

即内部职工股
,

如果内部职工股的价格低于向社会

公开发行的价格
,

则这就相当于企业给 介职工的 一种

报酬
,

这与购股权证相似
,

因而会计处理的方法应当相

同
」

(六 )可转换权益 证券
,

目前主要指可转换优先股
,

将其转换为普通股时
,

现行实务处理原则仍只能减少

留存收益 而不能呐加
,

们川 体 i仑则不然
.

火发放的替也

股市价低 j
、
注梢的优光股金额时

,

差额贷记
` .

留存收

益
” ,

以 IUJ确 企
、

11 与)1让东厂z
一

企业
「
!

,
的改接权益变

,

少川丫
,
f

况

六
、

资产负债表的改进

现行会计等
一

创亡
“

资产
二

负健
+

)听有各权益
” .

这

在本质 卜遵 iflr] 的 地 } 体沦
,

如前所述
,

我们认为
.

j花
: l

久

为
“

资产
二

负{ J{ + j〕r有者权益 + 企
、
Ik主体权益

” ,

山此

资产
“

负债表应增没企业 仁体权 益项 !4
,

而 仁J
.

其报撼
一

格

式应采川帐 J
` ,

式
,

具体列报有两种方案
,

其一足把
“

灶泛

东权益
’

改为
“

股力
;
及 上体权益

”

这样做比较两单
.

以

不必为留了
:
收价 州

一 ,

缺点 八 J
几

仍将股 方
、
权益 和主体

权益混为
4

淡 几二少达把现有 ){幼东权益分为
”

股为
;
仅

益
”

和
“

主体权 益
”

两闭;分
, “

股 尔权 益
”

卜i幼
` .

股本
” 、 ’

资

本公积
” 、 .

{
`

子发股票股 刊
” :

` ’

1二体权益
. ’

卜没
’

其他公

积
” 、 “

敖余公 积
” 、 `

术分配利润
” .

这样才能将股东权益

和
’

_

体权益卜 分开来
,

{ J会 计等
J
弋修 ! !:的 [4资力

;
相吻

合 囚此
.

],}
,

尸
沙

一

格欲义 !
一

来i井
.

)
、
;产 i亥选择第 二种 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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