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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划分为 “早期学者的努力 ”、“会计准则导向的会计理论研究 ”、“会计基本假设时期和实证会计理

论的崛起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与实证会计理论的迅速发展 ”以及 “改进企业财务报告与实证会计研究

日益盛行 ”等五个阶段 , 扼要回顾了财务会计理论自从 Sp rague (1908) 以来百余年的发展 , 坚持继承和发展的

思路 , 在此基础上简要概括了财务会计理论领域内未来一些可能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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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果我们从新古典主义会计理论发展时期开始 , 也就是从 Sp rague的 《账户原理 》① 开始算起的话 ,

财务会计理论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百余年间 , 财务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 , 从规范研究方法发展到规

范、实证研究方法并存 (且后者成为西方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方法 ) ; 规范会计理论在学者的努力、

准则制定机构的推动、面临财务会计环境的巨大变迁下 , 逐渐形成了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为主要内容的成

熟体系 ; 在四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 , 经验 (实证 ) 会计理论以其相对科学的检验方法 , 不断地夯实会计

理论的基础 , 且逐渐的扩大范畴 , 形成了资本市场会计研究 (MBAR )、实证会计研究 ( PAT) 和行为会

计研究 (BAR) 等多个领域。回顾财务会计理论百余年的发展 , 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财务会计理

论的过去和现在 , 更好地进行继承与发展 , 更好地进行融合和取长补短 , 这样才能够促进财务会计理论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因为 , 会计学很难象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 , 宣称或轻言 “发明 ”, 留给财务会计理论研

究者的 , 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 “发现 ”, 即原本存在、但是被研究者所 “发掘 ”。为此 , 谁都不能够确保

后来人的研究 , 一概能够超越先哲们的研究结论。为此 , 若不对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 很可

能犯一种错误 ———那些宣称在财务会计理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或取得重大发现的事例 , 往往只是对之前经

典著作某项观点的重新表述或者进一步验证②。为此 , 本文在对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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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研究项目 “制度环境、会计准则变迁及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与契约有用性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限于篇幅 , 本文对财务会计理论发展的回顾 , 属于节选的性质、难免和其他作者所推崇的经典著作有所不同。此外 , 本文对财务会计理论

发展过程进行的回顾 , 所划分的阶段也是初步的 , 并非确定的。

Previts andMerino, A H istory of Accountancy in the U nited S ta te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8; 本处参考的是杜兴强等译 《美国会计

史 : 会计的文化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出版 , 第 306页。

例如梅耶斯 (Mayers) 的 “新优序融资理论”就只是 20世纪 60年代 “旧优序融资理论 ”的一种 “新场合的新解释 ” (沈艺峰 ,

1999, P3) ; 再如张五常 (Chueng, 1983) 的 “企业的契约性质”则是对科斯 (Coase, 1937) 的 “企业的性质 ”一文观点的进一步解释 ,

以至于科斯多次在不同场合 , 包括在诺贝尔颁奖演说中提及张五常是少数能够真正理解其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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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希望能够抽象出一些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1908 - 1936: 早期学者的努力

1. Sp rague与 “账户代数学 “和 《账户原理 》

Sp rague对会计理论的贡献 , 主要集中在一系列连载论文和一本著作之中。1880年 , Sp rague在 《簿

记员 》 (Book - keeper) 杂志上分 3期连载了 “账户代数学 ”一文 , 今日任何一个会计学者、甚至经济管

理专业的学生所耳熟能详的基本会计恒等式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 就是出现在 1880年的系列文

章中的。Sp rague (1880) 还讨论了所有者权益概念、提供了分类和演绎框架 , 并且将早期的会计学概念、

数学以及经济学联系起来。1908年 , Sp rague出版了 《账户原理 》 ( Ph ilosophy of A ccoun ts) ③ , 因此在会计

理论发展史中享有开创者的盛誉。经过 Sp rague的解释 , 借和贷纯粹变成了记账符号 , 从巴其阿勒、甚至

更早时期开始的 “账户 ”的神秘感 , 经过 Sp rague实事求是的解释 , 最终还借贷记账符号以本来面目。

Sp rague不仅明确阐述了资产的内涵 , 而且确立了资产的核心地位。此外 , Sp rague还首次区分了有关资产

价值 ———使用价值 ( value in use) 和交换价值 ( value in exchange) , 并提供了一个 “前瞻性 ”资产定

义 ———“资产是已经获取的服务的体现和将要获取的服务的继续 ”。几十年之后 , Hatfield和 W. A. Pa2
ton等会计学大师 , 都承认 Sp rague的著作对他们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Paton与 《会计理论 》

如果说 Sp rague的 《账户原理 》是第一本涉及会计理论的著作 , 那么 Paton 1922年的 《会计理论 》则

是第一本系统阐述会计理论的专著 , 从而在会计理论发展史和会计思想史中奠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Pa2
ton批评了 “所有权理论 ”, 称公司经营的目标不应仅仅是最大化其所有者的财富 , 并提出 “主体理论 ”,

试图更真实的描述管理者和缺位的所有人 (股东 ) 之间的关系。Paton在 《会计理论 》一书中使用 “权

益 ”一词 , 意欲包含为公司提供资金的所有渠道 , 这等于明确要求管理层不应只主要关心某一个要求权

持有者集团的收益。Paton主张在公司时代 , 收益必须衡量所有资金提供者的 “总回报 ”, 并认为损益表

重要性不大 , 它只是对资产负债表中已有要素的详细表述 ; Paton建议 , 在计算总收益时确认特定价格水

平的变动 (持有利得或损失 ) 及经营利润 , 并暗示已赚得 (已实现 ) 收入不仅是未来收益的一个很好的

指标 , 也是未来向股东分配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但是 , Paton并未很好地解决 “什么是收入 ”这一基本问

题 ; 相反 , 他将重点放在收入的实现 , 建立了将收入和费用联系起来确定经营收益的配比模型 (杜兴强

等译 , 2006)。

3. Canning的 《会计的经济学 》

1929年 Canning出版了 《会计的经济学 》 ( Econom ics of A ccoun tancy④ ) 一书。Canning将总收益 (收

入 ) 定义为 “总的经营收入合计数 (所有构成企业经营的基本服务在一个期间内赚取的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成果 ) 加上总的财务收入数额 (由于某人向他人让渡货币资金的使用权而在该期间赚取的较高收益 ) ”,

并概括了收入的实现过程 : (1) 在一年内收到现金是极可能的 ; (2) 将要收回的金额能够可靠地估计 ;

(3) 在此循环中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费用能够可靠地估计。

在计量属性方面 , Canning反对重置成本计量 , 极力将重置成本比拟为误导性的计量基础 , 认为 “有

意或无意企图偷偷引入资本工具的预估价值 , 然后将它们提供的服务集资本化 , 这比猜测更糟糕 ”, “公

开承认的猜测不会误导人 , 但是当基础数据是虚构的或源于有待发现的价值时 , 以一种资本估价形式来表

达一种计价程序 , 在统计上是错误的 ”。Canning认为 , 因为很少以同样的方式重建某一设施 , 那么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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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Philosophy此处翻译为原理 , 可能比哲理更妥贴。因为 , 斯普拉格本身是希望通过该书 , 从理论层面上探讨账户的原理。

请注意 “会计”一词 , Canning使用的是 Accountancy而非 Accounting, 主要原因如 L ittleton (1933, p165) 指出 , Accountancy是指

一个领域内的知识 , 而 Accounting者指该领域内进行的程序。我们也注意到 《美国会计史 》一书 , 1978年第一版使用的是 Accounting,

1998年第二版使用的是 Accountancy。



建造成本减去折旧 ”计量方式可能唯一的价值在于 “作为损坏赔偿诉讼的操作规则 ”, 但对于主要目的是

提供服务流而不是某种特定实物资产的持续经营企业来说 , 则不适合。美国经济的大萧条、价格的迅速下

跌使得重置成本的缺点暴露无遗。

4. Sweeney和 《稳定币值会计 》

Sweeney的 《稳定币值会计 》 (S tabilizaed A ccoun ting ) 一书主要面向企业的管理当局 , 兼顾其他使用

者 (如银行家、税务机构、社会公众 )。与 Canning不同 , Sweeney尝试参照边际使用者未来生产能力的变

动 , 计量资本真实价值的变化。Sweeney倡议记录重置成本的变化 , 在资产负债表上列作未实现的项目 ,

直到资产交换发生。此外 , Sweeney受到 Fisher的影响 , 因此他对资本和收益的论断是以经济学的概念和

属性进行考虑的。Sweeney还倡导应充分考虑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

三、1936 - 1959: 会计准则导向的会计理论研究

1. 《公司财务报表会计原则暂行公告 》及其发展

虽然未曾获得 SEC对会计准则的直接制定权 , 但是美国会计学会仍然热情和孜孜不倦的资助学者对

会计准则进行研究 , 努力为财务会计理论构建一个概念框架。1936年至 1948年间美国会计学会刊发了一

系列说明 , 发展了历史成本摊配模型。其中 , 1936年题为 《公司财务报表会计原则暂行公告 》的颁布

(见表 1) , 标志着稳健主义的开始。

表 1 《公司财务报表会计原则暂行公告 》的内容及其发展

发布时间 公告名称 主要内容

1936年 6月
　《公司财务报表会计原则暂行公告》 (A Tenta tive S ta tem ent of A c2

counting Principles U nderlying Corporate Financial S ta tem ents)
　成本与价值、收益计量、资本与盈余

1941年 6月

(第一次修订 )

　《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原则 》 (Accounting P rinciples U nderlying

Corporate Financial S ta tem ents)
　引言、成本、收入、收益与资本

1948年

(第二次修订 )

　《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概念与原则 》 (Accounting Concepts and

S tandards U nderlying Corporate F inancia l S tatem ents)

　引言、资产、收益 (收入与费用 )、负债与股

东权益、财务报表、归纳评语

1957年

(第三次修订 )

　《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与报告准则》 (Accounting and Repor2

ting S tandards for Corporate Financial S ta tem ents)

　引言、基本概念、资产、收益确定、权益、披

露准则

1957年 , AAA再次修订 《公司财务报表会计原则暂行公告 》, 改名为 《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与

报告准则 》。在该公告中 , AAA明确指出 , 会计必须在一个明确的概念与准则框架内发展 , 会计的主要职

能是收集与交流信息。该公告的内容包括 : (1) 提出了类似于今日会计学领域内会计基本假设或基本原

则的若干概念 , 如 : 企业主体、持续性、货币单位、实现制、确认 ; (2) 资产的概念 ———“资产是特定

会计主体用于经营用途的经济资源 , 是企业预期的经营活动中可取得或有助于预期经营活动的服务潜能的

集合 ”; (3) 收益确定 (应区分企业净收益与股东净收益 ) ; (4) 权益 ; (5) 首次提及披露准则。

2. Sanders, Hatfield and Moore和 《会计原则公告 》

1938年 , Sanders、Hatfield和 Moore出版了 《会计原则公告 》。主要内容包括 : (1) 从会计的作用、

监管要求、惯例、持续经营、法律因素等出发 , 探讨会计原则的产生过程 , 进而逻辑推演出会计的记录、

估计、汇总等职能 ; (2) 分析了稳健性的动因 : 人们的行为因素与惯常思维 ———低估比高估带来更少伤

害 ; 会计估计中乐观主义将导致更多差错 ; 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所导致的损失很难预见 , 对一些不利的

事项进行充分估计是合适的 ; (3) 各个财务报表项目的顺序隐含着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 , 建议将各种财

务报表项目分成更少数目的几大类 , 按照前后一致、符合逻辑的方式 , 把不同的项目归到不同组别和不同

的报表 ; 以合适的标题和意图安排不同的项目和组别、用主要栏目处理合计数、用附属栏目处理各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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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计信息质量的探讨 , 包括重要性、可靠性、一致性、充分披露等。

3. Mac Neal和 《会计中的真实性 》 ( Tru th in Accoun ting)

Mac Neal是 “真实收益学派 ”的典型代表 , 认为 “从会计的观念来看 , 正确的利润只有一个。利润

(亏损 ) 是净财富的增加 (减少 ) ; 会计的职能是记录、汇总并报告经济意义上的 ‘真实 ’”。Mac Neal

(1939) 认为 , 企业不应只向对企业拥有权益的所有者报告全部的利润和损失 , 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团体

(如管理者和债权人 ) 也有权取得同样的信息。为此 , 他建议 , 在一个自由竞争、广泛、活跃的市场上 ,

应按企业资产的市场价格所确定的 “经济价值 ”的变动———对 “可销售资产 ”的估价采用市价 , 对 “可

再制、不能销售资产 ”用重置成本 ; 对 “不可再制、不可销售资产 ”用原始成本减摊销或折耗 ; 将库存

商品上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列入净收益 ; 对列示在收益表上的其他未实现项目转入资本盈余。Mac Neal

的观点与今日的多重计量属性并存的局面何等相似 , 而且 Mac Neal至少给出了各种计量属性的一些操作

性的指南 , 今日的 FASB 概念公告等却无力、无意作出如此的规定 ,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 ! 但是 ,

Mac Neal却反对 “现值 ” (p resent Value) 概念 , 并宣称 “现值会欺骗股东和债权人 , 并使其无法运用当

期事实正确作出对未来的预测 ”。

4. Gilman和 《利润的会计概念 》 (A ccoun ting Concepts of P rofit)

Gilman在阐述信息与会计的关系的基础上 , 认为若站在投资者的角度 , 会计应重视利润表。Gilman

认为 , 相比较而言 , 投资者还是更关注利润 , 因此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 , 利润表至少具有和资产负债表同

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 , 应关注和倚重利润计算表也许是更恰当的。Gilman较早地对会计术语进行了严

格的定义 , 并力图揭示和支持资产负债表向利润表过渡。Gilman还研究了会计主体、资产计价、会计期

间与借贷方等四项基本前提 (p rem ises) , 将会计思想划分为四个层次 : 惯例 (即构成会计理论的前提 )、

信念 (习惯做法 , 如稳健性、一致性、公开披露 )、规则 (行为或行动的指南 )、原则 (据以产生准则的

基本原理 , 原则并不因法庭判例和政府规章而改变 ) 等。

5. Paton and L ittleton和 《公司会计准则导论 》

1940年 , 美国会计学会发表 Paton和 L ittleton的专著 《公司会计准则导论 》 (A n In troduction to Corpo2
ra te A ccoun ting S tandards) , 这是会计学一本开创性著作。Paton和 L ittleton也认为随着主体理论的接受 , 历

史成本计量是 “自然而言的事 ”的。Paton和 L ittleton再次阐述并完善 Paton在 1922年提出的 “主体理

论 ”, 为确定收益建立了一个 “配比模型 ”, 以帮助所有外部使用者评估管理业绩。至此 , Previts and Me2
rino (1998) 认为 , 美国会计思想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杜兴强等译 , 2006)。 Paton和 L ittleton

提出了准则制定必须依赖的 6项会计基本概念 ( concep ts) 或假定 ( assump tions) , 包括 : 企业主体 ( bus2
iness entity)、 (经营 ) 活动的持续性 ( continuity of activity)、计量的对价 (measured consideration) 或价格

积数⑤ (p rice aggregate)、成本归属 ( costs attach)、努力与成果 ( effort and accomp lishment)、可验证的客

观证据 ( verifiable objective evidence)。

6. L ittleton和 《会计理论结构 》

L ittleton是一位多才、多产的会计学家。L ittleton 1886年出生在美国的伊利诺伊 , 1912年获得学士学

位 ; 1931年 , 在其 45岁之届 , L ittleton获得了博士学位 , 同年晋升为教授。L ittleton首先为会计界奉献的

是会计史学巨著 《20世纪之前的会计发展 》 (1933) , 这部著作奠定了 L ittleton在会计史中的一席之地。

1940年 , L ittleton和 Paton出版了 《公司会计准则导论 》。1953年 , L ittleton出版了 《会计理论结构 》

(S tructu re of A ccoun ting Theory) , 因此奠定了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 也标志着会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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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Paton and L ittleton采用 “价格积数”而非 “成本”的概念 , 大概是因为成本只概括单方面的交易活动 , 而价格积数相比较而言能

充分涵盖交易双方的情况。



进入了较为成熟的时期 , 其学术贡献因此达到顶峰。1962年 L ittleton和 V. K. Zimmerman合作出版了

《会计理论 : 继承与发展 》。

L ittleton (1953) 在考察会计本质的基础上 , 归纳出 5项会计原则 : 企业服务原则 ( the p rincip le of

enterp rise service)、企业主体原则 ( the p rincip le of enterp rise entity)、企业期间性 (经营 ) 原则 ( the p rin2
cip le of enterp rise periodicity)、企业努力和成就原则 ( the p rincip le of enterp rise effort and accomp lishment)

以及企业是持续经营的 ( the enterp rise is a going concern)。其中 , 前四个是 “原则 ” (p rincip les) , 最后一

个则属于会计惯例。

L ittleton通过评估复式簿记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证据 , 认为通过收入与成本的配比进行收益确定一

直是复式簿记系统的基本特征。因此 , “会计的基本目的 , 从根本上看 , 就是通过成本和收入的配比决定

期间利润 ”。L ittleton认为 , 与企业有利益关系的团体感兴趣的是企业 “努力与成果 ”有关的数据 , 而不

是企业在某个特定时点的清偿能力 , 即需要利润表报告的成本和收入 , 来衡量企业在指定期间内的努力和

成果。照此逻辑 , L ittleton理所当然地认为 (即后来的勾稽观下的收入费用观 ) 资产负债表并不是为了描

绘企业价值 , 资产只是未摊销的成本 ———因为资产价值的信息只有在企业最终清算时才对投资者有用 , 在

持续经营状态下 , 唯有盈利能力能够为长期债权提供保障。L ittleton还对实账户 ( real accounts) 和虚账户

( nom inal accounts) 的区分、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 和每笔交易的借贷恒等式进行了阐述。

事实上 , 正是这些联系构成复式簿记系统最显著的特征。

L ittleton作为归纳主义的典型代表 , 被誉为 “会计学上的达尔文主义者 ”。在 《会计理论结构 》一书

中 , L ittleton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 反对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等。其理由在于 : (1) 历

史成本是讨价还价后确定的价格 , 所以具有客观和可验证性。若反映资产价格的变动 , 那么将导致企业努

力和成果的不相关和混乱的修改 , 为此会计与单纯的统计工具何异 ? (2) 若不坚持历史成本 , 无法可靠

地对管理当局的贡献 (创造的收益 ) 和价格上涨的持有收益进行明确的区分。尽管如此 , L ittleton却建议

将价格变动信息数据在补充报表中披露。

利特尔顿的过人之处在于 : 他虽是一个彻底的归纳主义者 , 但是其著作体现出的理论深度 , 却可以与

Paton等最为杰出的演绎学派的会计学家比肩。利特尔顿的会计思想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 (1) 用归纳法

构筑会计理论体系 ; (2) 坚持、捍卫历史成本 , 强调配比原则和利润表的重心地位 ; (3) 认为会计的首

要职能是记录与报告 , 而非计价 ; (4) 直接参与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 , 强调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原则对

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 ; (5) 将会计置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理解 , 综合会计环境的诸多因素、系统

论述会计的发展 , 这与其会计史学家的工作密不可分。

四、1959 - 1973: 会计基本假设时期 Vs实证会计理论的萌芽

1. Edwards and Bell与 《企业收益计量的理论与计量 》

经济学家与会计师对计量收益观点迥异。经济学家偏好主观收益 , 会计学家则坚持客观性原则 , 计量

历史性的事件。Edwards and Bell的 《企业收益的理论与计量 》 ( The Theory and M easurem en t of B usiness In2
com e) 一书则试图协调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的观点、建立企业收益的理论 , 并探讨物价变动对报告会计价

值影响的解决方案。Edwards and Bell指出 , 现行财务报表奠定在不恰当的假设之上 , 譬如 : ①货币单位

假设 ———企业所有相关的活动与财产均以货币计量 , 且货币购买力稳定 ; ②成本与市场价值一致性 ; ③确

定性假设 ———企业能确定未来 , 能够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摊配成本与收入。由这些不恰当的假设导致

的经济后果是 : ①企业拒绝确认和记录资本利得与损失 (物价变动 ) ; ②将持有而非使用资产产生的资本

利得 (损失 ) 确认为正常经营利润的一部分 , 使资本利得与经营利润混淆起来 ; ③不确认物价变动 , 不

区分报告收益中的真实要素与虚幻要素 , 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中真实表述净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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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onitz与 《会计基本假设 》 (ARS No. 1) ⑥

由于会计程序委员会 (CAP) 未能构建起内在逻辑一致的会计准则体系 , 而遭到实务界的抵制和会计

理论界的质疑 , 最终被会计原则委员会 (APB ) 取而代之。APB竭力吸取 CAP的历史经验教训 , 确定了

一手抓会计准则制定、一手抓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总体战略。为此 , APB成立了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会计

研究部 (ARD ) , 通过理论研究、发表会计研究论文集 (Accounting Research Studies, ARS) 来支持并发

展 APB Op inions (APB制定的官方会计准则 )。1958年 A ICPA的一个会计研究项目专门委员会建议 , 应以

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为重点来制定会计原则———“假设是为数较少的 , 但它是建立基本原则的基础 ”, 一

套公允的配套的原则应当在假设的基础上、一系列原则连同若干假设应当用来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参考框

架⑦。

根据该项目委员会的建议 , ARD应首先研究作为会计原则基础的基本会计假设 ( basic postulates) 和

建立在基本假设之上的 “公允的、一系列广泛的、同样重要的会计原则 ”。在该目标指引下 , Moonitz

(1961) 的 ARS No11《会计基本假设 》和 Sp rouse与 Moonitz (1962) 的 ARS No13《试论企业广泛适用的

会计原则 》相继出台 , 这是继 1940年 Paton和 L ittleton合著的 《公司会计准则导论 》后 , 可用于准则制

定的重要基础理论成果 , 也可以视为美国准则制定机构开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发轫与先驱。

Moonitz在 ARS No11中的贡献可以概括为 :

(1) 内在一致的会计基本假设体系

Moonitz首先深入地分析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及其对会计的影响 , 然后把基本会计假设分为 A、

B、C三个层次、共 14项 :

A组

A1: 数量化 (Quantification)

A2: 交换 ( Exchange)

A3: 主体 ( Entities)

A4: 时间分期 ( Time Period)

A5: 计量单位 (Unit ofMeasure)

B组

B1: 财务报表 ( Financial Statements)

B2: 市场价格 (Market Price)

B3: 主体 ( Entities)

B4: 暂时性 ( Tentativeness)

C组

C1: 连续性 (Continuity)

C2: 客观性 (Objectivity)

C3: 一致性 (Consistency)

C4: 稳定单位 ( Stable Unite)

C5: 披露 (D isclose)

A、B、C三个层次分别是由环境所衍生的假设 , 深入分析环境和现实会计存在的补充假设 , 以及为

使会计实现其职能的必要假设。ARS No11提出的 14项假设也是一个内在一致 , 相互关联的概念框架。从

第一层次 (A层次 ) 的 “数量化假设 ” (它是基于有助于制定经济决策的需要 ) 引发了第二层次 (B层

次 ) 的 “财务报表 ”假设 ; 从第一层次 (A层次 ) 的 “交换行为 ”假设引发了第二层次 (B层次 ) 的

“市场价格 ”假设 ; 从第一层次 (A层次 ) 的 “时间分期 ”假设引发了第二层次 (B层次 ) 的 “暂时性 ”

假设 (由于进行会计分期 , 一个企业的经营成果总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期间分配 )。

(2) 关于市场价格假设。市场价格存在时态的区分。过去的市场价格可以理解为历史成本、现在的

市场价格可以具体化为 “现行市场价格 ”、“可变现净值 ”等概念 , 未来的市场价格可以利用未来现金流

量和现值技术进行估算。

3. Sp rouse and Moonitz与 《试论企业广泛适用的会计原则 》 (ARS No13) ⑧

1962年 , Sp rouse和 Moonitz联合出版了 《试论企业广泛适用的会计原则 》 (A Tenta tive Set of B road Ac2
coun ting P rinciples forB usiness Enterprises, ARS No13) 的研究报告 , 对利润及其实现、利得与损失、资产等

91

【中国会计学会成立暨 《会计研究 》创刊 30周年征文 】

⑥

⑦

⑧

ARS No11, 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 A ICPA, 1961. 本处写作参考的是杜兴强的译本和葛家澍、杜兴强 , 《财务会计概念

框架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3。

A ICPA, Specia l Comm ittee on Research , 1958, p62.

本处写作依据的是魏海丽、杜兴强的译稿 , 并参考了葛家澍等 , 《财务会计理论 : 回顾与展望》, 研究报告 , 2007。



要素的定义 , 计量规则与计量属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ARS No13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利润与利润实现。“实现 ”是确认利润 (主要指收入 ) 的惯例 , 但利润是归属于营业活动的全

过程 , 而不属于销售的那一时刻 (一个时点 )。“实现 ”与否往往需要经受如下的测试 : ①它已经赚得 ;

②它是企业和外部人之间的交易转化的结果 ; ③它是合法的销售或类似程序的结果 ; ④它已经与资本分

离 ; ⑤它已经是可分配的形式 ; ⑥它已经被流动资产证实 ; ⑦它对企业的影响已经成为准确计量或具有较

高可信度的估计的主体。

(2) 资产的定义。ARS No13将资产定义为 “代表一个企业由于某些现在或过去的交易而获得的预期

未来经济利益和权利 ”。这基本上已经很接近 SFAC No16的资产定义。但也存在两点差异 : 第一 , ARS

No. 3的资产定义中包括 “权利 ”, 这一点类似于英国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⑨; 第二 , 上述未来经济利益

或权利的取得不限于过去的交易 , 还包括现在的交易。

(3) 资产的计量。资产的价值即资产存在的价值 , 取决于它们能够向企业提供的未来经济服务 , 所

以关键是计量未来服务的问题 , 包括 : ①决定未来服务是否确实存在 ; ②估计服务的数量 ; ③对满足以上

两条的服务数量的计价 (估价 ) 方法或基础或规则进行选择。通常 , 计价基础从以下 3种交易价格中进

行选择 : 过去的交换价格、现行的交换价格和未来的交换价格。

ARS No11和 ARS No13发表后 , 毁誉参半。APB Statement No11认为 , 这些报告为解决重大会计问题

所提出的参考和建议 “部分具有纯理论和探索性质 ”, 因而 “这些研究对会计思想是一种有价值的贡献 ”,

不过 “它们过于激进 , 同在此时被接受的现行公认会计原则差异太大 ”, 因此被 APB搁置 , 实际上被否

定。

4. AAA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 (ASOBAT)

为了纪念美国会计学会诞辰 50周年 , AAA组成一个 9人的委员会 , 对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最终在 1966年颁布了 《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 》 (A S ta tem en t of B asic A ccoun ting Theory, ASOBAT) , 奠定了

其在美国会计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ASOBAT的主要内容包括 : (1) 会计与会计理论的定义。 (2) 会

计目标 , 包括 : ①作出关于利用稀缺资源的决策 , 包括确定重要的决策领域和决策目标 ; ②有效地管理和

控制一个组织内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 ③保护资源并报告其管理情况 ; ④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

(3) 评估会计信息的标准即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包括 : 相关性 ( relevance)、可验证性 ( verifiability) 、不偏

不倚 ( freedom bias)、数量化 (quantifiability)。 (4) 使用者需要的信息 , 包括 : 盈利 ( earnings) ; 财务状况

与流动性 ( financial position and liquidity) , 最重要的指标是财务弹性 ( financial flexibility) ; 管理效率 (man2
agement effectiveness) ; 受托责任 ( stewardship)。 (5) 多元计量属性 , ASOBAT建议使用多元计量属性 , 允

许财务报表既反映历史成本 ( historical costs) , 又反映现行成本 ( current costs) 计量的信息。

5. APB Statement No14

尽管 ARS No11和 ARS No13的研究事后看来倍受推崇 , 其中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遗憾的是最终因无法与当时的会计实务相容 , 而被抛弃和否决。否决 ARS No11和 No13的 , 正是 APB这

个自其成立之日起就决意不再重蹈 CAP的覆辙、而信誓旦旦的大力开展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准则制定机

构 �λυ 。1965年 , 失望之余的 A ICPA敦促 APB尽快研究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为此 , 心有不甘的 APB决定

亲自对会计基本理论进行研究。随后 , APB于 1970年 10月发表了第 4号报告 《编制企业财务报表的基本

概念和会计原则 》 (A PB S ta tem en t N o14: B asic Concepts and A ccoun ting P rinciples U nderly ing F inancia l S ta te2
m ents of B usiness Enterprises)。这份公告原本是要作为具有强制性的意见书 (APB Op inions) 发布的 , 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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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λυ

ASB, Statement of p rincip l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1999. 12, par. 416

ARS No11和 No13最终被 APB Statement No11所否决。



图挽回 APB在 ARS No11和 ARS No13被否决后的声誉 , 但由于委员会内部意见不一致 , 为此几番权衡 ,

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一份描述性内容更多的公告 ( Zeff, 1999)

APB Statement No14主要内容如下 : ( 1) 会计目标 , 包括特定目标 ( pa rticu lar objectives) ; ( 2) 一般

目标 ( genera l objectives) ; ( 3) 质的目标 ( qua lita tive objectives) , 包含 : 相关性 ( relevance)、可理解性

( understandability)、可验证性 ( verif iability)、中立性 ( neu tra lity)、及时性 ( tim eliness)、可比性 ( com pa2
rability)、完整性 ( com pleteness)。 (4) 会计基本特征 , 包括会计主体 ( accoun ting en tity)、持续经营 ( go2
ing concern)、经济资源与义务的计量 (m easurem ent of econom ic resources and obliga tions)、时间分期 ( tim e

periods)、货币计量 (m easu rem ent in term s of m oney)、应计制 ( accrua l)、交换价格 ( exchange price)、估计

( approxim ation)、判断 ( judgm ent)、通用目的财务信息 ( genera l - purpose financia l inform ation)、基本相关

的财务报表 ( fundam enta lly rela ted financia l sta tem en ts)、实质重于形式 ( substance over form )、重要性 (m a2
teriability)。

6. Ball and B rown (1968) 与经验会计研究

Ball and B rown发表于 1968年的论文 “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 ”, 是实证 (经验 ) 会计研究的最

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 , 若干年来被广泛引用 , 并被认为是研究最坚实 ( robust) 的一篇文献。

Ball和 B rown认为 , 既然对收益数据是否具有 “实质意义 ” ( substantive meaning) 存在争议 , 而 “纯

粹分析性方法 ” ( comp letely analytical app roach) 本身又并不能验证收益数据对投资者是否具有 “有用性 ”

( usefulness) , 所以需要新的方法来进行检验。随着市场有效假说被提出并不断地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

从而评价收益数据是否有用完全可以通过分析股票价格的变化来进行。因为根据市场有效假说 , 如果收益

数字有用 , 那么投资者就会迅速通过股票价格变化将收益信息反映出来 , 使得不再有机会获得超常报酬。

Ball and B rown的论文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分析 “非预期收益变化额 ” ( unexpected income change) 的符号

(正负 ) 与 “股票报酬剩余量 ” ( stock return residual) 的符号 (正负 ) 之间的关系来评价收益数字是否有

用。Ball and B rown (1968) 的研究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盈余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事实上 , 该文提出了一

些具体的后续研究课题 : 如市场如何预测收益 ; 中期报告、股利公告的作用 ; 非预期收益与非预期股票报

酬的数量关系等。总的来说 , Ball和 B rown ( 1968) 直接引发了 “资本市场会计研究 ” (Market - based

Accounting Research, MBAR) 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五、1973 - 1986: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与实证会计理论的迅速发展

1. Tureblood报告

APB Statement No14发表后 , 包括安达信在内的实务界和理论界人士纷纷发难。为了缓解信任危机 ,

1971年 1月 , A ICPA理事会主席 Marshall S. A rm strong邀请了来自 21家会计师事务所的 35位著名注册会

计师举行会议进行调和。会议的最终均衡是 , 成立两个研究小组 ( group ) ———一个研究会计准则 (原

则 ) 制定机构架构的委员会即怀特 (W heat) 委员会 , 另一个就是侧重于目标研究的 “特罗伯鲁特研究小

组 ”( Trueblood Study Group, RobertM. Trueblood是领导 , 因此得名 )。

特鲁伯鲁特研究小组在 1973年 10月发表了 《财务报表目标研究小组的报告 》 ( R eport of the S tudy

Group on the O bjectives of F inancia l S ta tem en ts, The Trueblood R eport) , 内容包括 : (1) 12项目标组成的体

系。 (2)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包括 : 相关性与重要性 ( relevance and m ateria lity)、形式与实质 ( form and

substance)、可靠性 ( reliability)、不偏不倚 ( freedom from bias)、可比性 ( com pa rability)、一致性 ( consis2
tency) 和可理解性 ( understandability)。Trueblood Report颁布后也招致了大力的批评。譬如 Trueblood Re2
porr建议的 “财务预测表 ”, 试图改变收入确认的实现原则、反映 “现行价值 ”; 提供现金流动的信息 ,

特别是要反映 “期望发生的现金变化与结果 ”, 试图动摇权责发生制原则。

2. Yuji Ijiri与 《会计计量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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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 Ijiri是一个典型的归纳学派的理论大师 , 在会计计量和簿记理论方面贡献卓著 , 主要著作有 《会

计计量基础 ———基于数学、经济学及行为学的探究 》 ( The Founda tions of A ccoun ting M easurem ent: A M a the2
m atica l, Econom ic, and B ehaviora l Inqu iry)、《会计计量理论 》 ( Theory of A ccoun ting M easurem en t) 和 《三

式簿记和收益动量 》 ( Triple - Entry B ookkeeping and Incom e M om entum ) 等 , 此外 Yuji Ijiri还一直致力于会

计理论和计量理论的公理化 ( axiom)。Yuji Ijiri的 《会计计量理论 》一书的主要内容和涉及的会计理论包

括 : (1) 受托责任 ( accountability)、绩效计量的刚性 ( hardness) 和客观性 (objectivity)、绩效计量的一

致性 ; (2) 会计计量的一些基础性的概念 , 包括控制、数量化、交换、会计计量中的判断 ( judgments) ;

(3) 历史成本的公理化结构 , 包括历史成本公理、计价规则、未来资产、复式簿记等 ; (4) 各种资产计

价方法 (method) , 包括受托责任与历史成本 , 历史成本对决策的相关性 , 公允价值的公理 , 不同计价方

法下的绩效计量 , 多维会计 ; (5) 价格水平会计、未来资源的会计处理和财务预测等问题 ; (6) 方法论

的改进问题 ———包括描述性模型的概括、规范模型的可行性等 ; (7) 三式簿记系统等。

3. 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美国从 1976年开始 , 逐步建立了系列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 , 共同组成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美

国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包括 : SFAC No11, “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 ”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by

Business Enterp rises, 1978111) , 指出会计的目标和目的 ; SFAC No12,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 (Qualita2
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1980105) , 分析使会计信息有用的特征 ; SFAC No13, “企业

财务报表的要素 ” ( Elemen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ness Enterp rises, 1980112, 后被 SFAC No16替

代 ) , 规定财务报表项目的定义 , 如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等 ; SFAC No14, “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目

标 ”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by Non - business O rganization, 1980112) ; SFAC No15, “企业财务报

表的确认和计量 ”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ness Enterp rises, 1984112) ,

规定确认和计量的基本标准 , 以及应纳入财务报表的信息及其时间 ; SFAC No16, “财务报表的要素 ”

( Elemen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1985112 ) , 代替 SFAC No13, 其适用范围扩展到非营利组织 ; SFAC

No17, “在会计计量中运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 ” (U sing Cash Flow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Value in Ac2
counting Measurements, 2000102) , 规定一个运用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和现值作为计量基础的框架。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 , 是当代规范会计理论的主体内容之一。出了美国之外 , 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理事会都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尝试 , 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

4. AAA的 《会计理论与理论的认可报告 》

自 ASOBAT出版 10年之后 , AAA于 1977年发表了 “会计理论与理论认可报告 ” ( Statement on Ac2
counting Theory and Theory Accep tance , SOATATA )。SOATATA认为 , 目前 (即 1977年 ) 并不存在单一

的 , 得到普遍认可的会计理论 ( a sing le un iversa lly accepted basic accoun ting theory) , 相反只存在多重理论

( a multip licity of theories)。SOATATA强调 : (1) 不存在单一的、支配性的财务会计理论 , 该理论内容丰

富到可以有效地涵盖使用者 ———环境的各种情况的全部范围 ; (2) 在财务会计文献中 , 现存的财务会计

理论并不是单一的 , 而是可以表述为 “使用者 ———环境 ”各种情况的一种理论集合 ( a collection of theo2
ries) ; (3) 每一种理论均依赖于环境。

SOATATA还借鉴库恩 ( Kuhn) 的范式理论 , 详细介绍了主要的理论流派、范式与模型 , 包括古典范

式 ———即真实收益和归纳模型 ( classical true income and inductive modeles) ; 决策有用性 ( the decision -

usefulness app roach) 和信息经济学 ( information econom ics)。SOATATA还列举了 13部著作进行说明 : W.

A. Paton (1922) 的 A ccoun ting Theory, H. R. Hatfield (1927) 的 A ccoun ting—Its P rinciples and P roblem s,

J. B. Canning (1929) 的 The Econom ics of A ccoun tancy, H. W. Sweeney (1936) 的 S tabilized A ccoun 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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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Gilman (1939) 的 Accoun ting Concepts of P rofit, K. Mac Neal (1939) 的 Tru th in A ccoun ting, Paton and

L ittleton (1940) 的 A n In troduction to Corpora te A ccoun ting S tanda rds, A lexander ( 1950) 的 Incom e M easure2
m ent in a D ynam ic Econom y, A. C. L ittleton ( 1953 ) 的 S tructure of Accoun ting Theory, Edwards and Bell

(1961) 的 The Theory and M easurem ent of B usiness Incom e, Moonitz (1961) 的 The B asic Postu la tes of A ccoun t2
ing, Sp rouse and Moonitz (1962) 的 A Tenta tive Set of B road Accoun ting Principles for B usiness Enterprises, Yuji

Ijiri (1975) 的 Theory of A ccoun ting M easurem en t。

这些著作的作者中 , Hatfield和 Gilman属于归纳学派 , 其余属于演绎学派。SOATATA指出 , 演绎学

派的研究彼此独立 , 鲜有直接的对比。为此 , 演绎学者的观点往往不置可否 ———既不被人肯定 , 也不被人

否定。

5. W atts and Zimmerman (1978, 1979, 1986)

Ball和 B rown (1968) 之后 , 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经验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 , 其间 Journal of A ccoun t2
ing and Econom ics (JAE) 杂志的创办、出版 , 和 Jou rna l of A ccoun ting Research (JAR) 一道 , 再加上美国

会计学会会刊 The A ccoun ting R eview s (AR) , 使得经验会计研究的文章得以定期发表 , 逐渐和规范会计研

究分庭抗礼 , 甚至在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下 , 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在这个过程中 , 经验会计研究领域逐

渐细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野 , 形成了实验室实验 (Laboratory Experiments) 研究、实地实验 ( Field Ex2
periments) 研究、档案式研究 (A rchival Research)、调查研究 ( Survey Research) 和实地研究或案例研究

( Field Studies or Case Studies) 等诸多分类的研究。其中 , 档案式研究中进一步分化出 (当然 , 并不是非

常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 实证会计研究 (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PAT) 领域 , 以红利假说、债务契约假

说、政治成本假说和代理理论为基础 , 侧重于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等问题。实证会计研究的典型代表是

W atts和 Zimmerman, 他们在 The A ccoun ting R eview s杂志 1978年和 1979年相继发表了 “确定会计准则的实

证会计理论导论 ”、“会计理论的供求 : 一个借口市场 ”的文章 , 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崛起。1986年 ,

W atts和 Zimmerman出版了 Positive A ccoun ting Theory一书 , 则标志着该领域的成熟。

六、1987: 改进企业财务报告与实证会计研究日益盛行

1. A ICPA (1994) 的 《改进企业报告 : 侧重于用户 》

从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开始 , 世界各国的学术组织、实务团体和国际会计组织就开始对现行财务会计

与报告模式进行了反思 , 并持续不断地提出改进财务报告的各种建议和措施。这一期间 , 美国会计界的探

讨主要包括美国会计学会会计与审计计量委员会 1989年的报告 (参见 Accounting Horizons, 1991)、Kap2
lan and Norton (1992、1996) 等。英国会计界进行的思索主要包括 1988年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 ( Insti2
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Scotland, ICAS) 发表的 《使公司报告具有价值 》 (Make Corporate Reports

Valuable) 的研究报告和 1991年 ICAS和 ICAEW联合发表的 《财务报告的未来模型 》 ( The Future Shape of

Financial Reports) 等。但是 , 最具有影响力的报告莫过于 A ICPA于 1994年颁布的 Im proving B usiness Re2
port: A Custom er Focus。1978年 , SFAC No11将财务报表的概念扩展到财务报告 , 将其他财务报告纳入了

企业对外报告的范畴 ; 1994年 , A ICPA的 《改进企业报告 : 侧重于用户 》, 则进一步将财务报告的概念扩

展到企业报告的范畴。该报告的主要观点还包括 : (1) A ICPA通过调查表明 ,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认为 ,

现在的财务报告模式需要彻底改变 , 而要用另外一种新的信息传递模式代替它 ; (2) 到现在为止 , 还没

有人认为 , 对财务报告的分析是没有用的 , “财务报表仍然是一个传递财务信息的很好的模式 ”。根据

A ICPA的观点 , 它不是完全否定现行财务报告模式 , 而是主张在保留原有财务报表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A ICPA的这份报告中提出一项企业报告的综合模式 , 包括 ①公司活动具有不同机遇和风险的各个分

部应分开报告 ; ②要解释经营的性质 , 包括事项与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该公司受到这些事项和活动的财务

影响 ; ③提供向前看的观点 ; ④提供管理当局的观点 ; ⑤指明在企业报告中信息的可靠性 ; ⑥侧重于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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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使用者了解公司的业绩 (相对于竞争者和其他公司 ) ; ⑦果断传递影响公司的重要变化 ; ⑧允许灵

活性的报告 ; ⑨有力地并富有效率地传输信息 ; ⑩考虑企业报告的成本与利益 (A ICPA, 1994)。

A ICPA对于改进企业报告的新模式包括 10项要点 : ①财务和非财务数据 ; ②财务报表和有关信息的

披露 ; ③高水平经营资料和业绩计量供管理当局用于管理企业 ; ④管理当局对财务和非财务数据的分析 ;

⑤关于财务、经营和业绩数据的变动原因 , 对原因的辩认和主要趋势的过去影响 ; ⑥机遇和风险 , 包括来

自主要趋势的机遇和风险 ; ⑦管理当局的计划 , 包括关键性的成功因素 ; ⑧实际的企业业绩同以前揭示的

机遇、风险和管理当局的计划之间的比较 ; ⑨有关管理当局和股东的信息 ; ⑩董事、管理部门、报酬、大

股东、与关联者之间的交易和关系。

2. W allman (1996) 的彩色报告模式 (Colorized model)

W allman (1996) 提出重新组织财务报告 , 打破传统财务报表仅以是否确认作为信息披露唯一标准即

“黑白模式 ”———要么确认 , 要么不确认。W allman认为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要 , 财务报告的确认应该更

为灵活 , 因此提出了所谓的 “彩色模式 ”。W allman的彩色模式具体分为五个层次 : (1) 完全符合传统会

计确认标准 , 即符合要素定义、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 , 这是财务报告的核心层次。 ( 2) 符合相关

性、可计量性和要素的定义 , 但是可靠性差一些。例如研究开发成本的资本化。 (3) 符合相关性、可计

量性 , 但可靠性和可定义性存在着问题。W allman认为这样的会计信息可以进行报告 , 如顾客的满意程

度。 (4) 符合相关性、可靠性 , 也可以计量 , 但是不符合要素的定义 , 例如不符合资产的定义 (未来的

经济利益 ) , 如风险的计量。 (5) 只具有相关性 , 而不具有可靠性、可计量性和要素定义 , 此种信息亦可

以披露 , 但应说明其估计方法与可靠程度。

3. 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与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体系

FASB制定会计准则的模式曾一度是全世界效仿的对象 , 美国国内也一直自诩其具有最完善的会计审

计制度 , 然而安然等一系列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丑闻使美国会计界哑口无言。安然事件后 , 美国国内开始

对其制定会计准则的方式进行反思 , 最典型的莫过于 The Sarbanes - Oxley Act of 2002要求对会计准则制定

的原则导向征求意见 , 决定是否应该转变会计准则的制定方式。最终 , SEC发布了 《关于在美国建立以

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准则体系 》的报告 , 强调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和地位 , 甚至将其位列美国

GAAP的第一层次 (安然事件前 , 概念框架列 GAAP的最后一层次 , 准确说是可资参考的文献 )。Account2
ing Horizon 2003年第 1期上刊登了一组专门讨论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文章 , 分别是 : ( 1) “Evaluating

Concep tes - based V s Rules - based App roaches to Standards Setting” (Maines et al1, 2003) , 作者认为 , 美国

转向以概念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制定方式并非易事 , 有赖于企业管理当局、董事会、审计人员等的通力配合

和精诚合作。无论是规则导向还是原则或概念导向的会计准则 , 都不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关键 , 准则的制定

方式和监管问题应该分开进行考虑 , 会计准则的性质应该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 FASB应该竭力为编制财

务报告提供明确指导。 (2) “Princip les - 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 Katherine Schipper) 则坚持 , 美国

的会计准则制定原本就是以原则为基础的 , 该原则来源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

架。其实 , 在会计准则的制定方式和导向方面 , 采用原则导向或规则导向孰优孰劣 , 未经长期实践检验尚

难下结论。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似乎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 原则导向本质上体现为规则导向的抽象化 , 而

规则导向往往是原则导向具体化的结果。因此 , 将会计准则制定的原则导向和规则导向绝对对立未必可

取。制定会计准则的现实和战略选择是 , 在充分考虑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会计准则的各自优缺点的基础

上 , 根据各自经济环境的具体特点和财务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的总体水平 , 融合两者的优点 , 对可能出

现的缺陷进行扬弃。

4. 联合概念框架

联合概念框架项目是 FASB和 IASB的一个联合项目 , 目标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概念框架 , 为发展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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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准则提供合理的基础。联合概念框架建立在 IASB和 FASB已有概念框架的基础上 , 并考虑了这两

个概念框架发布之后的发展。联合概念框架委员会计划分 8个主要问题 : (1) 目标和质量特征 ; (2) 要

素和确认 ; (3) 计量 ; (4) 报告主体 ; (5) 呈报和披露 , 包括财务报告边界 ; (6) 框架目的和它在

GAAP系列中的地位 ; (7) 在非盈利组织中的应用 ; (8) 其他问题。其中 , 联合概念框架被认为将其称作

财务报告的目标更为合适 , 但对于一系列的会计基本假设未置可否。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FASB和

IASB的初步意见是包括相关性、如实反映 (替代了可靠性 ) 和可理解性 ; 相关性是 “提供差异的能力 ”,

包括预测价值、确认价值 ( confirmatory value, 替代了 “反馈价值 ” ( feedback value) ) 和及时性 ; 对于

“如实反映 ”, FASB和 IASB认为应包括 : 可稽核性、中立性 , 但建议取消稳健性 ( conservation)。联合概

念框架定义资产为 “一个主体的一项资产是表示一项现在的权利 ( a p resent right) 或其他收入 (other ac2
cess) , 它们存在于一项有能力产生经济利益的主体中 ”, 该资产定义受英国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有关资产

的定义影响甚大。当然 , 联合概念框架的讨论和制定还在继续。

5. 经验会计研究的成熟与拓展

经验会计研究经过 40余年的发展 , 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在如下子领域或相关领域内获得了

丰富的积累、并不断积累增量的证据 : 盈余的信息含量问题研究 ( Information content of earnings) , 会计盈

余与股票价格 (Accounting earnings and stock p rices) , 及时性、稳健性及报酬 ———盈余关系 ( Timeliness

and conservatism and the returns - earnings relation) , 期后盈余公告的漂移性、盈余的非线性特征 ( Post -

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 /Non - linearities in earnings) , 盈余反应系数、信息反应和基本分析 ( ERCs, re2
sponses to information and fundamental analysis) , 盈余管理 ( Earnings management) ; 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分析

(Concerns with the existing financial reporting model) , 价值相关性 (Value - relevance) , 剩余收益计价 (Re2
sidual income valuation) , 应计制 ( Pricing of accruals) , 绩效计量 (A lternative performance metrics) , 公司

治理与管理当局激励 ( compensation /governance) ; 市场效率检验 ( Studies of market inefficiency) , 财务报

告的比较分析 (Cross - country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reporting) , 自愿披露 (Voluntary disclosure) , 分析师

预测研究 ( Security analyst research) , 事项研究 ( Event studies)。

但是 , 经验会计研究的发展也遇到不小的瓶颈。 ( 1) “如果世界具有 X形式 , 且人们按照 Y行事 ,

那么我们就将观察到 Z”。但问题在于 : X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吗 (或世界是否具有 X形式 ) ? 人们是否

真的会按照 Y行事 ? 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 Z? 实际情况是 , 我们几乎无法确定人们是否会按照 Y行事。

所以几乎一切的经验研究缺省了 Y (这个环节 ) , 而将主要精力都用于关注 X与 Z。因此 , 经验研究最终

的任何结论 , 都是有若干约束条件的结论 , 依然具有或然性、也往往需要不断的增量证据加以证伪或不断

的被支持。换言之 , 为了更好地解决 Y环节的问题 , 研究者把研究的视角深入到了行为方面 , 探讨使用

者如何进行决策 (How U sersMake D icision p rocess)。

七、财务会计理论发展期间的继承与发展 : 以资产的定义为例

从上文财务会计理论发展的简单描述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财务会计理论的大厦根基是一步步夯实的 ,

我们切不可犯 “ (今天的 ) 理论联系 (昨天的 ) 实际 ”的错误 , 今天一个显而易见的理论阐述或会计政

策 , 若不能够深入地了解该项财务会计理论最初出现时的环境因素 , 则往往可能会抹杀前人的贡献。譬

如 , 会计主体假设 , 今天任何一个会计学系的一年级本科生都能够毫不迟疑地背出其主要内容 , 但是须

知 , 会计主体的概念和内涵 , 却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 在不知多少人的观察、概括和抽象中才得到的真

知。借贷符号 , 从原来的拟人说、拟物说 (甚至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 , 到今天我们知道的 “借贷只

是纯粹的记帐符号、表示记入账户的方位 ”, 其间经历数百年 , 直到 Sp rague ( 1908) 年才形成科学的认

识。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公式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 (或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 亦是如此。

但是 , 对前人研究的财务会计理论的尊重并非说后来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者可以无所事事 , 相反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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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脉络 , 我们才能够了解现存的哪些理论需要继承、哪些需要发展。下面以资产的

定义为例来说明财务会计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

对于资产的定义 , 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范例。Sp rague (1908) 指出 , “资产是已经获

取的服务的体现和将要获取的服务的继续 ”。请回忆 Moonitz (1961) “会计基本假设 ”或者 FASB的财务

会计概念框架公告第 6号、乃至英国财务报告原则公告 (包括资产计量属性的抉择模式 ) 或其他类似的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性质公告中所列示的资产定义 , 看看其中是否存在着继承性 ? 毫无疑问 , Sp rague的资

产定义 , 虽不能够说科学严谨 , 但是的确带有或体现了一些 “未来经济利益观 ”的思想。Canning

(1929) 进一步将资产定义为 “是指以货币形态的未来服务 , 以及可以为货币的未来服务 ”。但是 , 在 Pa2
ton、L ittleton, 特别是 Paton的坚持下 , 由于利润成为了财务报表的重心 , 相应的收益计量先于资产计价 ,

彼时资产往往被定义为 “资产是未消逝或未耗用的成本 ”, 显然资产定义和计价被看作是收益定义和确定

的副产品。到了 20世纪 50年代 , 往往是因为屈从于会计实务 , 资产甚至被定义为 “资产是按照公认会计

原则确认和计量的经济资源 , 资产也包括某些不是经济资源但按照公认会计原则确认和计量的递延费用 ”

(APB No11)。但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配比原则和利润表的侧重 (主要是 Paton和 L ittleton的倡导

和推广 ) , 1962年 , Sp rouse and Moonitz在 ARS No13中定义资产为 “代表一个企业由于某些现在或过去的

交易而获得的预期未来经济利益和权利 ”。这一定义无疑是对 Sp rague (1908) 的发展。后来经历了 APB

Statement No14、特鲁伯鲁特报告 , FASB将资产定义为 “是特定主体因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而拥有或控

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 ”。这一定义 , 现在被奉为圭臬、且被贴上了 “未来经济利益观 ”的标签。

FASB的 “未来经济利益观 ”存在不少缺陷 : (1) FASB的资产定义具有模棱两可性 , 很多项目能否

归类为资产 , 不同的会计人员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假定一个企业拥有一辆货车。货车就其本身而论似乎

不是资产。资产是来自货车运送木材、钢材、煤炭、面包而产生的现金流量的现值。然而 , 在今天的实务

中 , 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是货车 , 财务报表信息使用者看货车也是当作资产。使用者没有把资产看成

是利用货车去运送木材这一经济利益 , 我想 , 资产更多的时候被认为就是货车 , 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

(W alter Scheultze, 1993)。 (2) FASB的资产定义可能往往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将资产定义为 “未来的经

济利益 ”具有难以测度性。按照直观的理解 , 未来的经济利益最终体现为现金及其等价物的流入 , 需要

利用未来现金流量信息 , 借助于现值技术去进行搜寻。但是问题在于 , 如何确定未来现金流入、流出的时

间和数额 , 以及折现率如何确定 ? 除了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外 , 这一估计对于不单独产生现金流量的

资产项目而言困难重重。

为此 , IASB (当时为 IASC) 在 1989年颁布的 《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 》中 , 对资产的定义进行了发

展 , “资产是由于过去的事项而由企业控制的、预期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资源 ( Par149) ”。

ASB在 1999年 12月颁布的 《财务报告原则公告 》中 , 将资产定义进一步延伸 , “资产是由于过去的交易

或事项形成的、由特定主体控制的、对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 ( rights) 或其它使用权 (other access) ”。当

然还有其他资产定义方面的尝试 : 学者 Schutze (1993) 认为 , “资产是现金、对现金或劳务的求偿权 , 以

及能够单独出售和变现的一些项目 ”; Samuelson (1996) 认为 “资产是能够用于交换的抽象权利 , 资产价

值是财产价值的货币表现 ”。 IASB和 FASB的联合概念框架定义资产为 “一个主体的一项资产是表示一项

现在的权利 ( a p resent right) 或其他收入 (other access) , 它们存在于一项有能力产生经济利益的主体

中 ”, 显然又是对 ASB资产定义的发展。

从 Sp rague (1908) →Canning ( 1929) →Paton和 L ittleton ( 1940) →Sp rouse和 Moonitz ( 1962) →

FASB (1984) → IASB ( 1989) →ASB (1999) → IASB和 FASB的联合概念框架 , 通过不断的继承和发

展 , 资产的定义不断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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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与可能的研究问题

对于现存的财务会计理论 , 无论规范会计理论还是实证会计理论 , 我们既要尊重和继承 , 又要发展。

甚至 , 多年来大家对一些理论要么熟视无睹、想其当然 , 要么讳莫若深、仿如禁区。须知 , 此时的发展 ,

可能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视角或分析方法的产生 , 虽不至于直接撼动现存理论 , 但是至少可以丰富其内

涵。下面 , 本文按照 (规范 ) 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内容 , 扼要地说明哪些理论需要、且有可能被发展 ,

这些方面往往存在着比较大的研究机会。

1. 会计基本假设 �λϖ

我们应该铭记使科斯声名鹊起并因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篇文章的开篇之句 , “经济学长期以来

忽略了对其赖以奠基的基础 ———假设进行检验 ⋯⋯”, 会计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 传统的、我们熟知的四

项会计基本假设 , 是否真的犹如数学的公理一样难以撼动、不言自明 ? 假设是理论的基石。用于构建理论

体系的假设是不容质疑的 , 否则就将动摇理论体系的根基。这里的假设 , 需要进行界定。假设 , 往往在自

然科学领域称为 “公理 ” ( axiom ) ———数目极少、但广泛承认、并且不言自明。譬如 “两点确定一条直

线 ”、“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 数学上是平面几何的公理 , 但实质上相当于社会科学领域内、包括会计

理论领域内的假设或基本假设。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假设 , 其实更严格的应该称为假说 ( hypothesis) , 它

往往对应着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命题。下面 , 参考相关著述 , 利用表 2对比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含会

计理论 ) 的术语。

表 2 自然科学和财务会计理论的术语对照

序　　号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包括会计理论领域 )

(1) 公理 ( axiom s) (基本 ) 假设或前提 ( basic postulate or p rem ise)

(2) 定理 ( theorem) 基本或一般原则 ( basic or general p rincip le)

(3) 推论 ( inference or corollary) 次级原则 ( second p rincip le)

(4) 命题 (p roposition) 假说 ( hypothesis)

(5) 猜想 (Conjecture) 预言 (p rothesy)

假设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 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表明 , 假设具有 5个一般性的特征 �λω: (1) 假设

对人和学科的发展均必不可少 ; ⑵假设不能够直接自我验证 ; ⑶假设是推论的基础 ; ⑷假设是建立任何理

论结构的基础 ; ⑸假设面临知识更新的挑战。其实 , 作为一组假设 , 往往还需要满足至少两项基本条件 :

(1) 假设之间必须内在逻辑一致 , 而绝对不能相互矛盾 ; (2) 从假设 (公理 ) 中足以支持或推演出以其

(假设 ) 为依据的术语和定理 �λξ。

当然 , 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一直倡导 , 假设应该不断地进行检验 , 不断地寻找证据 , 看其是否失

效。如欧几里德几何的假设 (公理 ) “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 在经受了若干科学的检验后 , 被研

究者认为是不完备的 , 由此衍生出另一门学科 ———非欧几里德几何学 �λψ , 欧几里德几何的几项公理、

定理几乎都受到了挑战 , 如在非欧几里德几何里 “三角形的内角之和总小于 180°”。过去 2000年人

类接受了三维几何空间假设 , 但非欧几里得多维几何的实际效用一直延长到最新、最为复杂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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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ψ

参考了杜兴强 , 《当代财务会计理论》, 第九章 , 厦门大学会计系研究生教材打印稿 , 2009。

转引自莫茨和夏拉夫著 , 文硕等译 《审计理论结构》, 中国商业出版社 , 1990, 第 47页。

Churchman, C. , Elements of Logic and Format Science, New York, L ipp incott Co. , 1940, P10.

欧几里德 ( Euclid, 公元前 325 - 前 265 ) , 《几何原本 》的作者、古希腊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埃及国王托勒密曾问欧几里

德 : 有没有不学习 《几何原本 》, 即可掌握几何学的捷径。欧几里德答曰 : 世界上没有通向几何的平易之路。



科学和商业计算 ; 采用基础十进制的数学系统长久以来被推崇 , 但只有二进制系统才可能完成高速

计算机的任务。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并牢记的结论是 : 基本假设之所以称为假设 , 是因为它必须存在 , 而不是因为

其正确 , 当然它也不是不正确的 , 只是说明假设无从检验 , 尤其是社会科学、包括会计理论研究领域更是

如此。假设是 “原本如此 ”、“天经地义 ”的。此外 , 假设虽无从检验 , 但至少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为此 , 会计基本假设应该被重新审视 , 包括基本内涵和被经验研究检验 :

(1) 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几项假设是否是平等的 ? 有无层次之分 ? 哪项基本

假设的层次更高 ? Moonitz (1961) 在研究会计基本假设时 , 对 13项会计基本假设进行了分组和逻辑上的

阐述 , 那么为何财务会计理论不能够对四项会计基本假设的逻辑关系 (可参考历史发展 ) 进行重新研究 ,

赋予其内涵呢 ?

(2) 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的关系是否真的是 ———会计分期是对持续经营进行的人为的 “等分 ”? 其

实 , 无论从历史发展脉络还是逻辑关系看 , 这一点都是 “后此谬误 ”。

(3) 持续经营 , 目前典型定义是 “若非有明显的反证 , 否则就假设企业将持续经营下去 ”。这一定

义 , 属于 “正确的统一反复 ”, 内涵贡献极其有限。那么 , 什么导致企业的持续经营呢 ? 现金流量 , 还是

持续性的核心盈利 ? 这一问题有待实证研究去解决。假若将上市公司纳入研究对象 , 由于公开数据的可得

性 , 退一步 , 虽然无法直接检验持续经营、但似乎可以检验哪些企业 “频死 ”———退市 , 可以分析究竟

哪些因素导致企业 “频死 ”? 中国资本市场的 ST、PT ( 3 ST) 制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的良好机遇。

(4) 会计基本假设应否、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明确的或隐含的 ) 被纳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 这是

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困惑、亦是 IASB和 FASB联合概念框架不容回避的问题 , 当然也是一个规范研

究的关键问题。

2. 会计目标

FASB的 SFAC No11指出 , “有助于预测现金流入、流出的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的信息 ”是决策

相关的 ; 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所得出的企业利润方面的信息 , 作为一个说明企业获得现金净流量的现时和

持久能力的指标 , 比单纯依靠现金收付说明的财务情况更加有用。仔细阅读这两句话 , 是否能够发现之间

的不统一性 ? 我们认为 , “如何利用权责发生制下的盈余信息直接导出或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流入流出的

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 ”不是一个显然或想当然的问题。FASB将会计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性 , 并认为

现金流信息是决策相关的 , 那么 : 现金流信息真的与决策最相关吗 ? 有证据表明 , FASB得出财务报告目

标的基础为 Trueblood报告 , 而 Trueblood报告得出结论之前调查的企业主要是非常重视现金流量的 “房地

产 ”公司 (葛家澍、刘峰 , 1998, P164)。若果真如此 , 将决策有用的信息界定为 “有助于预测现金流

入、流出的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的信息 ”的表述不仅存在争议 , 而且的确需要进一步进行详细的审

视与验证。

此外 , 由于会计目标本就是一项会计基本假设 (Hendriksen, 1992; 葛家澍 , 1997) , 会计目标本身

就是特定会计环境下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需求进行的一种主观归纳 , 会计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会计目标相

关的研究成果不可以简单的套用。那么 , 在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下和资本市场的现实制度背景下 , 会计目

标应该如何表述 ? 这是一个值得经验研究的问题。

3.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1) 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但是 , 相关性和可靠性何者应

该优先考虑 , 大多数财务会计概念公告讳莫若深 , 避而不谈。FASB虽然没有明确地对相关性和可靠性排

序 , 但是从 A ICPA (1994)、W allman (1996) 等折射出的态度看 , 显然相关性被隐晦地优先考虑。英国

ASB是目前唯一相对地不回避相关性和可靠性取舍及权衡问题的组织 , 而含蓄地给出相关性和可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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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判断标准 , 但最为矛盾的也要数 ASB了 : 在征求意见稿中 , ASB认为 : 若可靠性与相关性互相排斥 ,

那么 , 有用的信息应是 “那些可靠信息中最相关的项目 ”———换言之 , 可靠性应被优先考虑 ; “可靠与

否 ”将成为提供会计信息与否的判断标准。但是 1999年 12月颁布的正式稿中 , 当相关性和可靠性相互排

斥而需要对产生信息的方法做出选择时 , 所选择的方法应该是能够使信息相关性最大的方法。ASB还在

财务报告原则公告 ( Statements of Princip l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的第 3章 34 - 35段指出 , “有时候 , 最

相关的信息不一定最可靠 , 反之亦然。选择可以用来计量某项资产和负债的金额有时也会发生这种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 使用可靠性程度较高的最相关的信息通常是恰当的 ”; 由于可靠性从来就不具有非 “黑 ”

即 “白 ”的、泾渭分明的区别 , 更多的时候只存在程度的差异。为何征求意见稿 ( ED ) 中似乎认为可靠

性优先于相关性 , 但到正式文告时 , 相关性却象 FASB一样被认为优先 ? 其间 , 什么因素促使了这个转

变 ?

此外 , 相关性即决策相关 , 但决策却是具体的 , 针对性的。FASB作出的 “⋯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有用

的信息 , 同样能够满足其它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所需 ⋯”的诊断 , 就缺乏明显的经验证据证明这一点。所

以 , 只要是通用财务报告模式下 , 就不可能完全满足相关性。这就是为何现在的财务报表、财务报告信息

日益庞杂 , 甚至过载 (overloading)、但是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却感觉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在下降 ”, 而且这

种感觉是如此的强烈 , 以至于从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此种对会计信息相关性下降的担忧 , 逐渐演变成山

呼海啸般的责难 , 要求改进财务报告。

问题在于 , 财务报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真的下降的了吗 ? 是机制性的下降 , 还是投资者行为因素的

错觉 ? 这一问题 , 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甚至是实验研究来进行解决。

(2) 可理解性。可理解性 , 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但是 , 每一份财务会计概

念公告都对可理解性进行了扼要的阐述。 FASB的 SFAC No11把可理解性置于约束性条件 “效益 >成

本 ”和决策有用性之间 , 并认为财务报告对那些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相当勤勉、愿意花一定时间和

精力进行研究的投资者而言是可理解的、有用的。英国 ASB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和 IASB的编报财务报

表的框架则将可理解性作为首要质量特征 ———只不过是把可理解性和可比性作为财务报告列报的首要

质量特征 , 而相关性和可靠性则是关于财务报告内容的首要质量特征。那么 , 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是 , 目前的财务报告能否被理解 ? 多大程度上被理解 ? 什么样的财务报告容易被理解 ? 换言之 , 上市

公司完全可能会采取不同于盈余管理的方式、对财务报告的可理解性进行操纵 , 影响投资者的可理解

性。譬如 , 附注披露是对财务报表表内内容的进一步解释、补充和说明 , 但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当局在

面临坏消息时 , 完全可能通过操控解释、补充和说明的方式、甚至包括句子的长短 , 来影响投资者的

理解程度。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 , 可以结合印象管理 ( imp ression management)、归因谬误 ( cause

bias) 等进行。

4. 要素的确认与计量

要素的确认和计量领域 , 有如下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被思考和解决 :

(1) 资产应该如何被定义 ? 倘若承认资产负债表的第一报表地位 , 则资产定义将处于优先地位 , 那

么资产定义将关系到其他会计要素的定义 , 也关系到资产计量属性的选择、甚至关系到减值问题。

(2) 究竟应该如何设置会计要素 ? 会计要素就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或者财务报表要素是财务报表的

积木。会计对象和会计要素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 : 分类则成要素 , 综合视为对象 (葛家澍 , 2006,

p47) ———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 , 而会计对象则体现着会计要素的综合、抽象和概括。会计对象

用于表述财务会计应处理内容的总体特征 , 以区别其他学科或其他经济信息系统 ———科学研究的区分 , 在

于矛盾的特殊性 , 即不同的处理对象。既然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就是会计要素 , 那么为什么各个国家会计准

则规定的财务报表要素如此形形色色 (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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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样化的财务报表要素设置

公告 要素的划分

美国 FASB的 SFAC No16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业主投资、派给业主款、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全面收益

英国 ASB的 SOP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得、损失、业主投资、派给业主款

IASB的 Framework 　资产、负债、权益、收益 (收入 +利得 )、费用 (包括损失 )

加拿大的 FSC 　资产、负债、产权 /净资产、收益、费用、利得、损失

澳大利亚的 SAC 　资产、负债、产权、收益、费用

会计要素设置在国际范围内的多样化 , 迫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 : 会计要素 (财务报表要素 ) 为什么

在不同国家设置如此五花八门 ? 除了会计对象之外 , 还有什么决定着企业会计要素的设置 ? 财务报表要素

仅仅是财务报表的积木吗 ? 若如此 , 为什么同样的一张收益表 (利润表 ) , 会计要素差异如此之大 ?

(3) 令人感兴趣和值得注意的是 , 目前各国的财务会计中为资产负债表设置了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等要素 , 也为利润表设置了收入、费用等要素 (还可能进一步包括利得与损失 ) , 但是并未为现金流

量表设置专门的会计要素。那么 , 现金流量表到底应不应该拥有专门的会计要素 ? 这需要综合考虑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的确认基础是什么、现金流量表的确认基础是什么、两者处理的是否是同样的经济业务、设

置专门的会计要素是否符合提供会计信息所必须遵循的 “效益 >成本 ”的制约条件等几个关键问题。当

然 , 关于 “效益 >成本 ”的问题 , 可能需要涉及实验研究。

(4) 我国 《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 》将收入定义为 “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

用权等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与其它业务收入 ”, 显然我国收入概念

等价于 “营业收入 ”。但是 , 我国将利润定义为 “收入 -费用 =利润 ”, 那么 , 这个利润接近于营业利润。

但从我国企业准则的利润表结构来看 , 利润不仅包括了营业利润 , 还包括了大量的 “线下项目 ”或非正

常损益 , 而这部分内容并未在收入和费用定义的内涵范围之内。那么 , 收入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定义 ?

(5) 显然 , 每个国家或国际组织颁布的具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性质的文献或公告 , 都涉及多元计量

属性并存 , 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等 (有的将现值视为一种计量

属性 , 但现值是否属于计量属性 , 或者只是搜寻公允价值的一种计量技术 , 有待讨论 )。那么 , 为什么我

们不能够对 Mac Neal (1939)、ASB (1999) 进行有效的继承、并进行发展 , 对计量属性的选择进行合理

的规定 ? 甚至像葛家澍 (2006) 所设想的 , 计量属性能否成为一项基本假设 ?

5. 财务报告列报

财务报告的列报是否应该纳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 这是一个问题。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 由于历史

的原因 (一种解释是 : 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被一分为二 , 关于确认和计量规则的制定权下放给了 A ICPA, 而披

露规则的制定权保留在 SEC手中 ) , 未曾将之纳入 , 而英国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则涵盖了列报内容。问题是 ,

财务报表的内容相对稳定、争议相对较少 , 但是附注和其他财务报告的披露却日益庞杂。考虑这一典型的现

象 , 那么附注和表外信息披露的决策相关性问题的研究就日益重要了。譬如 , 对于一些文字性的、描述性的

信息 , 其决策有用性如何体现 ? 换言之 , 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关系到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是否允许有条件

的放松货币计量假设 , 允许非财务信息进入报告体系 , 从而使得对外报告的范畴日益扩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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