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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财务会计是人们创造并使用的一种工具，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是提升财务会

计性能的一种手段。在本文中，作者采用解释性会计研究方法，从实用主义的视

角对财务会计目标、会计的基本假设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进行了考察。 

在第一章中，笔者阐述了论文的背景信息、研究目的与意义、论文的哲学基

础、研究方法与范围以及论文的结构。 

在第二章中，作者认为财务会计目标体现了各利益群体相互逐力的结果，并

为实力 强者的利益服务。作者对财务会计目标的两种观点进行了回顾，并以美

国为背景对上述逐力过程进行了描述，其中包括财务报告使用者、财务报告编制

者、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各利益群体逐力的结果，作者认为财务会计应当为资本提供者提供关于资源

的决策有用信息。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作者将会计基本假设视为财务会计的基础性方法，将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视作对财务会计目标进行降维后的结果。作者将财务会计的

基础性方法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称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中间带，讨论了中间

带的内部结构，并说明了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间的联系。特别地，作者以公

允价值计量属性为基础，基于美国的环境着重探讨了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计量，

并为增进公允价值计量的如实反映性提出了一个试探性的解决方案。 

在第五章中，作者对论文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概念框架；目标；中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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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Financial accounting is a tool created and used by human being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is a means of improving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this disser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sm,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 and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using interpretative accounting 

research method.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author discuss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dissertation, 

aim and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dissertation, 

methodology and scope of research, and dissertation structure.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author held that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reflect the result of fierce battles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d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most powerful one. The author reviewed two views on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depicted the above mentioned fierce battles among interest 

groups se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users and 

preparers of financial reports,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fierce battles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financial accounting sh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resources that is 

useful in making decisions for capital providers.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 the author regarded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 

as fundamental approach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saw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s the result of dimension reduction for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 author called fundamental approach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s intermediate 

region of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discussed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intermediate region, and showed how the intermediate region was tied to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particular, based on fair value 

measurement attribute, the author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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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measurements of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se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posed a tentative solution to the enhancement of representational faithfulness of 

fair value measurements. 

In the fifth chapter, the author made the concluding remarks to the dissertation. 

 
Keywords: conceptual framework; objective; intermediat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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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章 导言 

1.1 背景 

膨胀的欲望、非理性的狂热总是随着利益的出现而产生，然而每次到了 后，

人们都不得不为这些欲望与狂热带来的错误行为买单。 

当笔者思考怎样描述本文研究背景的时候，次贷危机自 2007 年夏天的集中

爆发已经过去了十五个月。次贷危机的攸关方们，每天关注的焦点都围绕着诸如

流动性是否依然失衡，各主要经济体央行的救市举措，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

击，以及各大银行的生存现状等，整个世界都在为收拾次贷危机的残局而忙碌着。

屋漏偏逢连夜雨，纳斯达克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庞氏骗局”的东窗事

发，令华尔街在这个寒冬里又平添了几分挫败感。 

历史总是那么的相似。2000 年 11 月，在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咄咄逼人的气势

面前，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不得不因对方的政治背景(五

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共和党总统选举强有力的捐赠人)及难以获得的民众支持而放

弃了抵抗，不再坚持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分拆审计与咨询业务来保证其审计独立

性，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这场独立性之争中大获全胜。然而就在会计师们咨询费

收得手发烫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总摆脱不了审计失败带来的麻烦。 后，这场大

规模的财务舞弊与会计师欺诈风波以安然世通安达信们的倒闭而告终。 

把历史往前翻，回顾一下 20 世纪 20 年代的华尔街。自 1921 年道琼斯工业

指数 63.90 的低点起，到 1929 年 9 月 3 日 381.17 的 高点，8年之间翻了 6倍。

随着指数不断攀升的是人们日渐膨胀的欲望。正如贝伦森(2006)所描述的：“高

额承销收入的诱惑使得银行降低了它们的标准，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 声誉

卓著的银行也被它们贪婪的本性所征服，抢着发行有问题的股票。随着新发行股

票的洪水而来的是会计伎俩的泛滥”。投资银行家对股票的大肆吹捧，公司财务

报表中被夸大了的利润，使得许多民众把手中的财富换成了股票投资于资本市场

的逐利之中。现在看来，这些民众与如今的次级贷款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后，紧随这次资本市场非理性狂热而来的，便是那场经历者都不愿再提起的经济

大萧条。 

人类因欲望而犯错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人类因欲望而犯

错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充其量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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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2 

生物，物竞天择，自然选择法则就好像悬挂在人类头上的一把达谟克利斯之剑，

时刻威胁着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满足自然选择提出的生存要求，人类在进化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欲望系统”，只要能够满足这些欲望，人类便可在生存

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于是，在欲望这一原动力的驱使下，人类发明了许多新的

工具，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利益”以求得自身更好的生存

与发展。而财务会计，便是人类创造并使用的诸多工具中的一种。 

财务会计
①
的本质是人类为规范会计信息的生成、呈报和披露而创造并使用

的一种工具。从本质上说，作为人类工具的财务会计与大自然中的石头、金属这

些为人类所利用的“实物工具”并无二样。然而，“实物工具”的创造者是大自

然，大自然决定了其内部的分子或原子结构，人们可以对金属、石头加以改造，

却不能决定其 初形成时的内部结构。对于财务会计而言，人类则扮演了造物主

的角色，人们可以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改变财务会计的形态。为了令财务会

计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人们需要细致而富有创造性地为其设计一套

轮廓分明、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并能满足时代需要的“内部结构”。那么，人们

为什么首先强调的是概念框架而非别的什么框架？笔者认为，人类的认知习惯决

定了对工具进行认知是正确创造与使用工具的前提。财务会计本身并不具有实物

形态，人们首先需要利用概念性的材料为其建立一个意识层面的“内部结构”，

以此来形成对于财务会计这一抽象事物的知觉。随后，基于这一“内部结构”，

人们便可进一步根据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操作框架”性质的会计准则，

并 终得到人们所需的 终产品--财务报告。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这一意识层面

的“内部结构”--财务会计与报告概念框架
②
(简称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一

部分：财务会计的目标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中间带。其中，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的中间带是本文使用的一个术语，它描述的是概念框架中的一个区域。在这一区

域中，以某种结构存在的一些概念性内容将财务会计的目标及财务报表要素的定

义确认与计量联系了起来。就当前的研究范式而言，会计基本假设、会计信息的

                         
①
 本文使用的财务会计的定义，将以葛家澍 等(2003)对财务会计所下的定义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立足于

主体(企业)，面向市场，对企业已发生的交易与事项运用确认、计量、记录等程序，主要通过货币表现形

式，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依据，在财务报表内表述财务信息，并通过报表附注加以解释和补充。同时通过其

他财务报告或其他手段，充分披露同财务会计有关的、而不能够在表内或附注表述的、一切有助于使用者

进行经济决策所需要（并有用）的财务、非财务、数量化或叙述性的信息”。 
②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内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出于行文安排的需要，笔者在

探讨前面的章节时可能会提前使用将在后面章节涉及的概念术语，并在后面的章节中再对术语进行系统阐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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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特征等便处于这一区域内。本文将从第三章起对概念框架中间带的相关内容

进行阐述。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不同时期的人们之所以对财务会计有着诸多诟病，其根本原因或可归因于财

务会计未能满足人们当时的需要。为了满足投资、信贷等决策的各种需要，人们

想方设法来对财务会计工具进行优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尝试便为其一。

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中，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F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IASB)、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机构都(曾)有

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①
。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由一系列富含逻辑的概念性内

容组成，旨在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帮助，进而提升财务会计工具的性能。本文

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提供一个关于财务会计目标及概念框架中间带解释的逻辑，

来加深对于概念框架相关内容及其逻辑联系的认识，以此为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

与计量提供一个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财务会计目标及概念框架中间

带的内容及结构进行重构，而旨在提供一个解释性的逻辑。这一解释性逻辑的构

建将主要依据下一节提到的两个研究理念。 

1.3 本文的哲学基础 

1.3.1 因果关系 

在本文中，指导笔者构建研究逻辑的理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1.3.2 将要介

绍的实用主义哲学，另一个便是本部分所要介绍的因果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常常会思考以下问题：为什么需要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概念框架的 终面貌应是怎样的？这一面貌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的什么模

                         
①
 目前，FASB 仍保留着自己的概念框架文件，即《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tatement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SFAC)；IASB 的概念框架文件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Framework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本文简称 IASB Framework)；与此同时，FASB 与 IASB 于 2004 年起

也开始了制定联合概念框架的项目；英国具有概念框架性质的文件为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ASB)发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加拿大具有概念框架性质的文件为加拿大会计准则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AcSB)发布的

《财务会计概念，第 1000 节》(Financial Statement Concepts, Section 1000)，笔者未获得这份文件的发布

时间；2008 年 7 月，AcSB 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Exposure Draft，简称 ED)《概念框架—目标，质量特

征及约束条件》(Conceptual Framework — Objective,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aints)，旨在对《财

务会计概念，第 1000 节》进行修改；2005 年 1 月 1日以前，澳大利亚具有概念框架性质的文件为澳大利

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ustralian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AASB)及澳大利亚会计研究基金会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search Foundation，简称 AARF)所发布的《会计概念公告》(Statement of Accounting 
Concepts，本文简称 SAC)1 至 4 号，由于会计准则趋同的原因，2005 年 1 月 1日以后，澳大利亚具有概念

框架性质的文件为 IASB Framework，以及被保留的第 1、2号 SAC，与此同时，第 3、4号 SAC 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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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其中，第一个问题本章的 1.1 节已有回答，即概念框架的产生来自于人类创

造、使用及完善财务会计这一工具的需要，为的是提升财务会计的工具“性能”，

以此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对于后两个问题，后面的章节亦将有所阐述。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过程中，存

在着这样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人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的背后，都会存在着一

定的依据可循。换言之，因果关系(causality) 对于概念框架 终面貌的发展走向

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笔者认为 FASB 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将财务报告目标

作为概念框架的研究起点，主要是受到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此外，FASB

与 IASB 的联合概念框架项目以“跨领域问题”(cross-cutting issues)作为工作的

切入点，同样存在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痕迹。在这里，实用主义哲学是因果关

系中的“因”(cause)，以财务报告目标以及“跨领域问题”作为概念框架研究

的开始则是“果”(effect)。 

对于因果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和《后分析篇》中认为所有的

因(cause)都是开始(beginnings)，了解一个事物的性质(a thing's nature)就是了解

形成这一事物现状的原因(the reason why it is)，笔者将这一思想归纳为“识物先

识因”。此外，马克思.玻恩针对因果关系定义提出的三个假设则被广为接受，

这三个假设的内容为： 

因果关系假设(postulates)存在某些规律，使得事物 B 的出现(occurrence)取

决于事物 A 的出现。A 称为因(cause)，B 称为果(effect)。 

因必须先于果而出现，或者至少要和果同时出现。 

因和果应当在空间上相联系(in spatial contact)，或是通过一系列有联系的过

渡事物形成联系。 

在笔者看来，人们常常通过对于因果关系(causality) 的探究来反思其之前所

创造的历史，对于当前的某种现状，人们通过探求其成因来为现状寻求合理的解

释。借助这一手段，人们可以逐步了解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基础开

始对新一轮历史的创造。笔者在下文解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现在为什么是这样"

及说明"应当怎样"时，将会着重考虑这些现状与结论背后的依据，在行文上也将

多次使用“为什么……”、“因为……”、“以……为依据”等诸如此类的句法。 

在笔者看来，实用主义哲学对于作为标杆的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形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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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与物竞天择的规律也有着很高

的契合性，因而笔者考虑将实用主义哲学作为本文另一主要的研究理念。 

1.3.2 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末的美国，是美国影响 为广泛

是一个哲学流派，皮尔斯是这一哲学流派的创始人
①
。后来，詹姆斯在皮尔斯实

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改进，并将实用主义哲学上升到美国“国家

哲学”的高度。涂纪亮(2006)将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②
：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创立和繁荣时期。这一阶段的代表人

物是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和米德，他们的观点被称为‘古典的实用主义’或‘正

统的实用主义’，以区别于其后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汲取其他哲学流派观点的实用

主义者。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萧条时期。因受当时从欧洲大陆传播到美国的分析

哲学（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排挤，它在美国哲学舞台上降到次要地位。 

20 世纪 60 年代起：新的发展时期，即‘新实用主义’时期……新实用主义

这种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以不同的方式或在不同的程度上把实用主义的某些传统

观点与其他哲学流派的观点结合到一起”。 

根据皮尔斯的观点，实用主义的含义如下：考虑一下你的概念的对象具有什

么样的、可以想象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效果，那么，你关于这种效果的概念就是

你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皮尔斯认为实用主义本身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学

说，并不试图决定任何关于事物的真理，它只是一种用以弄清楚一些难解的词或

者“抽象概念的意义”的方法。皮尔斯又特别强调，这些“抽象概念”并不是指

所有的概念，而仅仅是指那些“理智的概念”(intellectual concepts)，“理智的

概念”指的是这样一些概念--一些涉及客观事实的结论可能以这些“理智的概

念”的结构为依据。于本文而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一些概念便可视为“理

智的概念”的例子。 

                         
①
 由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在当时被很多人误用，也为了与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

加以区别，皮尔斯在《什么是实用主义》一文中将自己的哲学观点用实效主义(pragmaticism)这一术语表述。

本文将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统一表述为“实用主义”。 
②
 从实用主义哲学这三个发展阶段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会计研究发展的一些规律。20 世纪早期的美国会

计研究方法主要以归纳法为主，强调从实务中总结会计理论，笔者认为这与古典实用主义哲学的流行不无

关系。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欧洲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传入美国，这一背景促进了实证会计研究的产生。

20 世纪 60 年代起，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进入了共存的时期，会计研究也因此分化为实用主义导向的会计

准则与概念框架制定研究与实证主义导向的学院派经验研究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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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同样把实用主义看做一种方法，他认为实用主义并不表示任何特别的

结论，而只表示一种确立方向的态度。这种态度不理会第一事物、原则、“范畴”、

想象的必然，而是看重 后的事物、结果、后果、事实。 

就实用主义定义而言，皮尔斯和詹姆斯的观点基本是吻合的，二人都将实用

主义排除在形而上学之外，认为实用主义只是一种弄清楚概念的方法，都强调行

动、实践的重要性，并且都关注于“行动的效果”。二者的分歧主要是在应用实

用主义方法时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①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皮尔斯及

“美国哲学”的奠基人詹姆斯，两人关于实用主义定义的观点已基本涵盖了“古

典实用主义”定义的各个重要方面，因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相对而言，20 世

纪 60 年代起出现的“新实用主义”由于融合了其他哲学流派的观点，其古典实

用主义的特征已逐渐趋于模糊。基于这一原因，本文所指的实用主义涵盖的是“古

典实用主义”的范畴，并主要参考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哲学观点。 

1.4 研究方法与范围 

本文采用解释性会计研究的方法，旨在借助一致的逻辑、多视角的观察与分

析来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财务会计目标及概念框架的中间带进行解释。就具体

的写作方法而言，笔者希望以自己的逻辑为主线，将前人关于概念框架的研究成

果仅作为一种材料的来源，在适当的时候将其加以利用并整合进本文的逻辑，力

求避免将本文写成现有研究成果的罗列与评述。此外，笔者也希望本文能够尝试

凡事都尽量换个角度看问题。 

在本文中，笔者只讨论现代企业(modern business entity)，比如上市公司。

本文不讨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或中小企业。 

本文只讨论现代企业对外提供的通用财务报告，不讨论特殊目的的财务报

告，也不讨论对内用于管理的报告。 

1.5 论文结构 

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导言涵盖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目的、研究的哲学基础(因果关系

                         
①
 詹姆斯更加强调知觉等具有强制性的复合情感的意义，而皮尔斯则认为"习惯"才是终极的逻辑解释物，

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皮尔斯是一位实验科学家，而詹姆斯则对宗教更感兴趣。这一分歧并不影响到本文的

内容，因而笔者将淡化这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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