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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计本质看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

●黄志忠

　　对会计的职能与目标的界定 ,关系到会计能输

出什么信息和应输出什么信息的问题 ,这恰恰是会

计应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

有意义的。贵刊 1995年 11期、 1996年第 6期分别刊

载了刘峰的文章《会计目标与职能的比较研究》及庄

丹的文章《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之再比较研究》 ,读

后获益匪浅 ,在此 ,笔者想以会计的本质来谈会计目

标与会计职能。

我们认为要界定会计的目标与职能 ,首先必须

认识到会计的职能是由会计的本质所规定的 ,而职

能又是会计所能达到目标的前提 ,有了职能才能实

现目标 ,职能在先 ,目标在后。同时 ,因为职能比起目

标是更为本质的东西 ,职能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下文将从会计的本质出发来论述这个问题。

一、会计的本质

会计的定义是对会计本质的描述 ,因此 ,我们可

以通过对会计的不同定义来了解人们对会计本质的

不同认识。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会计是一个“经济信

息系统” ,“是用来传递和报送各机构的重要财务信

息和其他经济信息的”。①而我国会计界有三种主要

的观点即“信息系统”论、“控制系统”论和“管理活

动”论。

“管理活动论”认为会计是“人们管理生产过程

中的一种社会活动”。②该论的缺点是把会计与财务

管理混为一谈。③除此而外 ,笔者认为将会计描述为

一种社会活动是欠妥当的。活动可以是零碎的、不连

续的、无系统性的。 而会计应是一个有顺序、首尾连

贯的完整的过程 ,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提到的那样: “一个

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

集合体 ,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

科学的系统观。④因此 ,应该用系统的观点看待会计 ,

把握会计的本质 ,而不单单将它看成是一种活动。

从系统的角度来认识会计 ,仍有“控制系统”论

与“信息系统”论之争。前者认为会计“是一个对计量

结果有控制作用的控制系统” (见庄文 )。支持者认为

“信息系统”的控制限定于使信息真实 ,而“控制系

统”的控制不仅使信息真实 ,而且使它合意 (庄文 )。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认识 ,即认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

统。

首先 ,信息系统作为一个系统 ,当然要有控制机

制。反馈控制是系统工程的一个基本原理。对于企业

工厂 ,习惯的提法是管理 ;而对于生产过程 ,习惯的

提法是控制。 它们都是根据预先已知的信息及反馈

信息 ,作出应有的决策。 从信息的角度看 ,它们都是

信息及决策系统。⑤可见 ,信息系统具有管理控制的

功能。 阎达五教授对此有更精辟的描述: “广义的控

制 ,包括制定目标和进行调节两项内容。制定目标是

不言而喻的 ,所谓的调节是指客观对象按照既定的

轨道行进。 这两项内容就是在信息的输入、处理、输

出和反馈过程中实现的。控制寓于信息处理之中 ,而

不是在信息处理之外”。⑥当然 ,不可否认 ,信息系统

还具有不让信息失真的功能。因此 ,信息系统的控制

机制不但使信息真实 ,而且使其能按目标能动地对

经济活动进行“干扰” ,即使信息合意。 可见 ,信息系

统完全具备控制系统的控制作用。

其次 ,信息系统除了具备控制功能外 ,还具备提

供信息的功能 ,而且以提供信息为主。而这一点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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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控制系统所缺乏的。因此 ,笔者倾向于认为会计是

一个经济信息系统。 其中财务会计是有关价值运动

的数量方面的信息系统 ,管理会计是有关价值运动

的质量 (即经济性、效益性和效果性 )方面的信息系

统 ,而审计是这个系统中的评价与反馈子系统。用图

表示如下。

　　二、会计的职能

1.会计职能的定义。 对于职能 ,有的书称之为

“功能” ,如“会计的职能 ,指的是它的本质功能” ,⑦有

的书称之为“机能”⑧。 从英文 func tion看 ,这个词含

有功能、机能、作用、职责等意思。 职能也好 ,机能也

好 ,都是指一事物所固有的功能。 至于职能与作用、

职责的关系 ,吴水澎教授有精辟的论述: “我们研究

会计的职能 ,就是要根据会计的本质和对象 ,来确定

会计这一实践活动在社会分工中的最基本的责任和

应起的作用。”⑨因此 ,可以说会计的职能 ,即是会计

所能起到的作用 ,但这个作用 ,不能离开会计的本

质。

2.会计的本质决定会计的职能。 从会计的职能

的定义看 ,会计的职能是会计所固有的本质的属性。

我国理论界对会计的职能有不同的看法 ,是由于人

们对会计本质的理解不一致的缘故。 刘文提到我国

理论界关于会计职能的讨论也出现了两大代表性的

流派。一是认为会计的职能以反映为主 ,另一观点则

认为会计以监督职能为主。持前一观点的人 ,在会计

的定义上倾向于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 ;而赞同

后一观点的人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是为

了发挥管理经济活动的作用 ,就必须具备监督、甚至

控制的职能。

前面已经论述 ,会计的本质是一个经济信息系

统 ,作为信息系统 ,它具有反映 (提供信息 )和监督

(控制 )的功能。 会计的基本职能一是反映 (观念总

结 ) ,二是监督 (控制 )10。 笔者认为 ,会计的这两个基

本职能是并重的。会计从一开始产生 ,便具有了反映

和控制两个职能。我国古代的官厅会计本质上执行

着管理的职责 ,同时 ,为了便于审查 ,它还具有反映

的职能11。会计除了两个基本职能外 ,还有派生职能 ,

如预测、评价经营业绩、参与经济决策等12。

三、会计的目标

1.会计目标的定义。 会计的目标是人们从事会

计工作所要达到的境地和标准。13如果把会计定义为

一个经济信息系统 ,其基本功能是提供信息 ,则提供

经济信息是会计目标的内涵。14因此 ,会计目标所要

解决的是会计应输出什么信息的问题 ,而会计职能

的内涵则是会计能输出什么信息。

2.会计的目标与职能的关系。 由于会计信息的

使用者众多 ,不同的使用者有不同的信息要求。 因

此 ,会计的目标是多元的。但会计的目标并不是随意

性的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会计的目标为会计的

职能所限定。

西方理论界对会计目标的看法有两个代表性的

流派:受托责任学派与决策有用学派。前者认为会计

应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 ,它以

客观信息为主。 这是站在委托者 ,即公司的股东、债

权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关心的是受托责任的履行情

况 ,以便对是否改聘公司经理或撤回权益、收回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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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决策。会计能否达到这个目标 ,是与会计能对受

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这个反映

的职能相关的。而决策有用学派则认为 ,会计信息系

统的根本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他们进行决策

有用的信息 ,则是站在可能的投资者、顾客—— 或者

更广 ,包括股东、债权人 (他们也需根据信息作出决

策 )—— 的角度看 ,他们关心的是信息的客观和决策

有用性。能否达到这个目标 ,则是由会计系统是否有

输出决策有用信息 (预测和参与决策 )这样的职能所

决定的。

会计目标既然由会计的职能所决定 ,即不以人

们的意志为转移 ,研究会计的目标才显得有必要。但

研究会计目标必须从研究会计职能入手 ,不能认为

会计目标比职能在层次上更高 ,研究会计目标比研

究会计职能更为切实可行。 离开会计的本质功能谈

目标 ,如同我国 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无视生产力的

水平 ,人类的能力而期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 ,必

然要犯错误。西方理论界在研究会计目标时 ,虽然没

有明确提出会计职能的概念 ,但无意中仍以会计的

职能入手来研究会计的目标。如实证会计即是从研

究会计信息对股市的影响 (作用 )来研究会计信息的

有用性的。15

四、总结

目前 ,会计界关于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最流行

的观点是目标起点论。 但也有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

点。因为以不同的目标为起点 ,必然构建出不同的理

论体系 ,而且 ,会计目标的实现 ,有赖于会计职能作

用的发挥。而会计的职能由会计的本质所决定。不能

离开会计的本质研究会计的目标。离开会计的本质 ,

单纯以会计目标作为起点进行会计理论框架的构

建 ,必然导致因目标与职能的脱离而产生的逻辑不

一致性。如 FASB的概念公告 ,在内在逻辑和理论观

点上是前后矛盾的 ,16表现在其后面几号概念公告与

第 1号公告之间 ,存在着很大的不一致性。第 1号公

告始终要求注意未来 ,但第 3、 6号公告要素的定义

则立足于过去的交易 ,同时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

会在第 5和第 6号公告中反复强调 ,权责发生制比

收付实现制好 ,能预测未来的现金流动。 实际上 ,权

责发生制是面向过去 ,同时不直接考虑现金流入和

流出 ,因而在预测未来的现金流量方面 ,其效果不理

想。17以上例子使我们获得这样的经验 ,即研究会计

目标固然重要 ,却有赖于会计职能的研究。

注释:

①约翰逊 ,金屈莱: 《斐内—米勒　会计学原理》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2月版第 20页。

③朱小平 ,杨景岩: “再谈会计的定义 ” ,《财会月刊》

1996年第 7期

④钱学森: “系统思想、系统科学和系统论”《系统科学

论著选①》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年 6月版第 3页

⑤郑维敏: “系统工程的工具及方法 ” ,《系统科学论著

选①》第 214页

②⑥⑧10阎达五: 《会计管理结构 》 ,北京出版社 1990

年 12月版第 34、 112、 36和 34页

⑦1213昊水澎: 《会计学原理》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月版第 21页、第 24页

14吴水澎 ,龚光明: “关于会计目标的有关理论认识” ,

《四川会计》 1996年 11期

11在周王朝时代 ,会计主要用于评价政府计划的成功

程度和官吏的工作效率。小宰是周王朝财政工作的中心 ,负

责征收岁入 ,并将它作为通常经费 ,分配给其他的政府机

构 ,批准所有的支出 ,并在各会计年度末编制收支计算书 ,

汇集各路财源并形成一个精悍的基金系统为行政监督提供

了方便。各政府机关应作成反映其政绩的年度报告 ,它们需

由大宰加以审查。 ——迈克尔、查特菲尔德: 《会计思想史》

中译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年 10月版第 9、 10页

⑨吴水澎: 《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辽宁出版社 1996

年 11月版第 88页

15这些 (实证 )研究从有效市场假设出发 ,认为会计的

作用是为资本市场提供信息。 有关信息提供的研究思路提

供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发现:第一 ,收益报告向资本市场传递

信息 ;第二 ,其他会计数据也反映资本资产计价模式中的变

量 (如风险 )并且能够提供有关未上市证券的信息 ;第三 ,年

度收益报告呈随机游动状而季度收益则可按季节性模式予

以描述——参见 R· L· 瓦茨 , J· L· 齐默尔曼: 《实证会计

理论》中译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0年 6月版第 465页

16李心合: “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 ,《财经研究》 1996年

第 6期

17葛家澍: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和方法的若

干基本观点” ( IV) ,《财会月刊》 1995年第 5期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会计系 )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