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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原则、 基础、 惯例、 规则及程序 (国

际会计准则第一号 )。 本文讲的会计政策选择方式是就企业一定时期的所有会计政策这个整体而

言, 可以分为激进、 稳健、 中庸三种。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会使会计收益最大, 中庸的会计政策

选择次之, 稳健的会计政策选择则使会计收益最小。由于会计收益会影响到投资决策, 同时也会

影响到收入分配, 从而对投资需求、 消费需求产生影响。同时, 在一定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大多

数企业会做出相同或类似的会计政策选择, 从而一定时期的某种类型的会计政策选择就带有普遍

性。带有普遍性的会计政策选择对国民经济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影响的程度与其对会计收益

的作用程度密切相关。

为讨论方便, 现将会计政策选择分为亲周期、 逆周期和中性等三种类型。亲周期的会计政策

选择是指在经济的繁荣阶段采用激进的会计选择,在经济的萧条阶段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选择;逆

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刚好相反。 中性的会计政策选择则不考虑经济周期。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

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经济的波动,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当

然, 会计政策选择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程度, 取决于它对会计收益的作用程度。

由于政府当局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会采用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 (主要是财政货币政策 ), 试

图熨平经济的波动, 本文也将考虑会计政策选择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 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

在繁荣期, 交易活跃、 需求旺盛、 市场前景看好, 企业收益本来就不错。此时若采用激进的

会计政策选择会更高估收益水平, 使投资收益率更可观。所有者和投资人可能因此追加资本投入,

因为他们认为本企业经营业绩好于往年和同行业水平且会持续下去。另外, 由于高估收益, 可供

分配利润上升了, 管理者、 工人及所有者个人乃至社会公众的收入水平增长很快, 并且他们会向

上修正自己的恒久收入水平, 因而会增加消费。高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结合起来, 使得国民

经济进一步扩张。由于乘数效应和加速器作用, 下一轮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规模将迅速增加。当然,

繁荣年份国民经济本来就具有扩张的趋势, 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只是推波助澜罢了。

由于政府意识到经济过热, 会选择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试图抑制经济的扩张。但是, 激进的

会计政策选择可能会部分抵消政府的努力, 从而使财政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比如提高利率

水平, 这会减少企业的利润, 但如果减小的幅度低于高估收益而导致的利润增长幅度, 可能就难

以压制投资水平。 并且, 一般情况下利率的提高幅度是有限的, 可能不足以降低因高估收益而偏

高的投资报酬率, 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起不了很大的影响。再比如增税 (考虑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 ), 如果税制是累进的, 则提高了边际税率水平。高估收益本来就自动提升了边际税率,

从而边际税率就提升了两次, 税负就上升了。 税后收益变化取决于税前收益的上升程度与税负上

升程度的对比情况。不过若采用比例税率, 高估收益并不会自动提升边际税率水平, 增税的效果

较之累进税率可能要差一些。如果增税不足以降低税后收益, 则效果就很有限。

在萧条期, 销售不旺、 存货积压、 市场前景不看好。企业收益已大幅滑坡, 稳健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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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收益水平下滑。低估的收益水平可能会击垮投资者的信心, 可能会抽走资金, 至少不愿再追

加投资, 银行也会 “惜贷”, 企业当局可能会减少产量乃至裁员以应付危机。收益低估直接造成了

管理人员、 工人及所有者的收入水平降低。企业生产规模的缩小和失业人数的增加, 也会降低社

会公众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减少消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下降, 会导致国民经济成倍收缩。

在萧条期, 政府会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稳健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比

如降低利率水平, 以相对增加企业利润水平, 然而低估收益又降低了利润水平。 又比如减税, 由

于收益低估, 在累进税制中相应级数就很低, 即使减税也并不能使边际税率下降多少, 从而减税

对税后收益的影响就有限, 可能难以刺激投资需求。

概括地说, 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有可能加剧经济的波动, 并有可能使财政货币政策达不到

预期目标。

二、 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

在繁荣期, 企业如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 以适当降低偏高的收益水平, 既符合追求各期收益

均衡化的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 同时也会产生如下影响: 首先, 对于一般股东和投资者来说, 由

于投资回报率已人为下压了, 可能不会追加投资; 其次, 高收益降低后, 管理者、 工人及所有者

个人的收入水平也降低, 只能保持正常的消费水平。因此, 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有助于防止投资

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 从而抑制了生产的进一步扩张。

这对政府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起着配合作用: 如提高利率水平, 会降低企业的收益水平, 加

之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会使收益进一步降低, 企业投资回报率降低的幅度可能较大, 投资人可能

不再追加投资, 某些投资项目可能会撤消, 企业当局可能因此会缩减生产规模; 如降低政府支出

水平, 一方面降低了对企业产品的需求, 从而对企业收益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只会使业已低估的

投资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投资需求得到抑制; 另一方面会降低社会公众的可支配收入, 由于从企

业获得的收入已有所减少, 消费需求会进一步降低。

在萧条期, 企业收益下降很多, 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 适当提高收益 (由于繁荣年份采用稳

健的会计政策, 企业有所准备, 这时高估收益就有一定的基础 ), 可能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因而投资水平有可能不至于下降很多。另外, 高估的收益使得管理者、 工人及所有者的个人收入

水平的下降有所缓和, 正常的消费水平不至于降低很多。国民经济的下滑势头可能就得到一些阻

止。

这时, 政府采用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如降低利率, 降低了的利率水平与高估后的收益相配

合, 更容易维持乃至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如减税, 由于收益高估加之税率降低, 税后收益就有所

上升, 这一方面稳定了税后投资报酬率, 另一方面保持了管理者及所有者的收入水平。激进的会

计政策就配合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也就是说, 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 并且还可能配合财政货币政策来熨

平经济的波动。

人们的直觉可能认为亲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优于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 因为繁荣时期大方

一点、 困难时期稳健一点是人之常情。然而, 就稳定经济来说, 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要好一些,

它起到了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并且, 逆周期的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也是有利的: 它不仅有助

于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而且使各期收益平稳化, 也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责任编辑　李国盛　陈历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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