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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目标晌有关理论认识

O 厦门大学
.

吴水澎 龚光明

会计 目标既是一个实践问题
,

又是一个理论问题
.

开展会计目标理论的研究
,

对于形成首尾

一贯
、

逻辑严密的会计理论
,

有效地发挥会计功能和作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本文拟就会什

目标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一
、

会计目标的涵义及其构成要案
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一项活动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

。

会计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
,

会计目标是

人们从事会计工作所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
。

如果把会计定义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
,

其墓本功能

(职能 ) 是提供信息
,

则提供经济信息就是会计目标的内涵
,

而由谁提供信息
、

提供谁的信息
、

向

谁提供信息
、

为何提供信息
、

提供何种信息
、

提供信息的质童以及提供信息的方式便构成了会计

目标的外延
。

只有正确地把握住会计目标的内涵和外延
,

才能正确地确定会计目标
.

西方会计学者关于会计 目标构成要素的认识
,

不太涉及由谁提供信息
、

提供谁的信息和提供

信息的质量等三个方面
,

可能是出于以下考虑
:

( ” 研究的是财务报告的目标而非财务会计的目

标
,

财务报告只是财务会计的结果而非财务会计的全部
; 要研究整个财务会计的目标

,

必然涉及

到由谁提供信息和提供谁的信息等问题
; ( 2) 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会计主体假设

,

由谁提供信

息和提供谁的信息不言自明
; (3 ) 提供信息的质量

,

西方一般认为是会计 目标的具体化
,

是财务

会计 目标通向财务报告要素的确认
、

计量和报告之间的桥梁
,

在概念结构框架 ( C F) 中属于低于

会计目标的第二位的概念
。

我们认为
:

提供信息的质 t 是从质的方面规定提供信息的标准
,

提供

什么信息是从量的方面明确提供信息的标准
,

向谁提供信息则指明提供信息的方向
,

提供谁的信

息则限定提供信息的范围
,

它们都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或要素
,

具有退辑的一贯性
,

应属于会计 目

标的内容
。

会计 目标具有层次性
,

但对层次内容的理解目前并不相同
。

许多人认为
,

会计 目标可分为基

本目标和具体目标
,

基本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具体目标是提供信息
。 ①找们认为

:

提

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看作是会计的 目的
,

即人们为什么擂要会计
,

而提供信息才是会计的
目标

,

即人们运用会计干什么的问题
.

提供信息是会计第一层次的目标 (或称内汤 ) ; 由谁提供信

息
、

提供谁的信息
、

向谁提供信息
、

为何提供信息
、

提供何种信息
、

提供信息的质量以及提供信

息的方式则构成会计 目标的第二层次 (或称外延 )
,

表明信息提供的来稼与去向
、

数量与质量
、

范

围与方式
。

会计目标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
、

相互依存的
.

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目标体系
.

图示

如下
: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解释或进一步其体化

}提供信息{

一 }由谁提供信息 }一特定的管理当局

一 }提供谁的信息 }一特定的会计主体

一画亘巫趾口一特定的投资者
、

贷款者及其他

一画畸通亚画一受托贵任或经济决策

一医巫三亘亘亘口一财务状况
、

经营情况
、

现金流动及其他

一画巫顶亚画一可靠性和相关性

一医巫亘亘亚困一各种财务报告 (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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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确定会计目坛应专一的因素

会计信事系统的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环城下进行
,

因而作为系统运行指示器的会计目标
,

必然

受制于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
。

社会经济环境可认为是生产力
、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
。

生产力为

会计 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了向谁提供信息和

提供什么信意
.

企业会计是一个在徽琢主体范留内进行的
、

有人参与的
、

为实砚一定台标而进行

的信息搜集
、

加工处理及传递活动
,

因面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 目标的形响又可分为主体内部环境

的形晌和主体外部环境的影响
.

主体外部环境决定主体的内部环境
,

并通过主体内部环境来形响

会计目标及整个会计系统的运行
。

张为国教授从使用者及其信息佑求
、

企业管理人员的意愿及会计特征与会计的技术水平等三

维角度分析了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 . 认为确立合适的会计 目标应综合考虑以上三个

方面的因素
,

箱息使用者 , 要但管理人员不耳意不行
,

信息使用者猫要且管理人员也愿意
,

但受

会计的特征和会计技术水平的限创而无法提供也是枉然
。

以上三个方面共同的区域就是适当的会

计目标
,

这一共同区城又不是不变的
,

因为三个因素都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

三
、

会计目标在会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会计目标在会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

1
.

会计目标概念是会计的墓本概念之一
,

缺乏会计 目标概念
,

会计理论体系便不完整
,

难以

傲到首尾一贯和逻辑严密
;

2
.

会计概念是会计理论的骨架
,

是会计理论网上的
“
纽结

” .

会计目标概念不仅是会计理论概

念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之一
,

而且是与会计的对象 (要素 )
、

会计的基本假设一起处于最高层次

的概念
, 。三者共同决定了会计的确认

、

计 t
、

记录与报告
;

3
.

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
。

从何处着手研究会计理论
,

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

本世

纪 50 年代前
,

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是模栩的
。

本世纪 60 年代
,

会计研究的方法由归纳法转

向演绎法
,

确定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才成为必要
,

其研究重点是会计假设
,

希望通过假设作为起

点来构建会计理论
,

由会计恨设推导出会计基本原则
,

再用会计原则指导具体会计程序与方法的

确定
,

但结果不尽如人愈
。

虽然会计很设是现代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救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

但

会计恨设也只能来自于会计所处的客观社会经济环境
。

社会经济环境十分复杂
,

如何形成会计的

假设
,

形成多少假设以及假设有多少层次
,

都受到主观和客观等因素的创约
。

目前公认的四项基

本假设因环境的变化也受到挑战
,

可见以此为起点来构建会计理论更行不通
.

从本世纪 70 年代开

始
,

西方将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转向会计目标
,

主要是由于电子计算机在会计工作中的广泛

运用
,

信息科学
、

系统科学等新兴学科向会计领城的渗透
,

促使人们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定位在会

计是
“

一个经济信息系统
”

的基调上
;
既然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

,

而系统的运行离不开目标
,

因

面目标便成为系统运行的前提和归宿
。

西方会计界以会计 目标为起点构建会计理论的典型代表是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 A S B ) 正式发布的六份概念公告 ( S F A C )
,

初步搭起了财务会计的概

念框架
。

长期以来
,

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是以会计的本质为起点进行的丁形成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

独特方法
。

毛伯林教授关于
“

前提
”
和

“

起点
”

是两个不同范踌的观点及其所进行的分析
,
④认为

会计的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前提面不是研究的起点
,

并以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商

品经济最基本的
“

细胞
”

— 商品开始
,

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开始作为论据
。

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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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会计研究的起点应直接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

反映会计领域中必然的内在联系
,

并成为

会计理论结构中的最高层次和会计系统的导向
,

也就是说
,

会计研究起点除与外部环境保持直接

联系外
,

在会计理论和实践上应具有同一性
,

从而成为沟通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之间的桥梁
.

显

然
,

会计本质作为一个纯粹理论性的范畴不具这一特性
,

在会计领域中
,

唯一具有这一特性的是

会计 目标
” 。

。

四
、

会计目标研究的方法论

会计 目标问题既有客观因素
,

亦有主观因素
.

研究会计目标要讲究方法论
,

才能认清会计目

标的本质
,

确定适当的会计目标
,

建立起科学的
、

逻辑严密的会计理论和发挥会计应有的作用
。

会计 目标是一个实践间题
,

因为会计工作实践离不开会计 目标
.

对于一个实际运行的会计系

统
,

向谁提供信息
、

为何提供信息
、

提供什么信息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供信息如不清楚
,

系统就没

有存在的必要
,

更不用说发挥它的作用
。

会计目标又是一个理论间题
,

因为会计 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缺少了它
,

会

计理论便不完整
,

会计理论科学
、

严密的体系便难以建立
,

而不完整的理论对会计实际工作的指

导作用是有限的
。

会计 目标具有客观因素
,

是指会计目标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决定

的
。

一个经挤稳定
、

通货膨胀率低的社会经济环境
,

一般是很少要求会计提供通货膨胀对收益
、

资

产影响方面的信息的
。

会计目标具有主观因素
,

是指会计目标的确立是人们主观认识的结果
,

它受到人们的知识水

平
、

认识方式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

会计 目标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性质
。

基于上述分析
,

我们认为
,

认识与研究会计目标应采用如下方法
:

1
.

社会经济环境决定会计 目标
,

因此
,

研究会计目标要从社会经济环境入手
;

2
.

会计目标是会计实践工作的一部分
,

因此
,

研究会计目标要密切联系当前会计工作的实际
,

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

3
.

会计目标间题作为一个会计理论问题
,

对其分析研究应运用哲学的方法
、

亚哲学 (系统论
、

信息论
、

控制论 ) 的方法
、

逻辑思维的方法等多种方法
,

4
.

会计 目标只是会计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

研究会计 目标
,

应把它放在整个会计理论

体系中去考虑
,

应研究它与其他会计理论概念
、

原理
、

方法
、

程序的关系及其联系的机理与机制
.

总之
,

会计 目标研究的方法
,

既要遵循实践论
、

认识论
、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
,

又要把逻辑思

维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
.

实证研究方法从 60 年代引入会计学领域以来
,

受到西方会计学界的普遗

重视
,

形成了一套与规范会计理论相抗衡的实证会计理论
.

在西方
,

实证会计主要研究财务报告

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

会计行为选择这两大领域
.

实际上
,

会计 目标的形成与选择亦应成为实证研

究的主要内容
。

只有这样
, `

实证会计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重点不突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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