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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证会计的渊源

“实证”一词 ,来源于西方哲学。法国的奥

古斯特· 孔德 ( 1792— 1857)是实证主义的创

始人。在其 1844年出版的著作《论实证精神》

一书中 ,孔德认为人类思辨的发展 ,前后经过

三个阶段: 即神学阶段 ,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

阶段。 在实证阶段 ,人类认识才达到正常状

态 ,即观念和客体的统一 ,据孔德解释 ,“实

证”一词的词义包含四层含义:一是与虚幻对

立的真实 ,二是与无用对立的有用 ,三是与犹

疑对立的肯定 ,四是与模糊对立的明确 ,所谓

实证主义 ,就是按照“实证”词义的要求 ,对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出审慎缜密的考察 ,以实

证的、真实的事实为依据 ,找出其发展规律。

20世纪 50年代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创立了新的经济学科——实证经济

学 ,实证主义思想和方法运用到了经济领域 ,

受其影响 ,西方会计学者也开始倡导采用实

证法来研究会计理论 , 1976年 ,美国会计学

家詹森 ( M· C· Jensen) 在其《关于会计研

究和会计管制现状的反映》一文中提出 ,由于

规范的理论占优势 ,会计研究是不科学的 ,他

认为 ,发展实证会计理论将能解释: ( 1)已存在的会计现实或

“为什么会计是这样” ; ( 2)为什么会计人员从事这样的工作 ;

( 3)会计实务对人们及社会资源的利用产生什么效果 , 1986

年 ,美国会计学者瓦茨 ( R· L Wat ts)和齐默尔曼 ( J· L·

Zimmerman)发表的专著《实证会计理论》使实证会计趋于体

系化 ,如今 ,实证会计已经成为西方会计研究的主流派。

二、实证会计的特征

实证会计的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 根据亨德里

克森 ( E· S Hendriksen)所著的《会计理论》一书中的提法 ,所

谓解释 ,是指为所观察到的实务提供理由 ,比如 ,实证会计

理论应当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公司采用的存货计价方法是后

进先出法 ,而不是先进先出法 ,运用实证法 ,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会计上一系列让人费解的方法的选择 ,所谓预测 ,则是指会

计理论应能预测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 ,比如 ,实证会计可以预

测拟议中的会计准则将会使企业负担多少的成本 ,这种预测

能力使得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准则颁布之前就能够预测各个

方面可能作出的反应。

实证会计获得经验知识的途径是观察和实践 ,在实证会

计产生之前 ,会计研究的主流派是规范研究 ,规范研究是以演

绎的推理过程为主 ,即由一般到特殊进行逻辑推理 ,它通常是

先确定目标 ,然后根据既定目标制定会计准则来规范会计实

务 ,它不受观察现实的影响 ,不关心“是什么” ,而只是关心“应

该是怎样” ,美国 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和我国现在的会计

研究都属于这一类型 ,而实证会计与之不同 ,它所关心的是

“为什么是这样” ,实证会计不提倡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 ,它讲

求的是“拿出证据来! ”这把数据统计 ,经济计量学引入会计领

域 ,在实证会计的论文中充塞着大量的数学模型 ,统计数据和

图表。

实证会计认为会计理论来自会计实务 ,又指导会计实务 ,

因此 ,实证会计的命题要求有相应的现实经验与之对应 ,所

以 ,实证会计的命题都是可以验证或可以观察的 ,目前实证会

计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三大领域: 会计信息披露与股票市场价

格波动的关系 ;会计政策的选择 ;审计签约与执业过程中的影

响因素 ,这些命题都是可以验证或可以观察的 ,不同的人经过

同一个程序可以得出相同的或近似的结论 ,因此 ,实证会计的

研究过程是可以重复的 ,这样就比较能够排除个人价值观念

的影响 ,使会计研究更为科学。

实证会计并不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

实证会计的案例研究致力于实务解释和理论验证 ,使人们对

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更深层次和更丰

富的理解 ,这将有助于人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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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完善《会计法》及其他有关法规 ,明确企业管理者与

会计主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内容包括: 企业一旦被查处有会

计信息失真 (有意调节会计数据 ,修饰会计报表等 )及其他违

纪违法 (私设小金库、偷漏税款等 )现象 ,凡是由企业管理者个

人造成的 ,或因受企业管理者个人行为因素影响而造成的 ,无

论其对违纪违法的界限是否清楚 ,也无论是否经过会计人员

之手 ,均应追究企业管理者的责任 ;凡是非受企业管理者个人

行为因素影响 ,直接由会计主体个人行为造成的 ,应追究会计

主体和企业管理者的相应责任。

调整会计法律着眼点的依据。从理论上说 ,完全符合行为

科学理论和法学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从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

来说 ,有资料表明 ,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主要表现为人为信息

失真 ,而在人为信息失真中又绝大部分是由企业管理者个人

行为造成的。 因此 ,作这样的法律调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也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从我国的法律环境和高级决策

层来说 ,令人振奋人心的是 ,于今年十月一日颁布实施的新刑

法 ,已就会计信息失真的某些方面首次作了明确的规定 ,用法

律调整企业管理者行为的条件已日渐成熟。 我国不少国家领

导人也都先后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 ,有这方面的意愿。如在第

四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 ,朱 基副总理提出的整顿会计工

作秩序的“约法三章”所指出的 “凡是单位领导人授意、指使、

强令会计人员编造、篡改会计数据 ,弄虚作假 ,损害国家和社

会利益的 ,必须严肃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等 ,无

疑就蕴含了用法律调整“企业管理者行为”的会计监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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