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构建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应明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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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中国特色会计理论
,

必须着手具体思考这个

理论体系问题
。

因为对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的把握
,

既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进行研究
,

也便于我们从局部

进行具体和深人的分析
,

以便达到
“

事半功倍
”

的效果
。

一
、

回顾与比较

前事不忘
,

后事之师
。

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 以前
,

会

计界既没有像有些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那样系统地

进行过类似于会计基本概念结构研究
,

也没有建立起

较为完整的会计理论体系
。

被我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所决定
,

只是进行了诸如会计对象
、

任务
、

性质
、

方法等问题的研究
,

这些 问题被称之为会计基本理论

问题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在那个时代
,

我们

所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单一的公有制
,

国有企业国有国

营
,

没有国家
、

集体
、

个人的利益差别
,

实际上会计已失

去了其生存和发育的环境
。

当然
,

那时候也需要会计教

材
,

对上述会计基本理沦问题进行研究与回答
,

主要是

为了满足编写教材的需 要
。

同我国的情况完全不 同
,

到 了本世纪 70 年代后
,

西方一些 主要 国家的社会经济形 势发生 了较大的变

化
,

如
:
企业规模 日益扩大

,

企业之间的兼并
、

购买急剧

增加
,

资本集中加速并向国际化扩 张
,

能源危 机暴发
,

长期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

以及电子计算机迅速普及

和在会计中的运 用
,

等等
。

这些变化在导致会计实务发

生重大变革的同时
,

也相继出现 了财务会计的新领域

和新问题
。

如怎样处理企业的合并
、

融资租赁
、

养老金

计划
、

物价变动影响
、

国际结算和 国际税收
、

外币折算
、

损 益计算和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会计问题
,

相应产生或

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与方法
。

这样
,

原有的许多

会计理论 概念
,

明显落后于环境形势 和会计实务的发

展
,

也不利于有关会计准则的制订和执行
。

同时由于 以

往西方的传统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
,

缺乏 一套首尾

一贯的理论框架
,

观点不一
,

甚至有的相互抵触
,

不能

消除会计实务中的混乱 现象
。

面临上述新的情 况和问

题
,

西方国家的会计职业界纷纷开展对财务会计概念

结构的研究
,

用以指导会计准则制订和约束会计实务
。

那么
,

什么是财务会计概念结构 ?其实质是什么?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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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如何 ? 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 FA SB) 为例
,

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定义是
:
由会计目标和相关连的

基本概念组成的逻辑严密体系 ;或者说
,

概念结构着重

研究财务会计准则 (会计规范 )的依据
。

而西方国家的

财务会计概念结构 的实质
,

是对 以 往一系列财务会计

概念的重新概括
、

丰富
、

补充和发展
。

它的结构是把会

计定义为一个人造系统
,

系统功能发挥取决于会计目

标
,

这样会计 目标研究就成为研究其他财务会计概念

的前提
,

即以 目标的研究为起点
。

西方国家会计目标理

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 “

从企业会计的实务中抽象出来

的会计惯例的累积
,

这些积累的会计惯例又以会计处

理原则表现 出来
。 ”

与我 国相比较
,

西方 国家侧重
一

于为

制订会计准则服务的财务会计概念研究
,

对会计基本

理论研究较少
,

更谈不上系统地加 以研究
,

这同他们长

期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
。

上述 回顾与比较
,

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
在

建立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 的征途中
,

我国会计理论体

系的构建
,

是继续体现改革前的 以基本理论研究为主

呢
,

还是 以重点研究为制订准则服务的财务会计概念

结构为主? 这个问题在我国还未能取得一致 的意见 我

们认为
,

必须从我 国的国情 出发
,

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

的会计理论体系
。

二
、

思考与看法

改革开放以后
,

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 了巨大

的变化
。

会计在反映
、

监督有关各方的物质利益分配时

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

因此 如何使会计信息客观
、

公

正
、

可比
,

就成为会讨
一

信息使用者十分关 注的问题
。

可

是
,

由会计对象的特点所决定
,

会计有着多种程序与方

法可供选择
,

进而使各不 同利益集 团的人对会计信息

的
“

偏好
”

成为可能
,

这样会计信息有时就不那么客观
、

公正和可比了
。

这 个矛盾如何解决 ?唯有的办法是要加

强对会计工作的规范

本世纪 如 年代以来
,

会计准则的制订理论 已成为

我 国会计理论研究的重头戏
,

也取 得了 一定成绩 在这

种形势下
,

有人认为我国过去所开展 的会计基本理论

研究是
“

空洞 无物
”

的
,

应像西方 国家那样转向为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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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服务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研究
。

对这样的观

点又应该如何看待 ?我们曾就建立中国会计理论的体

系发表过意见
,

也就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会计科学发

展的内在规律
,

认为我国会计理论在层次上大体可包

括研究方法
、

基本理论
、

处于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之间

(起
“

中介
”

作用 )的会计基本准则概念
、

应用性理论 (又

包括会计准则和会计行为理论 )等等
,

它们相对独立
、

互相联系
,

共同组成会计理论体系
。

这个体系既不同于

改革前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 (基本理论也自成体系 )
,

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会计理论体系 (财务会计概念结

构本身就是一个体系 )
。

可用 图表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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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这个图时
,

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

第一
,

为什么我们把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包括在会

计理论体系之内
,

不仅如此
,

且把它列为会计理论的最

高层次
,

其道理 已在前面的问题中作了阐述
。

第二
,

我们仍然把会计基本理论视为会计理论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那 种把会计基本理论视为
“

空洞

无物
”

的观点是片面和有害的
。

把会计本质视为阶级斗

争工具的年代所导致的
“

无帐会计
” ,

给国 民经济带来

了破坏性的灾难
。

实际上
,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对该门学

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明确
,

以及随着我们对这门科学

的经验材料的积累而逐渐酝酿
、

产生
、

发展
、

成熟起来

的
,

每门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组成了该门学科的框架
。

因此
,

针对我国 目前的现实
,

会计 基本理论的研究不仅

需要
,

而且还要加强
。

第三
,

会计基本理论所要 回答的是会计学科中带

有根本性 的问题
,

且必须 回答的问题是非常多的
,

如社

会环境与会计关系
、

会计的本质 (定义 )
、

会计的职能
、

会计对象
、

会计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

会计学与相邻学科

的关系
、

会计发展史
,

等等
。

它们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这

是近一个时期来争论比较多的
“

热点
”

和
“
难点

” 。

这是

因为
,

起点理论在国 内会计学界 尚未形成共识的理论

导向
,

它还是 一个比较繁杂和陌生 的范畴
。

但是
,

许多

学者都意识到
,

没有正确的逻辑起点的揭示
,

构建会计

的理论体系就会碰到许多困难
。

目前对会计理论逻 辑

起点的认识有不同的主张
,

如环境起点论
、

会计目标起

点论
、

会计对象起点论
、

会计本质起点论等等
。

可以认

为
,

它们都是展开某种逻辑体系的渠道和 门径
,

都有各

自的结构张力和推衍能力
,

但也会碰到各 自的难题
。

我

们认为
,

相 比较而言
,

确定
“

价值
”

范畴为逻辑起点似乎

更贴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神
。

因为价值范畴是 马

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会计理论之间的桥梁
、

中介和

纽带
。

在博大精深的 巨著《资本论》中
,

马克思正是从生

产实践中的价值出发来说明会计的形成
,

从而 表现 为

会计活动的现实
。

从价值概念出发
,

会计科学就 自然地

从价值这一概念组合
、

裂变和演化起
,

产生出与历史和

逻辑相统一的一系列会计学的范畴
,

进 而组织起一个

有机的
、

动态的
、

有无 限延伸能力的理论系统
。

第四
,

会计的应用理论包括会计准则理论 和会计

行为理论两 个方面
。

前者是对会计技术方法方 面的规

范
,

后者是对
“

会计人
”

的规范
。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所提出的要求
。

如果说在计划经 济

条件下
,

实践没有提 出这方面的需要
,

那么
,

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这 两个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

切
。

前面所提到的会计信息的大 面积失真
,

正在影响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
,

其纠正必须进行综

合治理
。

但加强会计准则研究
,

促使会计人员行为的优

化
,

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方 面
。

第五
,

处于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之间的所谓
“

会计

准则基本概念
”

是怎 么一回事 ?我们的认识是
:
它既有

别于会计基本理论
,

也有别于会计应用理论
,

是基本理

论通向应用理论的
“

桥梁
”

或
“

中介
” 。

也就是说
,

会计准

则基本概念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具体化
,

会计准则是会

计准则基本概念的具体化
。

没有会计准则基本概念这

个中间环节
,

会计基本理论 的研究成果很难指导会计

实践
,

会计准则的制订也 因概念的争论会产生许多困

难
,

等等
。

第六
,

对体系中任何一个方面问题的研究
,

在充分

借鉴国外会计理论的基础上
,

都要重 视利用中国 自己

的会计及其文化资源
,

对博大精深
、

影响久远的中华传

统会计文化作出新的发掘
,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扬弃
,

对

那些有利于建设富强
、

民主
、

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积

极 因素
,

进行科学化整理和现代化改造
,

使之成为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计的民族要素和历史因素
。

至于 这个理论体系是不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

发
,

是否具有中国的特色
,

只能留待今后的实践检验
。

我们的态度是
:
勇于坚持真理

,

敢于修正错误
。

口

. 一

04
一 口几咖八健活 凡、刃 ACCONU IT胃G M ON BT LYO , 99 8

·

,《 )财 C IA 会 KUfA 月 丫U E刊 KA N口口口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