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建立我国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体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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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研究课题组

【摘要 】本文在对 1979～2004年期间国内外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 借鉴美国

FASB于 1980年提出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框架 ( SFAC N012) , 结合我国现阶段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 有针对

性地提出我国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和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建立我国会计信

息质量特征体系提供了参考意见。

【关键词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真实性 　可靠性 　相关性

一、引言

会计信息质量是指会计信息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特征的总和。与普通产品不同 , 会计信息的质量很难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量化的衡量。迄今为止 , 人们用于评价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依然是 : 信息是否真

实 , 是否可靠 , 是否相关 , 是否有用 , 是否合规 , 等等。即真实程度高、可靠程度高、相关程度高、有用

程度高、合规程度高等的会计信息是质量高的会计信息 , 反之则反。换句话说 , 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相

关性、有用性、合规性等特征的会计信息是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会计信息 , 否则就是不符合质量要

求。这种据以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 , 称之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本文针对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进

行研究 , 以期提供一个判断我国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特征组合及其评价框架。

尽管在 1985年我国第一部 《会计法 》里就提出了 “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的法律

要求 ; 在 1992年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 》里 , 提到会计核算要遵循的有关原则 , 其中涉及到真实性、相

关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可理解性、谨慎性、全面性、重要性等九个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在

2000年颁布的 《企业会计制度 》里 , 也提到会计核算要遵循的有关原则 , 其中涉及到真实性、实质重于

形式、相关性、一致性、及时性、清晰性、可理解性、谨慎性、重要性等九个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但是迄

今为止 , 我国并没有专门提出一个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目前 , 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会计信息质量 , 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 ,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 , 改革进入了全面、配套、深化、攻坚的关键时期 , 全社会深受造假之

害 , 舆论呼唤 “诚信 ”、一致谴责 “假账 ”,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 , 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出面组织专

家进行专题研究 , 旨在建立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标准 ) 体系 , 十分必要。根据既要符合市场经济

规律 , 与国际惯例接轨 , 又要从我国实际出发 , 求真务实 , 注重实效的指导思想 , 我们认为建立我国的会

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需要把握以下四点 : 第一 , 会计信息是为了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而产生的 , 因而会

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满足信息使用者需要的程度 , 任何脱离信息使用者需要的信息特征都是多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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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信息的多余特征投入资源将是一种浪费 , 反之 , 如果不能投入足够的资源来保证必要的信息特征 ,

会计信息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 ; 第二 , 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是有差别的 ,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及不同的决策目

标决定了会计信息的不同内容和不同特征组合 , 因此 , 由于信息使用者的立场不同 , 评价会计信息质量的

标准和结果也不同 ; 第三 , 可以通过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分析来确定应提供会计信息的内容、时期、

数量 , 并设计相应的质量特征组合 (体系 ) ; 第四 , 在分析和确认不同利益主体对会计信息的共同性需求

的基础上 , 设计出相应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组合 , 成为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评价的依据。

现代会计至少可以分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大分支。众所周知 , 财务会计的目标与管理会计的目标并

不完全相同。财务会计旨在向投资人或潜在的投资人披露企业的财务状况 , 以证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财务成

果 ; 管理会计旨在向企业管理当局提供其经营决策和经营控制的依据。目标的差异表明 , 财务会计主要是面

向过去 , 它要以事实为依据 , 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可靠与可追溯 , 以 “受托责任论”为理论基础 ; 管理会计

主要是面向未来 , 它要以事态发展趋势为依据 , 来决定企业未来的行为 , 强调的是信息的相关性和及时性 ,

以 “决策有用论”为基础。因此 , 当人们在争论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特征与可靠性特征孰轻孰重的时候 , 实

际上出发点是不一致的。本文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区别开来 , 分别构建两者的质量特征体系。

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美国 FASB于 1980年提出了 SFAC No12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框架。该框架的逻辑结构 , 得到了我国

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因此 , 我们在构建我国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时 , 对该框架的逻辑结构作了借

鉴。该框架是一个由约束条件、总体质量特征、限制性标准、关键质量特征、次级质量特征及次要质量特

征等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情况 , 我们设想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如图 1。

图 1

1.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构成要素说明

(1) 总体质量特征 ———真实性

会计信息能否满足使用者的需要 , 在我国现阶段 , 甚至世界各国 , 都取决于会计信息是否 “真

实 ”。真实性是会计的生命 , 它包含如实反映客观的涵义。真实性也是对整个会计工作的基本要求。会

计工作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是企业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做出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 而且也是国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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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管理、维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重要信息来源。如果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 ,

不仅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不能满足 , 甚至会误导信息使用者 , 使其做出错误的决策 , 直接导致其经济利

益受到损失。西方人善用可靠性来说明产品的质量 , 经过可靠性检测的产品其质量让人放心。由于他

们认为会计信息也是一种 “产品 ”, 所以对其质量高低的评价也延用了可靠性标准。我国却不同 , 人们

认为会计信息产品如同语言 , 其质量高低要用真实与否来评价。会计信息真实的反面是会计信息不实

或失真。所以 , 经过失真度测量 (统计分析、审计验证、财务检查 ) 的信息其质量才让人放心。在我

国 , 人们形容会计信息质量低劣的常用语就是 “失真 ”或 “不实 ”。将真实性特征作为我国财务会计

信息的总体质量特征 , 其意义有三 :

第一 , 符合我国人民的认知习惯。葛家澍教授曾指出 : “我认为 , 为了便于中国会计工作者理解 ,

‘相关性 ’可改为 ‘决策相关性 ’, ‘可靠性 ’可改为 ‘真实性 ’更好。‘真实性 ’代表信息使用者的普遍

要求 , 且有可能为所有信息使用者认可 ” (葛家澍 , 1992)。

第二 , 与我国的会计法规对会计核算的要求相吻合。《会计法 》总则第一条讲立法的目的就是要 “保

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 《企业会计准则 》第十条规定 : “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 ,

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将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完整作为制定

条例的目的 , 强调 “企业不得编制和对外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企业负责人对

本企业财务报告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 《企业会计制度 》的第一条 , 突出地说明 “为了规范

企业的会计核算 , 真实、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和

法规 , 制定本制度 ”, 并在 《企业会计制度》会计核算的十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说明 “会计核算应当以实

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 , 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使信息的合规性特征成

为真实性特征的保障 , 这也符合立法的目的。

第三 , 真实性的覆盖面广 , 几乎会计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能覆盖。天津财经大学的于玉林教授指出 :

“会计的真实性是指会计的记录、计算、报告、分析和考核的经济业务 , 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这里 , 真实

性的范围 , 是指记录、计算、报告、分析和考核等各项工作环节 ; 真实性的内容 , 是指会计处理的经济业

务 (即会计事项 ) ; 真实性的标准 , 是会计标准的经济业务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 (于玉林 , 1990)。

(2) 关键质量特征 ———合规性及其次级质量特征

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是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为基础 , 分为会计准则、会计工作条例、会计

制度多个层次 ,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严密的法规体系 , 以此来规范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行为 , 保障会

计信息质量 , 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如果说真实性是会计的生命 , 那么合规性就是会计生命的保障。

在我国 , 虽然人治的历史悠久漫长 , 但是法治的历史也同样漫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的共识 , 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要素。无论是鉴定会计信息质量还是检查评价会计工作 , 都离不开会计法规的依

据。

保障会计信息质量合规性特征的次级质量特征是可理解性、可验证性和谨慎性。即可理解性、可验证

性和谨慎性三个特征与合规性特征的组合 , 是对合规性特征的强化 , 而后者则对真实性的实现起到支撑与

保障的作用。这里 , 第一层逻辑关系是 : 没有会计人员对会计法规的正确理解 , 会计法规的执行要打折

扣 ; 而要保证会计法规得到会计人员的理解 , 会计法规的制定和解释就不能脱离会计人员的知识、经验和

理解能力范围。第二层逻辑关系是 : 没有对会计法规具体执行情况的证实 , 就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合规

性 ; 不仅如此 , 没有对会计信息产生过程的验证 , 也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第三层逻辑关系是 : 现

行的会计法规里贯穿了谨慎理财的原则 , 这是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过程中体现了对价值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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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幅度的剔除 , 尽管这种剔除会导致会计信息对未来的不真实 , 但是却保证了对过去的合规性与真实

性。

(3) 关键质量特征 ———公正性及其次级质量特征

支撑会计真实的另一块基石是会计公正。会计信息的公正性特征 , 同样是会计信息真实性的保障。

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的契约集合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会计信息作为对企业经营

活动的客观反映 , 不能够只从某一利益主体的立场出发来满足其需求 , 致使一部分使用者受益的同时

其他人受损。前已述及 , 企业会计要为企业外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服务 , 尤其是要为远离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现场而又与企业利害相关的投资人服务 , 就必须围绕信息使用者的共同需求来提供财务会计信

息。企业财务会计的这种兼顾性决定了财务会计信息必须具备公正性特征。会计公正的含义是在经济

事项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过程中 , 不受某一利益主体利害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 秉持客观中立、

不偏不倚的立场 , 一视同仁地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或信息使用者提供具有公信力的会计信息。公正性

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特征 , 应当与会计自身价值追求相一致。因此我们选择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关

键特征就像每个行业、每个从业者都要坚持的与人格有关的道德底线一样 , 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

不惜代价必须要坚持的底线。由于在社会生活中会计向社会宣示的是一种公正的形象。例如 , 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台湾会计师公会和香港会计师公会的会徽图案中都有代表会计公正的表象符号 ———天

平的图案。通过这些表象公平的图案或符号 , 旗帜鲜明地向社会公众宣示会计追求的是会计公正这一

价值理念 , 向全社会宣示和张扬的是一种会计对公平、公允和允当的价值追求。这种追求 , 对于构建

和谐社会与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 意义重大。

会计信息可以重视相关性忽视可靠性 , 或者重视可靠性而忽视相关性 , 但是会计信息质量无论如

何也不可以没有公正性 , 也就是说如果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和结果不公正 , 使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而

使另一部分人受损的话 , 那么无论这种会计信息是多么相关、多么可靠 ,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不

道德的 , 因而不会为会计信息使用者们所普遍接受或 “一致同意 ”。因此我们应当特别强调会计信息的

公正性这一特征 , 要求会计应尽可能地基于客观的数据来计量 ; 会计人员在选择会计方法时应该保持

价值中立、不偏不倚 , 不带主观倾向是非常重要的 ; 在记录和报告经营结果时 , 应该毫不歪曲地作真

实和准确的报告和陈述。正如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第 4号报告就中立性原则所作的解释 : “中立的财务

会计信息趋向于使用者的共同需要 , 且与信息的特定使用者的特殊需要及其推断无关 , 不基于特定使

用者的特殊需要而作推定及进行计量 , 才能增进信息对使用者的共同需要的相关性。财务会计信息的

提供者 , 不应试图增加信息对少数使用者的有用性而伤害到可能具有相反利害关系的其他使用者。”

一方面 , 公正性与合规性一起构成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保障 ; 另一方面 , 可比性、一致性、完整

性、连续性又共同构成凸现公正性特征的必要条件。这里的逻辑关系是 : 第一 , 信息使用者在接受不同企

业同一名称的会计信息时 , 其内容和计算口径要相同 , 如资产、负债、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等 , 否则 ,

此企业的 “资产 ”计算口径不同于彼企业的 “资产 ”, 就会造成信息使用者的误判 , 这不仅有悖于公正而

且有悖于真实。对于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同一名称会计信息 , 其内容和计算口径亦应相同 , 道理一样。最

后 , 具有可比性的会计信息是市场公平竞争和正确评价企业业绩的必要条件。第二 , 片面带来偏颇 , 全面

导致公正 , 完整的会计资料有利于避免片面、彰显公正、诠释客观、反映真实。换到时间维度 , 连续地反

映比间断地反映 , 更能表现客观 , 更能体现公正。这是完整性的另一种表现。

(4) 次要质量特征 ———相关性及其次级质量特征

把相关性特征作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的次要质量特征是有历史背景的。首先 , 由于在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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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相当多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现象 , 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信任

度已非常低 , 中国的资本 (股票 ) 市场呈弱式效率特征 (王又庄 , 2002)。不仅上市公司 , 据财政部

1999～2004连续 6年公布的 《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 》披露 , “绝大多数被抽查企业的会计信息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失真问题 ”, “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等违规问题相当普遍 ”。在此期间 , 朱镕基总理给国家会计学院

作了 “不做假账 ”的题词 , 绝不是空穴来风。其次 , 就连力主将 “决策相关论 ”作为会计目标并把会计

信息有用性特征置于首位的美国 , 也在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之后连忙出台了旨在强化会计信息可靠性特征

的 “萨班斯法案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 , 将真实性、合规性、公正性特征置于相关性特征之

前 , 理所应当。

相关性是体现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属性 , 简单地说 , 就是供应者提供的会计信息与其使用者所作决

策的关系 , 或者是会计信息对其使用者所作决策的影响程度。关于相关性 , 应该注意两点 : 第一 , 会计信

息不存在有无相关性的问题 , 只是相关性强弱不同而已 ; 第二 , 相关性的涵义不如可靠性那样明确 , 因为

它既可指一般相关 , 也可指特殊相关 , 其中前者是指会计信息对所有经济决策、所有的决策使用者都有用

的性质 , 后者则是针对个别的经济决策和具体的使用者千差万别的需求的相关性。与合规性或公正性一

样 , 相关性特征也需要其他特征来相衬 :

首先是及时性。及时性是指在会计信息失去对决策有用之前 , 能被使用者所拥有。及时性本身不能增

加相关性 , 但不及时的会计信息却会侵蚀其相关性 , 使之变得不相关 , 或者说只有及时的会计信息才有可

能是相关的。现行会计系统下 , 会计信息的及时性意味着会计信息的积累和汇总及其公布都应尽快送到使

用者手中 , 且财务报表应按规定的时间间隔予以编制 , 以尽量展现企业的那些可能影响使用者预测、决策

的情况变化。

其次是预测性。会计信息预测性的功能在于提供提高决策水平所需要的那种发现差别、分析和解释差别 ,

从而在差别中减少不确定的信息。会计信息的预测性特征表明 , 虽然提供给使用者的会计信息不一定就是真实

的未来会计信息 , 但是未来的会计信息一定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 , 其关联程度体现出其相关性的大小。

再次是反馈性。反馈性或信息具有反馈价值是相关性必备的一种特性 , 决策者能够据以进行不断地判

断与选择 , 通过验证或纠正决策者先前的期望影响决策 (反馈 )。

(5) 约束条件 ———收益 >成本 (经济性 )

这是有广泛适应性的要求 , 因为任何一项活动 , 只有当其收益大于成本时才是可行的 , 某项会计信息是

否值得提供 , 首先就必须满足这个约束条件。具体说来 , 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主要包括搜集、处理、审计、

传输信息的成本 , 及对已披露信息的质询进行处理和答复的成本、诉讼成本、因披露过多信息而导致的竞争

劣势成本 , 提供会计信息的收益则主要有资本配置和计价的收益以及保护消费者、公众的利益。问题是 , 会

计信息的提供成本和收益中有许多项目是难以确切计量的 , 而且成本也不一定落到享受效益的那些使用者头

上 , 除了专门为其提供信息的使用者之外 , 其他使用者也可能享受效益。这一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成本效益原

则至今只能是一种价值判断 , 它的真正落实也许只有等到实现有偿使用会计信息的未来时代。但即便如此 ,

我们仍认为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 , 尤其是准则制定者 , 应当意识到这一约束因素 , 例如 FASB于 1979

年 9月发布第 33号准则公告 , 要求符合一定条件的证券上市公司 , 必须在表外披露既按一般物价水平变动

调整又按现行成本反映的某些信息 , 结果一些进行试验的公司就认为这种补充信息的加工成本过高 , 且很难

证明其效益大于成本而加以反对 , 后来 , FASB发布的第 89号准则公告就改变了上述要求。

(6) 限制性标准 ———重要性

我们认为 , 如果某项会计信息的省略或误报会影响到使用者据以做出的经济决策 , 它就具有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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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重要性取决于需作判断的项目的大小或在出现省略或发生误报的特定情况下 , 所导致差错的大小。可

见 , 重要性就像一道门槛 , 对众多的会计信息施加了一种限制 , 提供了一个分界线或取舍点 , 因为数据太

多可能和数据太少一样会使人产生误解。至于重要性大小的判断 , 方法有许多 , 如采用定性标准、定量标

准或混合标准 , 不过应特别注意的是在没有权威标准时 , 或在特定情况下决定了的最小定量标准并不适用

时 , 就要由个人来估量重要性 , 此时会计人员的个人经验和素质将直接决定会计信息的重要与否。

2.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不同层次特征的作用及协调

构建以真实性特征为核心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 还基于对会计选择的历史演进做出的判断 :

会计真实性的展开 , 经历了个别选择、社会选择、行业选择、国家选择和国际选择五个发展阶段 (曹欲

晓 , 2001)。在个人选择阶段 ,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向使用者表现 , 信息使用者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

己。到了后面四个阶段 ,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直接表现与验证 , 而是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才能表现出

来。会计信息真实性表现机制由一定的制度及其文化的共同作用而形成。合规性特征的产生是制度运作的

结果 , 公正性特征的产生则是制度文化作用的结果。即超越个人选择历史阶段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 要通

过合规性和公正性所表现出来。这就是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铁三角。由此 , 形成了上述 16个会计信

息质量特征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三、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根据本课题组的研究 , 我国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如图 2:

图 2

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构成要素说明 :

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相同的是约束条件和限制性标准 , 有关管理会计信息是否值得或有必要

提供 , 要看其经济性和重要性程度。

1. 总体质量特征 ———相关性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与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或利益之间的关联程度。这里包含两层含义 : 一

是会计信息与使用者的需求相关 , 二是会计信息与使用者的利益相关。根据第一层含义 , 相关的会计信息

与信息使用者正在处理的事项具有某种关联度。会计信息的内容改变、数值大小及其变化 , 均会影响到信

息使用者对客观形势的判断、对行动方案的取舍和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安排。根据第二层含义 , 相关的会计

信息与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具有某种关联度。会计信息的内容改变、数值大小及其变化 , 均会影响到信息使

用者的利益 , 进而影响其行为。管理会计信息的用途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决策和实施控制的依据 , 因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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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体现为第一层含义。虽然从技术上说 , 对相关性的判断与衡量可以通过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计算来

完成 , 但是更多的时候 , 人们凭的是经验数据。由于评判标准的不唯一 , 很难对特定的决策和特定的事项

从制度层面做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确认。也许 , 不确定、不求一致、不做具体规定 , 就是管理会计信息不

同于财务会计信息之处。

2. 关键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特征需要及时性、预测性、反馈性特征的支撑。

(1) 及时性

及时性指会计信息能够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或使用者要求的时间限度内到达使用者。与财务会计信息

不同 , 管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要求要高得多 , 尤其在竞争激烈的行业 , 滞后的决策或行动往往导致企业丧

失商机或市场地位。对于决策而言 , 不具备及时性特征的会计信息 , 其相关性也具备不了。对于控制而

言 , 也是如此。

(2) 预测性

预测性亦称 “预测价值 ”, 指会计信息对于提高信息使用者预测未来的能力所能发挥的作用。管理会

计区别于财务会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面向未来。虽然未来往往是不确定的 , 但是人们总是试图去影响未

来 , 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这就要求反映未来的会计信息必须具有符合未来变化趋势的可预

测的特征 , 否则 , 管理当局据此做出的情况判断与方案选择就会南辕北辙。可见 , 难于具备预测性特征的

会计信息 , 同样难于具备相关性特征。

(3) 反馈性

反馈性亦称 “反馈价值 ”, 指相同口径的会计信息能够频繁地往返于信息使用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 ,

以利于信息使用者能够证实或修正先前的决策 , 进而影响使用者做出新的决策。反馈性是支撑会计信息具

备相关性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试想 , 会计信息如果不能连接管理当局的主观与管理对象的客观 , 怎

么能够使管理当局正确地判断实际情况 , 又怎么能够使管理当局的意志变为能够影响企业经营成果的行

为。堂吉柯德的可笑 , 就是因为连接其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之间信息不具备反馈性。当企业管理当局依据

某些会计信息做出的决策对管理对象丝毫不发生作用 , 即可以判定这些信息不具备反馈性 , 因而也不具备

相关性。

3. 次要质量特征

与财务会计信息次要质量特征对关键质量特征的支持不同 , 每一个管理会计信息的次要质量特征都对

管理会计信息的关键质量特征起着直接的支持作用。即下列 6个质量特征都对上述三个关键质量特征发挥

支持作用。

(1) 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是指会计信息能够为信息使用者所理解 , 其表现方式及所用术语 , 合乎使用者的知识范围。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含量 , 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不可能理解它。对于不理解的信息 , 人们不会

自觉地去加工和利用。

(2) 可靠性

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如实反映了会计对象 , 能够经得起验证核实 , 值得信息使用者信任。在西方 , 可

靠性是评价产品质量高低的首要特征 , 对 “受托责任论 ”而言 , 更是财务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对

于管理会计而言 , 其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这并不意味着管理会计信息就不需要可靠性特征 , 而是意味

着 , 在管理当局的决策与控制过程中首先要求的是信息的相关性。只有在满足了信息相关性特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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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才注重信息的可靠性。正如布料的耐用性是一切衣物的质量特征 , 但是对于追求时尚的年轻人来说 ,

款式和品味却成了首选的质量特征。

(3) 系统性

系统性是指会计信息之间所具有的分解集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特性。会计信息反映

的是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种要素的数量变化 , 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变化是逻辑联系的 ,

企业无论是进行短期经营决策还是进行长期投资决策 , 都离不开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管理会计信息 , 否则 ,

就不可能完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推算与分析。例如 , 离开了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这样的信息 , 就

不可能科学地推算产品的保本销售额或销售量 ; 离开了资本利率、年现金净流入量等会计信息 , 就很难计

算投资项目的净现值等等。

(4) 多元性

多元性是指反映同一经济事项或同一对象的会计信息能够以多种形式表现 , 以符合不同的信息使用者

对会计信息的需求。管理会计信息的多元性特征要求做到一数多用与分解集合 , 即同一会计信息不仅能分

解出不同用途的会计信息 , 而且能重新集合成具有其他用途的信息。在数据库技术广泛运用的今天 , 这一

特征的实现已成为现实。

(5) 灵活性

灵活性是指管理会计信息的确认、计量、加工过程 , 不要求像财务会计信息那样有着统一的、严格的

规定 , 无论是取数的依据、加工的程序 , 抑或准确的程度 , 都依信息的具体用途而定。或许比提供财务会

计信息的要求宽松得多 , 或许又比其严格得多 , 宽严之间的弹性 , 大于财务会计的信息。

(6) 内部性

内部性是指管理会计信息的服务对象仅限于内部利益相关者 , 即企业管理当局。因而具有一定的商业

机密特性。这与财务会计信息 , 尤其是公众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不同。公众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必须公开

和透明 , 而专供管理当局使用的管理会计信息则不一定要公开。这与 “两套账 ”不是一回事。

四、本文主要观点与结论

会计信息是一种反映主体价值运动的经济信息 , 是对经济事项的数量说明 , 其基本形式是数据及定义

或数据加说明 , 其本质是会计管理性劳动的产品。会计信息质量是指会计信息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的特征

的总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指会计信息满足使用者需求的属性 , 即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公正性、合

规性、相关性等等 , 人们据以判断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用于描述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形容词已经超过

40个以上 , 每一个形容词所定义的特征与其他特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同特征之间的关系有相容、

相近、相斥等类型。能够适应不同的信息使用者的会计信息应同时具有两个以上的特征 , 即形成特征的组

合。中外学者门研究较多的是可靠性特征组合与相关性特征组合之间的关系。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

约 , 共同作用以保证会计信息对使用者的有用性。

现代会计至少可以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由于财务会计的目标与管理会计的目标并不完

全相同 , 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与管理会计信息使用者不同 ,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用途亦不同。财

务会计旨在向投资人或潜在的投资人披露企业的财务状况 , 以证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财务成果 ; 管理会计

旨在向企业管理当局提供其经营决策和经营控制的依据。目标的差异表明 , 财务会计主要是面向过去 , 它

要以事实为依据 , 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可靠与可追溯 ; 管理会计主要是面向未来 , 它要以事态发展趋势为

依据 , 来决定企业未来的行为 , 强调的是信息的相关性和及时性。所以二者的质量评价角度不同 , 质量特

征体系也就不同。我们判断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 , 进而评价会计人员的工作业绩 , 和企业会计工作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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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将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混在一起 , 来构建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体系 , 其

结果只会偏向于用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来代表会计的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因此 , 本文将财务会计与

管理会计区别开来 , 分别构建两者的质量特征体系。

本课题组设想 : 由 16个质量特征共同组成我国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 其中 , 真实性特征位于

核心地位 , 是总体质量特征 ; 合规性特征及其组合与公正性特征及其组合是关键质量特征 , 用以从法规制

度和伦理道德两个方面保障真实性特征的实现 ; 相关性特征及其组合是次要质量特征 , 在一定程度上对会

计信息的用途予以明确 ; 经济性特征和重要性特征则是对会计信息的数量、内容进行约束和限制。之所以

强化真实性、合规性、公正性三个特征 , 是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会计法规的角度 , 还是从社会习惯的

角度和操作的角度看 , 都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由 12个质量特征共同组成我国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 其中 , 相关性特征位于核心地位 , 是总

体质量特征 ; 及时性、预测性、反馈性特征是关键质量特征 , 用以保障相关性特征的实现 ; 可理解性、可

靠性、系统性、多元性、灵活性、内部性是次级质量特征 , 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管理会计信息的总体质量

特征和关键质量特征 ; 经济性特征和重要性特征同样是对会计信息的数量、内容进行约束和限制。

本课题主持人 : 杨世忠 (本文执笔 )

课题组 成 员 : 胡兴国 　刘 　瑛 　刘仲文 　崔也光 　袁晓勇 　许江波

魏晓惠 　马元驹 　马京华 　李 　钢 　张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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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ur countryπs information quality characteristic system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2
ferring to the systematic fram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characters put forward by FASB ( SFAC N012) , in connection with

outstanding p roblem s existing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has offered the reference for setting up Chinese ac2
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characteristic system.

Research on the recogn ition s of the env ironm en ta l a ssets

X u J ia lin & W ang Changru i

　　The environmental asset is an important accounting ele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the recognit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assets are the basis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measurement, the record and the report. In this paper, a new view is develope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assets are made of being cap italized environmental cost because of meeting the recognition criteria of the assets on the ba2
si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environmental assets and the environmental cost according to the recognition criteria of the accounting, and

the related issues are discussed.

Equ ity m ethod or cost m ethod ? ———A ca se from Shenzhen Cap ita l Group Co. L td

Chen W ei et a 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rgument on how to select the accounting method in the case of Shenzhen Cap ital Group Co. L tdπs inves2
ting on W eichai Power Co. L td. It points out the econom ic essences instead of a certain investment percentage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 of judging the material influence and selecting the cost method or equity method.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2
ses the reform on accounting system of venture cap ital enterp rises in China.

Rota tion of S ign ing Aud itors: Na tura l Sta te and M anda tory

Ruleπs In itia l Effect in Ch inese Secur itiesM arket

L i Shuang & W u X i

　　This paper exam ines the natural state of rotation of signing auditors in Chinese securitiesmarket and the initial effect of the manda2
tory rotation rule enacted in late 2003. Evidence on the natural state shows that the long engage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account2
ing firm and a listed client was usually maintained in the name of very few individual signing auditors mostly with a consecutively2sig2
ning pattern. After the enact of mandatory rotation rule, the comp liance rate increased from about 50% in 2003 annual audit up to a2
bout 80% in 2004 annual audit. Based on a p relim inary comparison between audit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 mandatory rotation, ver2
y lim ited effect of the mandatory rule is expected on substantially enhancing the accounting firm disclosing financial reporting p roblem s

of listed companies.

Aud itor tenure and Aud it Qua lity: Em p ir ica l Ev idence from the Ch inese Secur itiesM arket

Chen X inyuan & X ia L ijun

　　This paper, using the data of those listed firm s that received clean audit op inions during 2000 to 2002 in the Chinese Securities

Market, and measuring audit quality by the discretionary accruals calculated by the Cross - sectional JonesModel, investigates the re2
lationship between auditor tenure and audit quality. W e fin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the influence of other variab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or tenure and the absolute valu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is“U”shape, i. e.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or tenure

and audit quality is inverse“U”shape.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when auditor tenure is less than 6 years, the increase of t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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