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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
●杨月梅

　　回顾本世纪各国会计研究史不难发现, 人们关

于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讨论大致可分成几个阶

段: 第一阶段是在本世纪 50 年代末期前, 会计理论

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这一时期会

计研究的主题是公认会计原则, 以归纳法为基本研

究方法。50 年代末开始, 随着演绎法在会计领域的应

用, 人们开始重视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问题。60 年代

初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 ICPA ) 所属的研究部发表

的第 1 号和第 3 号会计研究文集“会计的基本假

设”、“论广泛适用的企业会计原则”中强调以会计假

设为会计理论的起点, 逐步推导和建立会计原则和

准则、并以此指导会计处理程序。但结果并非如人所

愿, 原因是以会计假设为起点构建会计理论不具可

行性。因为会计假设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下会计人员所作出的一些合理推论, 作为会计运行

和发展的前提。但社会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制

约会计假设生成的主观客观因素太多, 即使是沿续

至今的货币计量假设也仍然受到物价上涨、通货膨

胀等环境的挑战, 因此将会计假设作为会计理论起

点的观点最终遭到了人们的否定。60 年代后期, 由于

电子计算机在会计中的广泛应用, 在会计信息系统

论基础上, 以会计目标为会计理论逻辑起点的思路

逐渐深入人心并占据西方会计理论的主导地位。

1976 年,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 SB)在其发表

的一份重要文献《概念结构研究项目的范围与涵义》

中指出, 财务会计目标应列入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

最高层次。原因是会计目标制约着会计假设和会计

的理论概念, 会计目标既是会计理论框架结构的基

础, 又能将外部环境与会计系统有机地协调起来, 作

为会计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会计目标, 自

然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上述人们对会

计理论起点的研究历史的分析中看出, 无论是会计

假设起点论, 抑或是会计目标起点论, 人们对会计研

究起点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会计环境这一客观背

景。会计环境是衡量会计理论是否先进科学的基本

标准。脱离会计环境而孤立地研究会计理论, 不可避

免会造成理论脱离实践, 理论成为“空想”。因此笔者

以为, 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还很不

全面, 应该以“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构成会计

理论研究的起点”。

一、作为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应当是会计其他

理论的基础, 并对会计其他理论的形成、发展起推动

作用

会计理论包括会计环境、会计目标、会计假设、

会计概念、会计原则等方面, 其中会计环境和会计目

标的作用很关键。过去, 西方会计学界对会计环境理

论并未产生足够重视, 虽然环境一直被作为会计研

究的背景, 但其始终被列在会计理论体系的界域之

外。实际上, 会计环境作为会计理论的研究背景, 始

终为人们作为会计理论的起点理论看待的。比如, 西

方会计学界曾将财务会计理论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层

次关系归纳如下:

　　从上图分析可以看出, 会计环境作为影响和制

约会计目标的重要因素, 不仅应该列入会计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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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而且还应在该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它不但影响

着不同环境中会计具体目标的形成, 还对会计信息

质量目标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同时, 会计环境

还影响着会计其他理论的内容。会计假设作为会计

人员在变化不定的会计环境下为进行会计工作所作

出的合理推断, 实质上是环境对会计发生作用的最

好体现。至今, 物价变动等环境因素仍在不同程度地

动摇着货币计量假设的理论基础。会计概念的生成

和发展是人们长期不断的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晶, 随

着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 建立在原来生产实践中的

会计概念将会暴露其固有局限从而为新的概念所代

替。人们对会计原则的选择和侧重点总是因不同会

计环境的不同需要而异。

因此, 只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起点是局

部的、不全面的, 只有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才

使会计理论各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不断推动会

计理论体系的发展和日趋完善。

二、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必须能够将会计理论

和会计实务紧密地结合起来

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在理论界域内起到基

础、出发点和统驭的作用, 而且还必须将理论和实践

紧密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会计实务→

会计理论起点→会计理论→会计实务。”会计环境与

会计目标的结合正好能满足这一要求。会计目标是

会计环境 (包括会计实务) 对会计系统作出的要求,

不同的会计环境对会计目标的具体要求自然不同,

从而使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会计理论自然针对了不同

会计实务的需要, 以完成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

践中去的自然规律。

三、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应具有科学的预

见性

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特征便是它的预测和解释功

能。科学的解释预测功能主要指实践中的各种因素

是普遍联系的, 作为来源于实践中的理论, 应当能够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中抽象出实践发展的一般规

律、解释相应领域中的各种现象, 并用以推知实践的

未来。具体到会计领域、会计理论的起点应当能够准

确地把握会计实务提出的问题, 从中抽象出其中共

有的规律, 以此为基础构建的会计理论, 才具有科学

的预测功能。如果不去系统地研究会计环境的变化

和规律, 只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起点和基础,

不但会计目标成了无源之水, 缺乏坚实可靠的基础,

而且使建立在会计目标基础上的会计理论在环境变

化时显得被动, 无法体现和适应环境的要求, 造成会

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相脱节的现象, 最终导致会计理

论的失败。因此, 结合会计环境构建的会计目标, 自

然能够把握会计环境的变化规律而建立在系统化的

会计理论基础之上, 以此为出发点构建的会计理论

体系将集解释性、预测性、科学性于一身, 发挥其指

导会计实务的作用。

四、会计目标并不能脱离会计环境而孤立地存

在

会计环境是会计目标形成的基础, 会计环境不

同, 为满足会计环境需要制订的会计目标就会有差

异。提到会计目标, 一定要结合特定的会计环境来考

虑。比如经管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 双方观点的

提出总是产生于它们所处的会计环境不同, 实际上

是无法判断这两个学派孰更科学一些, 因为他们分

别适合各自所处的会计环境的需要。经管责任学派

产生的会计环境的基本特征是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

达, 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处于直接接触的关系上。

资源受托方向委托方报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过程与

结果就成为这一环境的会计目标。而决策有用学派

以为会计目标应当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其决策有用的

会计信息, 是由于在资本市场发达、企业资本的筹集

除了来源于金融机构或小型的个人集团外, 还可以

在社会上发行权益性证券和债务证券, 这些证券可

以在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上自由买卖。企业会计人

员的工作重心自然从报告经管责任转为如何向资本

市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供决策有用的会

计信息。美国会计学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构建

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正是结合了现代资本主义高

度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会计环境。实际上, 西方会

计学界早已将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构建

会计理论的基础和逻辑起点了。

综上所述, 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

计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可行

的。目前人们正日益重视会计的国家差异问题, 将会

计环境纳入会计理论的界域之内, 还其主导地位, 重

新明确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 应是会计界加强会计

理论建设, 建立完整科学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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