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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的系统思考

北 京 邮 电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浦令舒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存量和流量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财务会计要素系统的运行结构应是一个由“存量作用”与“流

量作用”共同构成的“反馈回路”。收入费用观与资产负债观的历史交替反映了一种单向的线性思维模式。资产负债观缺乏

整体性观念，割裂了系统的整体结构，更缺乏对“财富寅收益”作用机制的研究，其理论发展存在方向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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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与国际惯例趋

同，由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转变。在会计要素中，反映存

量的要素有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反映流量的要素有收

入、费用。这两类会计要素之间存在如图 1所示的联系：

存量和流量构成企业价值运动的不同方面，它们相互联

系、相互转化，都可用来确定企业的收益。资产负债观基于存

量（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量收益；收入费用观则基于流量

本身直接计量收益，并根据复式簿记原理确定相应的资产和

负债的变动。

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成为会计准则制定和财务报表

编制的两种理念基础，并进一步影响到确认、计量等基础会计

理论和方法。概括来说，资产负债观以资产负债表要素作为会

计准则制定和财务报表编制的出发点，收入及费用的定义、收

益的度量都依附于资产的计价，选用多种计量属性，公允价值

的推广较为容易，会计确认具有“非交易观”特征，承认未实现

损益，编制全面收益表来与资产负债表衔接，所提供的会计信

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缺乏收益的明细信息，而且由于未遵

循实现原则而使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收入费用观以

利润表要素作为会计准则制定和财务报表编制的出发点，收

入及费用的定义、确认和计量不依附于资产负债表要素，按照

实现原则和配比原则独立确认收益，不承认未实现损益，会计

确认具有“交易观”特征，资产计价以历史成本为主，不编制全

面收益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较强的可靠性，收益的明细

信息充分，但其相关性受到批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目

标向决策有用观转变，资产负债观逐渐取代收入费用观成为

21世纪的主流。笔者运用系统观点，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收入和费用这五大会计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

行研究。基于这个目的定义的系统，可以称为“财务会计对象

系统”或者“财务会计要素系统”。相对于企业实体系统而言，

它是一个人造概念系统。

一、系统思考下财务会计的含义

对任何系统进行研究，系统结构都是关键。对一个系统进

行研究，必须尊重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思考正是以整体的观点

来考察系统。系统思考的基本工具之一是“反馈回路”。在传统

思维模式下，人们假设因与果之间是一条线性的、从前因到后

果单向延伸的作用链条。然而，现实中充满了环环相扣的复杂

系统，各要素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状关系，一个要素对其他

要素的影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影响链条最终又返回到自己身

上，使得原本是单向的因果关系链变成了反馈环。系统的行为

模式与特性就主要取决于这种内部动态结构与反馈机制。

作为一个人造概念系统，财务会计要素系统的结构由财

务会计目标、要素定义、记录、确认、计量以及报告等会计基础

理论决定，并随其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收入费用观和资产

负债观的历史交替就体现了这种变化。在五大会计要素之间

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收入费用观认为收入、费用

等流量要素居于主体地位，姑且称为“流量决定”；资产负债观

认为资产、负债等存量要素居于主体地位，姑且称为“存量决

定”。从“流量决定”到“存量决定”，反映了财务会计要素系统

的结构随着会计基础理论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内含

了一种单向的线性思维模式，与系统思考的“反馈回路”的理

念背道而驰，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已经破坏了系统的整体性。

二、“流量作用”与“流量决定”

从会计（其雏形是簿记）发展的历史来看，初期簿记只反

映财富的数量和变化，没有利润表，会计只需计算期初、期末

净资产的差额进而确定当期净利润即可。而复式簿记的重大

突破在于，引入了权益要素以及收入、费用等流量要素，对净

资产等存量要素的变动加以解释。这是因为随着生产、交易及

企业组织形式日益复杂，期初到期末净资产的变化难以直接

观察把握，继续采用通过计算“存量之差”来确定净利润的方

法已不可行，需要引入独立的、细化的流量要素来反映导致净

资产变化的具体因素及其影响，并更好地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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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解释了存量的变化，存量由过去的流量计算而来，就

好像先要有水流进水池，水面才会升高。流量对存量的作用是

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规律，也是会计反映价值运动的一个天

然逻辑，该逻辑因为复式簿记的产生而自动、系统地实现了。

流量对存量的这种作用关系，可以称为“流量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流量作用”与收入费用观所宣扬的“流量

决定”有很大差别，后者将流量的作用夸大和绝对化了。收入

和费用的本原定义是建立在存量的基础之上，然而收入费用

观脱离了这个本原，将利润表及其要素当成会计定义及相关

处理的逻辑起点，从而使得收益的计量演变成在实现原则、配

比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所构成的“封闭三角”中自圆其说的数

字游戏。收入费用观的被替代，不是“流量作用”本身的问题，

而是绝对化的单向线性思维所造成的。

三、“存量作用”与“存量决定”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资产的定义强调资产的价值，并且

不是资产的现实价值，而是资产未来的服务潜能。资产的本质

是“未来的经济利益”，说明财富存量是收益流量产生的源泉，

财富实力决定其获利能力。财富存量对收益流量的这种作用

关系，可以称为“存量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存量作用”和现行资产负债观所宣扬的

“存量决定”是完全不同的。“存量作用”是面向未来的，当我们

说“财富存量是收益流量产生的源泉”时，眼光已经放在了下

一个或下几个年度。然而现行资产负债观似乎将更多注意力

放在了过去的历史年度，在“流量寅存量”的作用机制上逆向

而行。

收入费用观占主流地位的时代，收益的计量在实现原则、

配比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的统治下越来越偏离最初“净资产

增值”的定义，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收入、费用的计量，试图使流

量的确定回到“存量变动”上来。最初这种纠正体现为，按照实

现原则和配比原则确认收益的同时运用谨慎性原则进行修

正，计提各种资产减值准备。事实上，按照盘点净资产所确定

的财富增值“倒挤”出收益流量，是在流量要素的“表现”差强

人意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流量要素将离散分布

的各时点的存量要素联系起来，拥有内在规律性的收入、费用

可以帮助我们由过去、现在推知未来。而“倒挤”出来的收益流

量，缺乏内在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必然导致价值运动重被分割

成毫无关联的各离散时点。这种“存量决定”并不能帮助我们

正确地面向未来。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资产负债观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在

“流量寅存量”的作用机制上逆向而行的“存量决定”论愈演愈

烈。近年来，关于取消实现原则、全面推行公允价值的呼声日

益高涨，反映出现行资产负债观已不再满足于“亡羊补牢”，而

是发展到“越俎代庖”，试图用“存量决定”的思路包办收入、费

用核算的全过程。

与收入费用观一样，资产负债观也沿袭了单向的线性思

维模式，将“存量作用”和“流量作用”视为互斥关系，并在这种

思路下矫枉过正，在否定“流量决定”的同时把“流量作用”也

一并否定了。几十年来，资产负债观一直面向历史，陷入与收

入费用观针锋相对的误区中，而在“存量作用”这个面向未来

的领域探索中，还没有真正起步。

四、“存量作用”与“流量作用”并存的“反馈回路”

当我们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从整体上观察财富存量与

收益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很容易看出由“流量作用”和“存

量作用”共同构成的“反馈回路”。财富存量由收益流量累积而

来，而收益的产生必然也有其源头，财富存量是收益流量产生

的源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反馈环，如图 2所示：

由图 2可以看出，财富存量与收益流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是一个“反馈回路”。在时间 t，财富存量通过某种机制（图中

用云朵表示一个未知的变量）作用于收益流量，导致收益率发

生变动。一般来说，财富越多，收益流量越大，收益率就越高，

这个存量对流量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图 2的右侧；收益率越高，

收益流量越大，财富存量就增加得越快，导致更多的期末财

富，这个流量对存量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图 1的左侧。这样就完

成了 t阶段的价值循环。当箭头从财富存量再次“出发”的时

候，便进入了 t+1阶段。也就是说，在时间 t，对本期收益产生

决定作用的财富存量是期初数，即 t-1阶段的循环结果。

五、结语：打开“存量作用”的“黑匣子”

理想的财务会计要素系统运行结构应是一个由“存量作

用”和“流量作用”共同构成的环状“反馈回路”。财务会计要素

系统的运行结构必须有所创新，将“财富存量寅收益率寅财富

存量”的反馈回路全面揭示出来。其中，财富存量对收益流量

的作用机制尤其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资产如何成为“未来的

经济利益”？是直接转化成收益流量，还是通过某个中介要素

作用于收益率？这个中介要素如果存在，它既是财富存量的

“下游”，同时又是收益率的“上游”。可见，打开财富存量作用

于收益率的“黑匣子”，有利于将财务会计理论研究从面向历

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价值型财务会计系

统。同时，新中介要素的引入可能为解决实现原则的局限性、

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两难选择等问题带来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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