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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在某财会类中专学校工作的小张
（男）和在某企业做统计的小李（女）结婚，开始了家庭生活。二

人工资在当地属于中下等水平，经济基础较差，没有外援且需

要照顾父母，家庭生活来源主要是二人的工资和小张偶尔兼

职获得的收入。为了合理安排衣食住行，不至于成为“月光

族”，细心的小李开始“记账”。由于记录的内容简单，按照小张

的说法，小李采用的是文字记录式、单式记账法，主要登记每

日的生活开支项目及其数量、单价、金额。由于相互信任，因此

不需要也没有原始凭证和任何内部控制；由于小李全权负责

生活开支并掌管现金，因此也不需要报账；小李每日下班后都

买菜回家并登记当日开支，每日计算累计开支额并自行控制

现金开支。这样坚持了几年，小张和小李保证了正常的生活消

费，并且还略有盈余，保证了孩子出生后的抚养费用和小张进

修的学费支出。那么，小李是如何做到的呢？仅仅是记录收支

就可以将家庭经济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吗？如此简单的“家庭

记录”为什么能够控制家庭收支？这样的家庭经济活动记录是

会计吗？

与此类似，古代巴比伦“记录官”是如何通过在黏土板上

进行记录来管理财物的？流落到荒岛的鲁滨逊为什么首先从

船上抢救记录用的笔墨和纸张？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母公司为

什么特别看重子公司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早的会计行为即原始计量、记录

行为，包括直观绘图和简单刻记；最早的会计主要是对经济活

动进行记录，所以最早的会计职能就是记录经济活动。古代会

计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记录职能的发展，而记录职能又是头脑

记忆职能的延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用头脑记账”

和“仅仅在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

来”两种简单的会计记录方式。可以说，会计记录职能遵循了

“头脑式记忆———刻画符号式记录———文字叙述式记录———

单式簿记———复式簿记”的发展脉络。所以，上文所述的家庭

经济活动记录应该属于简单的家庭会计或者家庭簿记，小李

的行为是“记账”行为———这也符合人们通常的认知。在现代

会计中，记录职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会计仍然首先是对历史

财务信息进行记录和反映，包括根据逐笔交易记录以及借贷

复式簿记法形成账表体系（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全面反映）。

因此，会计记录是会计的基本职能，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起点，也应该是会计性质和职能分析的逻辑起点，对会计记录

职能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结合以上案例，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会计记

录是否具有控制职能？而要从理论上回答“会计记录有无控制

职能”这个问题，应该依据控制论原理从人类行为模式以及整

个行为过程来分析。

二、会计记录具有控制职能

无论是组织还是社会都是由人构成的，人的行为是组织

和社会行为的基础。按照行为科学理论，人的需要产生动机，

动机激发行为，实施行为的目的就是达到目标、满足需要。西

蒙认为，行为又是决策的过程和结果，所有行为都是从行动者

及其可以施加影响和权威的人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方案中，

有意无意地选择特定行动的过程。西蒙将决策分为四个阶段，

其中搜集情报是决策的前提，而决策又是以命令、情报或建议

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决策又需要信息。德国著名社会心理学

家勒温（1937）认为，人的行为是个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
的结果，即：B=f（P·E）。其中：B表示个体的行为；f为函数；P
表示人；E表示环境。

归纳以上观点，人们实施行为首先需要做出决策，而决策

的做出又需要来自于自身和环境的信息（自身的信息包括自

身需要和目标的信息）作为依据，决策做出以后，还需要执行

才能达成目标、满足自身需要。任何实践活动都包含决策和执

行这两个部分。

按照自组织理论，所有生物都是自适应系统。人是高度发

展的自适应系统，人的行为就是环境和自身相互作用的产物。

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达成自己的目标，满足自身的需要，就要

不断接收来自环境的信息，调整自身的行为以满足环境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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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行为理论、自组织理论和控制论为方法论探讨了会计记录的控制职能，得出会计记录具有控制职能的

几个理论前提，进而提出在会计实践中记录职能与控制职能是密不可分的，并据此以会计记录为历史和逻辑起点论证了会

计发展史就是控制职能不断分化和完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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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需要。显然，这种调整本质上不属于西蒙所说的“刺激———

反应”模式，而是“犹豫———抉择”模式，即使是直觉和判断（至

少良好的判断）也都是分析，只不过已被固化成习惯，培养出

通过识别熟悉的情境类型而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而已。因此，

人的自我调整需要经过决策或选择过程，决策就需要来自自

身和环境的信息，也包括自身的目标和需要的信息。“犹

豫———抉择”模式包含环境或行为结果信息与自身目标或

需要信息相互比对确定如何纠正二者偏差的过程，“决策”的

目的是通过“执行”来纠正行为偏差以实现或更改目标，因此

这也是一个控制过程。这个控制过程是通过神经感知系统采

集环境和行为对象信息，然后由神经传导系统将这些信息传

递到大脑中枢进行信息处理、计算确定偏差并选择纠偏方案，

最后由四肢系统作为执行系统来实现。

以上根据有关原理并采用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人类行为和

自控制机制，引出了信息、决策、执行与控制的关系。“三论”号

称“亚哲学”，运用控制论原理能够更加清晰地概括、刻画这种

关系。按照控制论原理，任何组织和生命系统都是控制系统，

也都是信息系统。作为控制系统，从结构上可以划分为探测

器、传输器、评定器（比较分析器）、指令器、执行器这几个部

分。从控制系统角度来看，人跟它们没有本质区别，用“人”进

行类比，控制系统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决策器、执行器和信息

记录器。控制系统的控制过程可以分为制定标准、执行标准、

进行反馈、纠正偏差这几个步骤，从信息处理角度可以简单划

分为制定标准、执行记录、分析偏差、反馈信息。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最原始的“记

录”是头脑记忆，此时的个人既是信息提供者，又是决策者，还

是执行者，而且都靠自身的生理系统来实现以上职能。记录技

术的产生和发展使“记录”的职能由大脑的记忆“外化”并独立

出来，成为最早的会计———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

克思），人类最早、最基本的记录也属于生产活动的记录即会

计记录———这时会计仅具有记录职能，决策职能是靠头脑实

现的，执行职能是靠四肢实现的，头脑中包含目标信息（这种

信息可能是显意识的也可能是潜意识的），头脑进行简单的偏

差计算和做出决策指令，然后交由四肢来执行。笔者认为，此

时的记录已经具备了控制职能。实时记录使头脑中的记忆“转

化”为客观现实，客观事物不像头脑中的记忆，它可以随着时

空转移而不改变原始记录，而且记录的阅读使信息仍然随时

可以记录时的原始内容传入大脑，并与大脑中的目标、计划或

预算相互比较，确定偏差，进而做出纠偏决策、下达指令，随着

四肢的执行而实现对整个行为过程的控制。

尤其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智力、科学文化水平等都已经很

高，会计记录可以迅速通过阅读进入大脑并与大脑中存放的

预算、目标、计划等进行比对，然后确定偏差、分析原因并迅速

做出纠偏决策、下达指令，这个过程几乎是瞬间完成的，以至

于人们只看到记录、思考和执行三个环节，或者看到“记录———

决策———执行”的过程。但事实上，记录与头脑中预存的预算

等的比较、偏差的计算、偏差原因的分析等环节都是必不可少

的并且没有省略，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前述小李的例子就是如此。虽然看起来小李只是进行记

录、决策和执行，但是在其头脑之中已经有控制的标准了，那

就是每月的工资收入，这是日常生活开支的最高限额，也是预

算指标。由于按月发放工资，小李以一个月为一个控制周期，

每月不能出现赤字。这种控制标准不用也没有必要以文本的

形式出现，也许小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运用这种控制标

准按照控制论原理进行生活开支控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

出这样的判断。其阅读记录是通过神经系统进行信息传递，并

在大脑之中进行解码，偏差计算和分析也是在大脑之中不自

觉地进行的；其决策是通过原因分析并与大脑之中储存的解

决经验或模型相联系而转化为“内在语言”或“外在语言”，以

对自己或爱人下达“指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执行活动

变成每日调整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开支和消费额。所以，旁

观者只看到了“显化”的决策、执行和记录，没有看到其他控制

环节。事实上，这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控制过程，其记录行为是

具有控制职能的。同样的道理，鲁滨逊的记账行为也具有控制

的功能。不仅如此，个人的自我控制由于控制对象简单，不需

要对外报告，可以随时通过阅读执行偏差计算和分析等环节，

也就是说，可以及时反馈，因而可以实时控制，这样使控制更

加有效、灵活。

对于需要对外报告或者报账的会计记录的控制职能又该

如何解释呢？如古代巴比伦的“记录官”和现代母公司对子公

司的控制等，如果记录者记录的是本人的行为，但是本人的行

为是受托行为，那么其行为就应该受到控制和监督，控制是通

过行为记录进行的。按照控制论观点，任何控制都需要有标准

或者目标，控制标准和目标应该由控制者制定或设定，因此受

托行为的控制标准和目标是由委托人制定的。而委托人由于

受时空限制，只能通过阅读受托人的记录才能了解受托人的

受托行为事实。这样，对于委托人来说，控制偏差的大小就取

决于执行记录的多少。因此，记录的可靠性对于委托人控制受

托人而言非常重要，换句话或者进一步说，要想控制受托人的

经济行为，就要控制受托人的经济记录即会计信息。但是，如

果没有考评和奖惩或者考评和奖惩的依据、方法不恰当，受托

人就不会关心自身的行为结果和会计记录及其偏差大小，也

就没有做出努力的动机，委托人的控制仍然是没有意义的；当

然受托人也没有作假账的动机，对会计记录的控制也失去了

意义（对受托人行为的控制和对受托人会计记录的控制是

一对矛盾）。既要有对受托人行为和会计记录的控制，又应该

有基于偏差的考核和奖惩机制，这样对受托人的控制才能实

现。

行为产生于动机，动机产生于需要。按照行为学需求理

论，人的需要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所以现代激励理论包

括基于业绩考核（或偏差考核与分析）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

励。由此又可以看出，记录要想具有控制职能，除了必须有控

制标准，还必须与人们的需要以及据此做出的奖惩相联系。即

使是自我控制，其偏差的发生也是与个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收

益和损失相联系的，这也可以看做是环境对个人未达成目标

的奖励或惩罚。由于会计记录具有客观实在性，有了控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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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核和奖惩，无论对于什么样的经济实体，只要控制住了

其会计信息质量，就控制住了这个实体。利用质量可靠的会计

记录就可以实施远程控制。

总之，会计记录是具有控制职能的，会计记录既是对过程

的反映或“观念总结”，也是对过程的控制。根据上文的分析，

记录的“过程控制”职能的实现需要有以下三个条件：淤有基
于偏差的考核和奖惩（即要有激励）；于有控制标准（或目标）；
盂有控制偏差的计算分析和反馈。如果不具备以上条件，过程
的记录就只具有“观念总结”即反映的职能。这是理论上的分

析，实际上，人们如果不是为了控制就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和

精力去记录。如本文所述的例子，小李每天除了上下班还要做

家务，但是仍然坚持记录当天的生活开支，鲁滨逊处于荒岛上

仍然要记账，他们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情况好转后作为消遣

阅读，而是为了控制自己的行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小李的目

标是为了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鲁滨逊的目标是活着离开荒

岛）。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过程控制”和“观念总结”都是密

不可分的。所以，“实践中的”会计记录具有控制职能。“会计管

理活动论”也是从会计实践角度提出的。杨纪琬认为，会计这

一概念是人们对会计实践的理论抽象。会计学是对会计工作

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本文的结论也是在对会计实践进行

观察思考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理论框架并经过分析得出的，与

会计管理活动论的核心观点基本一致。

三、结语：会计发展史是会计控制职能不断完善的历史

会计记录的目的是决策，决策的目的是控制，控制的目的

是实现既定目标，会计记录本来就具有控制职能，会计系统当

然也具有控制职能。正因为如此，会计记录行为不仅是会计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起点，而且也是会计发展演变的逻辑起点。经

济系统的自我控制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完整的控制循

环包括“控制标准———控制记录———偏差计算和分析———信

息反馈”过程和决策、执行环节。会计控制也需要有控制标准、

控制记录、偏差计算和分析、信息反馈、决策等环节。记录职能

最初从整个控制循环中独立出来，发展演变为现代复式簿记、

现代财务会计簿记和报表系统以及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20

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催生了“标准成本”制度，并实现了标

准成本与成本记录的结合，产生了以标准成本控制为目的的

成本计划、记录和分析；20世纪 20 ~ 30年代，美国产生并推
行“预算控制”，同时产生了“差异分析”；20世纪 20年代，美
国几大汽车公司中发展出全面预算管理。至此，现代意义上的

会计控制标准和差异对比分析职能独立出来并向战略、战术、

作业以及各个层次的责任会计系统持续渗透，会计控制职能

得到全方位发展。

随着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行为科学的产生和发

展，会计对行为的影响和信息反馈传输职能也逐渐引起人们

的注意。20世纪 60年代，产生了行为会计，尤其是现代计算
机和网络技术在会计上的应用，使得会计的控制职能真正进

入实时控制时期。由于控制对象的复杂化和控制手段的多样

化，会计的控制职能似乎由“人脑”控制到人脑的部分控制再

外化为“会计”控制，现在又进入到了“电脑网络”控制时代。总

之，会计的发展史就是会计控制等各项职能不断独立并发展

完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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