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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系统论基本理论，从主体、手段、客体的角度，结合美国会计学会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定义进行了分析，

剖析了会计系统的层次结构，认为作为人机结合系统的会计系统应具有控制和决策的功能，“自我控制”是会计系统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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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一、系统论的一般概念

系统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贝塔朗菲认为，对于“有计划地

建立的结构”，“唯一有意义的研究方式是把它作为一个系统

来看待”（斯柯特，1963）。按照要素的不同属性，系统分为自然
系统和人造系统，自然系统和人造系统相结合被称为复合系

统或者人机结合系统。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

这个定义涉及环境、系统、要素、结构和功能五个方面，包

含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

的相互联系。首先，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等级秩序。要

素是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要素也是一种系统，是子系统，该

系统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这个更大的系统相对于子系统来

说，称为环境，也就是说系统实际上存在着等级秩序。其次，要

素与要素之间、结构与功能（或者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

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系统的结构，

结构是系统内部的联系，是“系统内部各类要素统一组合的秩

序和方式”，称作“部分的秩序”；功能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联

系，是在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具有的行

为、能力和功效，体现了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的意义和价

值，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运动，所以系统的功能

称作“过程的秩序”；系统的功能受系统的要素和结构所影响，

即：功能=要素+结构，各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表现在外部就是该系统的功能。

二、会计系统的一般性质

企业会计显然是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中与环境发生联系

的，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

有机整体，现代企业会计是一个系统，而且是有计划地建立起

来的系统，对于会计系统的研究，不能采用“还原”和“机械分

析”的方法，而应该采用系统的方法。会计系统与环境会发生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会计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包含若干要

素。会计系统具有一定的功能，会计功能或职能是由会计系统

的结构和本质所决定的。

总体来看，相对于自然界，会计系统是人造系统，包括会

计工具、仪器、设备，会计组织、制度、程序，会计行政管理、会

计市场、会计文化、会计教育，会计理论、法规、准则、技术等要

素，这些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但是，若深入具体地分析会计

系统，并且按照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否积极适应变化为标

准来划分“人”和“机”，那么会计系统从若干角度也可以看做

是人机结合系统。例如：在企业会计系统内，有两个层次的会

计人机结合系统：一是与企业管理系统相结合，就生产经营系

统形成人机结合系统；二是会计工作系统本身，是以会计程

序、方法、制度等会计软件系统加上会计设备、仪器、工具会计

硬件系统构成的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人员相结合的系统，

也可称之为人机结合系统。

无论是从与自然系统比较角度说的“人造系统”，还是从

内部构成角度说的人机结合系统，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会

计系统是由人参与组成的系统，会计系统的运行有人参与，并

对人产生影响，人的参与才使会计系统不停地自我运行、发

展、完善，对会计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必须以此为基础。

三、会计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

1. 人作为施动者的会计系统。按照郭道扬教授对会计一
词的理解，即会计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会计部门组

织之下与在一定会计法制支配之下的会计工作，以及这种工

作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技巧、会

计方法相协调所形成的一体化关系的集合体。”这意味着企业

会计系统应该从实践的角度研究会计工作，因为会计理论是

对会计实践经验的总结。首先，应该把会计人员和会计组织纳

入会计系统，从会计人员和会计组织的角度研究会计工作；其

次，系统外部有关组织制定的会计法规、准则、规范作为会计

主体工作的依据和标准，加上会计人员头脑中拥有的会计思

想、会计理论、会计技术、会计方法等类似于系统软件的部分

也是会计系统的必要构成，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会计系统。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现代企业是一种层级组织（科

斯，1937），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把企业会计看成是在一定规则
环境中运行的由主体、客体、手段构成的系统，结合企业的层

级结构，那么，可以把企业会计系统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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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以外部利益关系人为主体、财务会计信息为手段、以经

营者为对象的外部治理系统，或者以外部利益关系人为主体、

以管理会计信息（预测信息和决策信息）为手段、以投入的资

金或者利益为客体的外部会计控制系统，目的是进行投资和

经理聘任的决策；第二层，以企业经营管理者为主体、会计系

统（会计信息、会计组织、会计工作及其结合）为手段、以企业

再生产活动为客体的一种企业再生产活动管理系统，目的是

运用会计组织和会计工作系统对再生产活动进行监督，运用

会计报告的信息对再生产活动进行调控、指挥；第三层，以会

计领导人为主体、以财会管理制度、财会组织手段和管理方法

为手段、以财会人员和财会工作为客体构成的企业会计管理

系统，目的是对会计工作进行组织和管理；第四层，以会计人

员和会计组织为主体、以会计信息按程序操作为手段、以价值

运动（或者资金运动）为客体的价值（资金）管理系统，目的是

对价值运动进行“观念总结”和“过程控制”；第五层，以会计执

行人员为主体、以会计知识和方法为手段、以会计数据和信息

为客体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目的是进行会计数据加工、处

理，从而提供会计信息。

以上几个层次实际上都是会计工作系统，它们之间存在

联系，上一个层次是下一个层次系统存在的环境，并制约、影

响着下一个层次；下一个层次是上一个层次存在的基础和核

心，制约着上一层次会计工作系统的运行。而且，主体与客体

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推动会计手段的发展变化，会计手段的

变化推动整个会计系统的发展。

笔者认为，以上各个层次的会计工作与主体、客体、手段

组成的系统是同构的，本质上都是主体（通过手段）对客体的

制约、作用和影响，性质上属于控制或管理工作，主要表现为

主体对客体实施的限定或者控制。但是，各层次的控制性质是

不一样的，有的是行政管理者运用会计信息或会计系统对投

资、经营管理者和再生产活动进行的管理和控制（如第一、二

层），有的是会计领导者、会计人员和会计组织对会计工作、价

值运动、信息运动进行的管理和控制（如第三、四、五层）。第

一、二层的管理和控制活动实际上是把会计当作工具，也许是

会计“管理工具论”产生的根源，对信息的管理与“核算工具

论”和“信息系统论”比较接近，第四层最接近“会计管理活动

论”，第三层是会计行政管理，是会计系统的自我控制，与以上

观点没有太大关系，然而它却是会计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是其他各个层次的内核与基础，会计主体与客体互动推动着

会计系统的发展演变，进而也影响和制约着其他系统的发展。

2. 人作为受动者的会计系统。美国会计学会（AAA）认
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是“为了使信息使用者能够做

出有根据的判断和决策而确认、计量和传递经济信息的程

序。”“会计实质上是一个信息系统，更正确地讲会计是将信

息一般理论运用于解决有关高效率的经济活动问题的信息系

统，它在提供决策所需计量信息的一般信息系统中占据大部

分位置，会计还与有效的信息传递或传送相关联。”信息系统

论实质上是信息论一般原理在会计系统分析中的应用，信息

论的创始人申农认为信息系统是包含信源、发送机、信道、接

受机和消息接受者的完整系统，最基本也要包含信源、信道和

接受者（或信宿）。

会计信息系统作为一个通讯系统，其基本结构也应该包

括信源、信道和信宿，具体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

层，以整个企业再生产活动为信源，企业财务会计系统为信

道，企业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等为信宿，目的是利用财务会计

报告信息做出投资、信贷和经理人聘任的决策；第二层，以企

业整个再生产活动为信源，以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系统为信道，

以企业经理为信宿，目的是做出可靠的经营管理决策；第三

层，以分权组织的投资中心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

为信源，以投资中心的责任会计系统为信道，以投资中心责任

人为信宿，目的是做出可靠的内部投资决策；第四层，以利润

中心的经营活动为信源，以利润中心的责任会计系统为信道，

以利润中心责任人为信宿，目的是做出可靠的经营决策；第五

层，以成本中心的生产和业务活动为信源，以成本中心的责任

会计系统为信道，以成本中心责任人为信宿，目的是做出可靠

的生产和业务决策；第六层，以某个具体作业或业务为信源，

以该业务的原始凭证为信道，以该业务的授权执行者为信宿，

目的是做出可靠的报销和领发决策。每个信宿除对所授权或

委托的业务进行决策和监控以外，还可以利用相关会计信息

对执行者或责任者进行考核，以做出任免决策。

按照我国“会计信息系统论”者的说法，从会计本身来看，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其最终产品是会计信息，但是，提供会

计信息的目的是做出可靠的判断和决策，所以，按照 AAA的
概念，实际上，会计信息的最终产品是决策。会计系统就是用

来生产决策信息或者生产半成品决策信息的，会计信息的产

生、传输和消费过程就是决策信息的生产过程即决策过程或

者属于决策过程。实际上，会计人员也可以参与决策。

四、小结与启示

企业会计系统是有人参与并对人产生影响的系统，是与

企业组织系统紧密相连的系统，是人与信息系统（包括硬件和

软件）的结合即人机结合的系统，人与信息系统的相互影响促

进了整个会计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从人利用会计信息系统这

个角度来说，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控制企业及其各级组织；从

会计信息系统对人的影响的角度来说，会计信息系统促使信

息使用者激发或者直接产生正确的决策。巧合的是，这种分析

与财务会计报告目标即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是一致的。

如同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一样，决策和控制也是密不可

分的，比如，利益相关者用脚投票实际上也对管理者起着控制

作用，企业内部各个层次的控制与决策也与此类似。决策和控

制都是会计系统对环境的影响或效用，决策和控制功能又是

以会计信息系统的反映职能为基础。会计系统的功能反映了

会计系统的本质。会计系统通过决策和控制功能与环境发生

影响并受其影响，促进企业组织系统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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