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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目前财务本质理论的主流观点，提出了财务本质是资金流与权流二元相对均衡的观点，并进一步分

析了财务本质中资金流和权流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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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的本质：资金流与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

财务的本质就是财务现象之间内在、必然的联系，体现了

财务的内在规律性。财务本质的研究对财务管理学科理论体

系的构建非常重要，同时对财务管理实践活动有着现实的指

导意义。

一、财务本质概述

长期以来，在财务本质理论的研究方面基本形成了五类

十种主流观点，主要有货币论（货币资金活动论、货币关系论、

货币收支运动论）、资金论（资金关系论、资金运动论）、分配论

（国家分配论、微观价值分配论）、价值论、本金论（本金投入收

益论、权流论）（杨淑娥，2002）。近年来，有的学者将公司治理

理论和产权理论引入财务理论的研究中，提出“财权契约”是

财务本质的观点（宋丽梦，2008）。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

财务的某些特性，推动了财务本质理论的发展。

笔者认为，对财务本质的研究应以财务管理这门学科的

特殊矛盾运动为基点进行，而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是财务管

理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在上述

主流观点中，有的仅强调了这一特殊矛盾运动的某一方面，如

货币资金活动论、财权契约等；有的虽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

了论述，但没有对其对立统一关系进行论述。此外，由于时代

背景的限制，在对财务本质进行界定时，或多或少地回避了财

务管理的目的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任何一项生产经营活动实

质上都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如果不明确财务管理的目的对

财务本质的界定就是不完善的。

二、财务本质是资金流与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

财务活动始终与生产活动相伴相随。人类生产活动一开

始就要解决资源的取得、资源配置、资源使用效率及收益的分

配等问题，因此财务系统是生产系统的子系统，是生产活动在

财务中的具体体现。对财务本质的界定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的内在要求，应具有类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元相对均衡

的基本特征。根据学术界对财务管理对象即财务活动和与之

相关的财务关系的基本共识，笔者认为，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

是财务管理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矛盾运动的两个方

面，应从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关系及其相对均衡状态对财务本

质进行规范，即财务本质是资金流与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其

中资金流是财务活动的核心内容，权流是财务关系的核心内

容，二元相对均衡是资金流与权流的运动状态和趋势，也是财

务管理的目的。两者的基本关系如下图所示：

1. 资金流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资金流的实质是人们在

财务管理活动中运用财务管理工具、手段或方法，作用于企业

资金运动的过程，它体现了企业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能力。财务

活动的内在要求就是使企业资金流运动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目前，学术界并未对财务主体的划分达成共识，但一般而

言，财务主体大体可以分为所有者财务主体、经营者财务主体

和财务经理财务主体三个层次。某一个主体在特定的财务活

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纳入资金流范畴的管理主体仅指

代表不同财务主体执行财务管理活动的人员。

资金及其运动是财务管理的客体，即其管理的对象和内

容。从静态角度讲，是对资金占有（表现为财务资源）、资金来

源（表现为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的管理。财务资源既包括企

业现有的财务资源，如货币资金、存货、无形资产、固定资产

等，又包括潜在的财务资源。从动态角度讲，既包括企业资金

的筹集、使用、分配活动过程，又包括特殊的财务活动（如并购

等特殊的财务活动）。其中静态形式体现了企业资金流的基

础，动态形式体现了财务活动的内容和范围。

管理手段包括财务管理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是反映财务

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志，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个方面。硬

件系统包括设备的配备情况等，软件系统包括现代化财务管

理软件系统的选用、财务管理理念等内容。

管理主体、资金及其运动、管理手段各自的状态及其相互

关系共同决定了企业资金流效率的高低。其中，管理主体是资

金流运动中人的因素，也是最为活跃的因素。资金及其运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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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手段共同构成了资金流运动中事与物的因素。管理主体

通过知识的获取、专业素质的提高、认识的深入可以创造新的

管理工具和方法，如价值链管理、基于预期的管理等，扩展资

金及其运动形式的范围，如金融衍生产品、并购重组等。但是，

资金流中事与物的因素对管理主体有一定的约束性，管理主

体的创新应以事与物的现实状态为基础，否则将不会产生积

极的效果。

2. 权流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财务关系是人们在财务活

动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财务资源所有权、相

关利益人的地位及其相互作用和财务收益的分配。伍中信教

授（2001）提出了“财权流”范畴，并将其作为现代财务本质的

恰当表述，他认为，财权流表现为“财流”和“权流”两个方面，

即财权流=财力流垣（相应的）权力流。其基本思想是：“财权”

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这里的“财

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

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

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

策权等权能。

在现代企业理论下，企业被视为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结

合体，企业所有权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从企业

所有权安排的本质看，无论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还是企业的

剩余控制权，其核心都表现在企业的财权上。财权也就是企业

的财务控制权和财务收益权（蔡刚，2007）。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本质

上是各利益相关者签订的一组契约，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各利

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企业的目标是为各利益相关者服务，企

业各项制度安排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企业财权

分享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最优财权安排（李心合，2003）。

因此，在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将权流界定为企业

及其利益相关者基于所有权基础上的对企业财务资源的占

有、使用和收益分配权，以及形成的各相关利益者的相对地位

及相互关系，其中财务资源所有权决定了各相关利益者的地

位和相互关系，从而影响到财务收益的分配形式，财务收益包

括货币、实物及其他利益形式。

3. 资金流与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资金流和权流的特殊

矛盾运动构成了财务的本质。资金流与权流的关系为：资金流

是财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权流对资金流有着

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企业资金流的效率提升，从而实现

企业效益的最优，才能够从根本上满足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要求。因此，资金流是财务本质的主要方面。权流是财

务本质的次要方面，它只有作用于资金流才能发挥作用。权流

对资金流的重要影响表现为权流安排（即基于财务资源所有

权基础上的财务控制权和财务收益权）适应资金流的发展要

求，就会促进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反之，如果权流安排不适

应资金流的发展要求，就会起到阻碍作用。因此，财务的本质

就是资金流与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

三、结论与启示

1. 传统的财务本质理论仅突出强调了财务本质一个方

面的内容，忽略了财务管理学科特有的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

及其相互作用方式。而将财务本质定义为资金流与权流的二

元相对均衡，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财务系统的本质特征，为

构建财务管理学科体系打下基础。

2. 财务的本质是资金流与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因此财

务本身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的基本特征。财务系

统对于系统外部的变化需要通过资金流和权流的相互作用来

体现，资金流与权流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财务的客观存在性。因

此，将财务本质定义为资金流与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意味着

对财务管理的研究应以财务本质为逻辑起点。

3. 资金流是财务本质这一矛盾统一体中的主要方面，权

流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表明在进行财务研究时，资金流和

权流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均为财务管理问题的内生性因素。

目前在许多相关研究中，将权流或者资金流中的部分构成要

素视为外生性因素，这种研究方法欠妥当，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较弱。

4. 由于传统的财务本质突出强调了资金流中事和物的

规定性，因此财务管理职能基本按照事和物的内容及形式予

以界定，如筹资职能、投资职能、收益分配职能等等。而明确将

财务本质定义为资金流与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资金流体现

了人与事和物的关系，权流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样为从管

理学的角度研究财务问题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财务管理职

能也就可以从管理的一般职能方面进行考虑，即财务的计划

职能、组织职能、领导职能和控制职能。

5. 资金流中财务管理主体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财务管理理念。这要求在理论研究和财务实践活动

中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对财务管理人员的培养，提

高其素质和能力。

6. 财务本质是资金流和权流的二元相对均衡，要求资金

流和权流内部各要素间也应是一个相互均衡的运动过程。在

财务管理实践中，不应过分强调财务管理手段、工具的先进

性，而应关注其与财务管理主体的观念、理念及文化等的协调

性，与财务管理客体在管理内容和事物性质、范围等方面的适

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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