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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会计信息的配置机制及效率，认为我国会计信息资源应以政府配置方式为主、市场配置方式为辅，

以实现会计信息资源的全面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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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违规现象层出不穷，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了以投资者为代表的社会公

众的普遍质疑。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低下极大挫伤了投资者的

积极性，阻碍了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有效利用，使会计信息供

给与需求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更严重损

害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因此，化解会计信息供求

矛盾是我国证券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会计信息配置机制分析

1. 会计信息产品的性质。在论述会计信息配置机制的选

择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会计信息产品的性质作出判断。当前学

术界对会计信息的属性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1）会计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蒋尧明等认为会计信

息产品在目前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等条件成熟时则将恢复

其私人产品的属性。陈汉文等认为公众公司的会计信息产品

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非公众公司的会计信息产品是私人物

品。会计信息公共物品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效应，

所以公共物品的属性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导致市场失灵。

对于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会计信息，如真实的会计信息，往往会

出现“搭便车”现象，使得市场供给不足。而对于那些具有负外

部效应的公共物品，如虚假的会计信息，又往往会导致过度

生产。

（2）会计信息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吴水澎等通过界定

“复合品”和“核心效用”两个概念，认为会计信息产品在特定

消费群内（各种投资者）仍是私人物品，市场机制是配置会计

信息资源的基本手段。但会计信息产品的质量具有难以检验

性，有关会计信息产品质量的信息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分布

不对称，为政府管制提供了理由。王升和王平心（2001）通过对

会计信息产权变迁的分析，认为会计信息在本质上是私人产

品，应通过实现会计信息商品化来对会计信息私人产品的属

性予以认可，对会计信息的产权实施强有力的保护。会计信息

的私人物品属性决定了对会计信息的配置应在明晰产权的前

提下，采用政府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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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财务风险传导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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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风险产生及其在企业的传导、

扩大的过程，掌握企业财务风险传

导的一般规律与机理，以便有针对

性地防范和控制企业财务风险的发

生及传导，从而保障企业财务活动

的顺利开展，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提

供有力的物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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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计信息配置机制。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无

论是公共物品属性还是私人物品属性，都应以人们现实的信

息需求与供给为依据、以信息配置的效率和效果为指针进行

合理配置，以调整信息分布和结构，达到协调会计信息供求关

系、解决会计信息供求失衡的目的。同其他产品一样，对会计

信息资源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配置：

（1）政府配置机制。即政府利用政策、法律等工具，通过政

策引导调整会计信息的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

（2）市场配置机制。即通过价值规律、供求机制、竞争机制

等产生的经济力量对会计信息进行合理配置，通过价格杠杆

自动组织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消费。

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配置主要采用政府配置

机制，即通过制定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

披露进行监管，以实现会计信息的合理配置。

二、两种会计信息配置机制的效率分析

1. 会计信息政府配置效率分析。会计信息披露的程度及

质量是信息的需求方与供给方（主要表现为投资者与上市公

司经理人员）之间自利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投资者偏好完全

信息披露，经理人员既有动力披露信息，也有动力对所披露信

息的内容及时间进行控制。在市场不完全有效的前提下，政府

介入是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必然选择。

会计信息的政府配置机制是政府以制度、准则或特定行

动方式对经济主体活动的强制性干预，强调政府应通过制度

对会计信息进行管制。政府配置机制的效率包括制度制定的

效率与制度执行的效率。

（1）制度制定的效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利益

相关者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这种结果应由代表全体利益

相关者的组织———政府加以具体制定。但是，政府配置机制除

了考虑经济原因外，还要考虑非经济原因与动机，如社会公平

问题。出于公平性的考虑，会计信息管制更倾向于保护投资者

这一弱势群体，政府会通过强制性规定使会计信息从上市公

司向投资者流动，增加对会计信息强制性披露的安排。这样可

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强制性信息安排的增加会对其他利益相

关者（如对信息供给者）产生不利影响，对弱势利益相关者的

权益保护可能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全社会福利并未

增加甚至减少。此外，虽然政府是全体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但

政府往往容易被现有的强大利益集团所左右，使得政府制定

的信息披露制度代表不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此造成

会计信息供给的偏差与不足。

因此，政府在制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时应考虑其经济后

果，保持信息制定的中立性。在信息制定过程中通过利益相关

者的充分博弈，对信息制度进行适度安排，既要防止信息供应

不足，减少信息不完备者的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社会负效应，

又要防止信息过量，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2）制度执行的效率。制度执行的效率是制度有效性的最

终保障。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

得对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进行监督成为必要。我国对上

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大多是通过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

的，但是与《财政部会计信息抽查公告》所揭示的高达 80%以

上的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相比，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比率却低于 20%。要使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

实施得到有效的监督，必须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保证注册会

计师具备应有的执业谨慎和专业胜任能力。

另外，制度执行的效率取决于制度的威慑力，即违法惩罚

的有效性。而目前我国对会计信息违规的处罚主要采取行政

手段，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运用得很少，对违规者的威慑作用

较小。因此，应加大会计信息披露违规处罚的力度，完善民事

责任制度。

（3）会计信息政府配置的制度性均衡。由以上分析可知，

政府机制配置会计信息过程中，供求关系的协调与均衡依赖

于制度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效率，图 1为会计信息政府配置

的制度性均衡形式。

2. 会计信息市场配置效率分析。会计信息的政府配置机

制并不排斥市场配置，政府配置机制是通过强制性干预保证

会计产品质量的最低要求。会计信息资源的配置仍可以由竞

争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来引导。

（1）会计信息市场配置的供求特征。会计信息作为信息产

品，具有共享性以及消费无损耗性两个重要特征，决定了其与

普通的私人物品在供求上有着极大的不同。下面通过对普通

私人物品供求特征和会计信息供求特征的比较来说明会计信

息市场配置的效率。

淤普通私人物品的供求特征。假定社会上只有两个人，图

2中 D1与 D2分别代表两个人对某私人产品的需求。D1、D2

两条需求曲线的差异主要是由两人收入水平的不同造成的。

对这一产品在不同价格下的市场需求量，可通过加总在各个

价格水平下两人各自的需求量得到，这样市场需求曲线 D就

是两人需求的水平相加，即 D=D1+D2。D之所以会在 G点出

现拐点，是因为当价格超出 P1时，D=D2。如果生产者边际成

本决定的该产品的供给曲线为 S，则市场均衡点为 D曲线与

S曲线的交点 E，均衡价格为 P0，均衡产量为 Q0，它是所有消

费者消费量的总和，其中，Q1为第一个人的消费量，Q2为第

二个人的消费量，Q1+Q2=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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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普通私人物品供求的均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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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会计信息供求特征。会计信息的需求与供给与普通私

人物品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如图 3所示）。D1与 D2分别代表

两个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曲线，这是与他们使用会计信息所

得到的满足（边际效用）是相一致的。

在普通私人物品的供给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相同的

价格，他们可以通过调整消费量来使自己的边际效用等于既

定的市场价格。而会计信息则不同，会计信息的消费具有非竞

争性，会计信息一旦被生产出来，任何人都可以消费它而不影

响其他人的消费，不管是否出于本人的愿望，每个消费者的消

费量都是相同的。但不同的个人从会计信息中获得的满意程

度即边际效用却不会相同，这意味着每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

是不同的。所以，全社会对一定数量的会计信息产品愿意支付

的价格应由不同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加总得到。这样会计信

息的市场需求曲线 D就应是每个人需求曲线的垂直相加，即

D=D1+D2。

如果与会计信息的边际生产成本相一致的供给曲线为S，

则 D与 S的交点决定会计信息的均衡产量 Q0，这是任何消

费者都必须接受的消费量。会计信息的均衡价格 P0是所有社

会成员愿意为 Q0单位的会计信息所支付的价格的总和，其

中 P1为第一个人的出价，P2为第二个人的出价，P1+P2=P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普通私人物品的价格是公共的（相

同的），而消费量是私人的（排他的）；会计信息的消费量是公

共的（相等的），而支付的价格却是私人的。

（2）影响会计信息市场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

淤会计信息产品的定价问题。如上所述，会计信息支付的

价格是私人的价格，因此如何通过一个新的定价方法来建立

起一个类似于竞争性均衡的结果，是会计信息市场配置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可以借鉴“林达尔均衡”理论对公共产

品定价的模式。要达到会计信息供求配置的竞争性均衡，可以

针对每个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真实评价，分别收取

不同的费用。若使用者的评价高，则收取的费用高；若评价低，

收取的费用就低。但是，如何保证使用者诚实地做出自己对会

计信息的评价呢？如果不能找到判断使用者评价真实性的途

径，会计信息的市场配置同样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目前

来看，针对使用者评价的真实性问题，可尝试通过询价方式，

即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来解决。

于会计信息的排他性问题。排他性与个性化有两个制约

条件：一是技术条件，二是成本条件。成本条件是指只要花费

一定合理的成本，即可排除某些人对该信息商品的消费或受

益，并且能根据需求者的要求提供个性化的会计信息服务。对

于会计信息供给而言，成本条件取决于信息收集、处理、传递

技术的发展，只有当技术的发展能够为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

信息服务时，会计信息供给的成本才不会成为障碍。对于会计

信息传递中的排他性与个性化问题，可以通过会计信息供给

模式的改进，如进行企业财务信息数据库报告模式、适时报告

模式、网络报告模式、用户按需报告模式等试点来解决。

3援 会计信息市场配置的竞争性均衡。通过以上分析，我

们可以得出会计信息市场配置的竞争性均衡形式，如图 4所示：

三、结论与启示

1援 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是两种不同的会计信息配置方

式，配置方式的选择应以人们现实的信息需求与供给为依据，

以信息配置的效率和效果为指针，最终实现会计信息供求的

均衡。

2援 政府配置机制应考虑制度制定效率和制度执行效率。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要对信息制度进行适度安排，既要防止信

息不足，又要防止信息过量。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应完善注册

会计师制度，加大对会计信息披露违规处罚的力度，完善民事

责任制度。

3援 市场配置机制应解决会计信息产品的定价问题和会

计信息的排他性问题。前者可尝试通过询价方式，即供给者与

需求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来解决，后者则可通过对会计信息供

给模式进行改进来解决。

主要参考文献

1.林福澄. 从经济学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 广东审计袁

2002曰7

2.毛洪涛.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理论研究评估.会计研

究袁2005曰9

3.周波袁管立国.我国信息资源均衡配置研究.图书情报工

作袁2003曰10

4.林钟高袁刘永祥袁徐正刚.我国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及其

对策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袁2003曰1

阴窑24窑 援 下旬

P0

P

D2

D

E

S

P2

P1
D1

Q1Q0
Q

图 3 市场配置条件下会计信息供求的均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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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会计信息市场配置的竞争性均衡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