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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重要分支的企业理论是公司治理的

基础，而会计控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企业理论的

角度探讨会计控制，其实质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会计控

制的产生和发展。会计控制的经济学分析对于理解会计控制

存在的必然性及如何强化其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一、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主要包括两大分支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

代理理论。

1. 交易费用理论。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市场和企

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之间的选择

依赖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与企业内官僚组织的成本之间的大小

关系。企业替代市场的原因就在于交易内部化比交易市场化

更节约成本。从构成内容来看，交易费用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分

支：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威廉姆森（1985）认为决定市

场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人的因素和交易本身所具有

的特性。作为引致交易成本的人的因素，主要是指人的有限理

性和机会主义等特性。交易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主要指市场的

不确定性、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等。因此，从决定性因素来看，

交易费用理论主要包括三大要素：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机会

主义。

2. 代理理论。代理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

一，着眼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与企业中的代理关系。范黎

波、李自杰（2001）认为，代理理论用于处理一种特定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一方（委托人）委派责任于另一方（代理方），让代

理方代表委托人进行决策。代理关系的建立通常会提高双方

的总收益，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关系下可能出现“道德

风险”和“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一般认为代理理论包括

委托代理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

二、会计控制

20世纪初，蒙哥马利提出“内部牵制”概念，其是指通过

职务分离和对账等方式对财产进行控制。1958年，美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首次提出“会计控制”概念，明确会计控制是企业

内部控制的主要方式，是“由组织计划和所有保护资产、保护

会计记录可靠性或与此有关的方法和程序构成的体系”。

随着会计功能的不断拓展，目前学者们也更倾向于从广

义上定义会计控制。关于会计控制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双重控制”的观点：第一重控制是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第

二重控制是经营者对生产活动的控制。程新生（2003）认为公

司治理下的会计控制有两个层次：一是所有者或授权人对经

营者进行监控，通过制定绩效目标对经营者进行激励监督，促

使经营者努力经营，以做出最优决策；二是经营者对公司经营

活动和财务活动进行监控，促使经营者提高经营管理能力，目

的是实施有效管理并实现绩效目标。本文主要对企业理论与

这两个层次的会计控制的关系进行探讨。

三、交易费用理论与会计控制的关系

1. 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与会计控制。

（1）间接定价理论与会计控制。间接定价理论认为企业的

功能在于节约市场直接定价成本，即交易费用。然而，在现代

企业制度下，企业作为替代市场的资源配置手段，虽然可以节

约交易成本，但是企业内部会形成新的交易成本———代理成

本。杨小凯、黄有光（1994）认为，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

本密切相关，由于度量从事管理活动或提供管理服务所付出

的努力及其产出水平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企业的剩余索

取权最好由经营者获得。

由于经营者的管理知识难以测量，经营者的努力程度也

难以观察，因此很难由市场直接对经营者的劳动进行定价。如

果赋予经营者剩余索取权，那么经营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

就是其管理知识的间接价格。这样，不仅避免了由市场定价带

来的交易成本，而且能够强化经营者的自我监督。如授予经理

人员股票期权，让经理人员的补偿收入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挂

钩，即让经理人员承担一定的风险（刘铜松、张荣武，2002）。这

样，就实现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但是由此产生

的交易费用即激励成本应当低于所有者因此而获取的收益，

否则，激励行为就是不经济的。

（2）资产专用性与会计控制。资产专用性的实质是一种

“套住”效应。费茨罗和穆勒认为企业是一种合作契约，即使所

有的成员在加入时是可流动的，他们也可能因进入或退出企

业的交易费用或者不可转换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变得难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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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会计控制对于企业越来越重要。本文对企业理论与会计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

讨，以期为更好地理解会计控制存在的必然性以及有关方面的后续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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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只要能够连续取得与其机会成本相等的收入，流动性成员

就不会在乎其他成员的行为，而非流动性成员则不得不承担

流动性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全部损失。因此，非流动

性成员就会希望对流动性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控制，以

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资产专用性理论说明了非流动性成员对流动性成员进行

监督和控制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处于日益发达的资本市场

中的现代企业，由于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

来越强，当人力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投入某一特定的行

业和企业后，往往成为一种抵押，因此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非

流动性。经理人员是企业的非流动性成员，由他们制定内部交

易规则对流动性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可以保证他们

自己及其他非流动性成员的利益不受损害。

2援 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与会计控制。

（1）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与会计控制。交易费用理论认为

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淤由可以预见的偶发事件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于由无法预见的偶发事件所带来的不确定

性。盂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增加了交

易的难度，增加了交易过程的费用。交易双方为了使自己免受

或者少受由未来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会充分预期契约

期间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这无疑增加了交易成本。

有限理性的产生源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有限理性的人并

不能掌握完备的信息，契约双方不可能预测到与契约有关的

每一件事情。经营者受托于所有者，其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管

理企业，因此无法根据销售收入、利润等指标来判断经营者的

努力程度，在实际工作中就可能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等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是可以控制的，因此可

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来降低不确定性的程度，并最终降低

交易成本。为减少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应在公

司设立监事会以及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对经营者的行为

进行监督，保证其向所有者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2）机会主义与会计控制。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过程

中的人是“经济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是威廉姆

森的交易费用理论的核心概念。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机会

主义行为，即使存在个人的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

导致的无数次谈判等问题，也无需对组织与合同中的经济主

体进行激励与监督。机会主义的存在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要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就必须提高机会主义行为的预

期成本（包括实施成本、惩罚成本和机会成本）。具体来讲就

是要加大惩罚力度，控制投机行为实施条件以及增加激励

强度。

四、代理理论与会计控制的关系

1援 委托代理理论与会计控制。由于两权分离，公司内部

主要存在两个层次的代理关系：一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

委托代理关系；二是经营者与其下属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

系。这与会计控制的两个层次是相对应的。企业的所有者和经

营者之间涉及产权利益关系。经营者接受所有者的委托，对其

经营资本进行经营管理，并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寻求所有

者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但是，经营者并不是资本的所有者，他

们拥有剩余控制权而没有剩余索取权，企业利润最大化或者

资本价值最大化并不是他们的目标。

激励是实施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信息不对称、合

约不完备的条件下，所有者可以在公司内部推行对经营者的

激励机制（即股权激励），使经营者的身份与股东的身份趋同。

这样，经营者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的动机就可以得到有效的

抑制，促使股东与经营者之间越来越趋向于一种互利互惠的

合作关系。约束机制也是实施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在

公司的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等都可以

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约束。

经营者与其下属人员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涉及产权利益

关系，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虽然经营者是委托人，会计

人员是代理人，但是，在一个组织结构合理的公司，经营者对

会计人员应当只有行政领导权而没有控制权。相反，会计人员

对经营者拥有控制权。然而，现实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

善，经营者实际拥有的权利往往大于他应该拥有的权利，其可

以任意任免会计人员，从而会计人员容易与经营者合谋以损

害所有者的利益。

2援 团队生产理论与会计控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

在解释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时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团队生

产指的是，企业生产的最终产物是集体内成员共同努力的成

果，由于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不可能精确地进行分解和观测，

因此不可能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如果自利的

当事人发现自己只承担偷懒的部分损失，而独自享受该行为

的全部好处，这时就会出现“搭便车”的行为。

要想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就必须避免以上道德风

险。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应当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机

制，以及安排专门人员从事监督、管理工作。他们认为所有者

就是天然的监督者，这对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企业是合

理的。但在两权分离的公司制企业中，监督权和剩余索取权一

般授予或分配给经营者。在这样的公司，经营者行使监督权，

主要是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进行监控，因而经营者

应该受到更高层次的监督或者其下属人员的反向监督，否则，

难以保证经营者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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