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窑74窑财会月刊渊理论冤 援

目前已有学者撰文从生物经济学视角对会计活动进行分

析 ，但迄今为止，从物理经济学视角对会计活动进行系统研

究的很少。毋庸置疑，物理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经济实践指导价

值，其在会计领域也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重要的应用

价值。本文基于物理经济学视角，运用牛顿力学、机械效率、

杠杆原理和熵理论分别对企业价值运动、成本控制、经营杠

杆和财务杠杆以及会计改革等与会计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

一、牛顿力学与企业价值运动

牛顿力学以牛顿运动定律为出发点来研究质点系统的运

动，这与会计将企业价值运动作为核算对象有相通之处。企业

将各种资源加以集成和运用，形成综合竞争力，企业价值运动

就是在这种抽象的“力”的作用下产生的。企业价值运动的速

度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各种蕴含

于企业资源中的“力”在得到有效释放后，必然带来企业价值

的变化，是企业价值发生正向位移的动因。当然，企业价值运

动不仅取决于基于资源组合的推动力，还与企业的外部风险

和内部摩擦有关，而这两者形成企业价值运动的阻力，使企业

的交易成本增大，最终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所有动力和

阻力形成的“合力”决定了企业价值运动的加速度，给定时间

轴，还可以计算出企业价值运动的即时速率。

现实经济生活中，投资者往往投资于价值运动保持高速

度的企业，而对于价值增长速度较慢的企业漠不关心，结果常

常导致投资失利。对此，牛顿第二定律可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

释。比如，某些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其现金流出远大于现金流

入，企业价值运动的速度为负（亏损），但在核心竞争力的持

续作用下，企业价值运动的加速度却为正，这类企业是未来股

市的黑马；而另一些企业虽然实现了价值最大化，但由于没有

核心竞争力，其很可能面临着市场萎缩和业绩滑坡。投资者只

要对存在于企业内部的、经济意义上的“力”和“加速度”有所

认识，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决策效能，而不会被“速度”这一表象

所蒙蔽。

各种“力”蕴含于企业资源（如物质资源、结构性资源、人

力资源、客户资源和社会资源等）中，反映了价值运动的动因，

而会计作为对经济主体价值运动过程及结果进行核算和报告

的一种活动，应当将其纳入会计核算和报告的范畴。实际上，

我国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使得会计目标的重心已经由受托责

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移，基于决策导向的会计应该能完整反

映企业的价值运动过程。当前的会计只反映了“力”作用下的

过程和结果，对“力”本身的描述是不完整的。会计不能仅满足

于对物质资产进行揭示，还应更多地考虑人力因素。知识经济

时代，人力是企业价值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对人力资

本、人力资产及人力权益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有利于会计

信息使用者深入了解企业价值运动的内在动因，进而有助于

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和经济决策。人本会计在传统二维会计模

式（体现为“资产”的价值存在和“权益”的价值归属）的基础

上，将会计拓展到第三个维度，即体现为“作业”的价值动因。

人本会计报告对隐藏于企业价值运动背后的“力”（物力和人

力）的完整刻画，将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经济决

策，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机械效率与成本控制

机械效率指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比例，即：浊=W有用功/

W总功。总功与有用功的差等于额外功。浊为 1是一种理想状

态，现实中 浊总是小于 1。因为任何机械本身都受到力的作

用，相对运动的零件之间又存在摩擦，所以使用任何机械，除

了做有用功，都不可避免地要做额外功。机械效率能反映机械

的性能，有用功所占比例越大，机械的性能就越好。提高机械

效率的主要方法有改善机械的结构、按规程进行保养、合理使

用以减小摩擦等。

企业经营活动中也存在着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创造现

金流入、提高企业价值是企业系统的基本目标。根据物理学知

识，如果系统是由几个机器或机构简单串联而成，则系统的总

效率是各个机器或机构效率的连乘积；如果系统的组成比较

复杂，则可根据输出动力与输入动力之比求得机械系统的总

效率。“投入产出比”和“资产保值增值率”可以近似地等同于

企业系统的“机械效率”，所不同的是，企业系统更为复杂，各

类输入资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而且人力资本具有

价值增值性，所以当企业系统的效率等于 1时，企业达到盈亏

平衡点；企业系统的效率大于 1时，企业盈利；企业系统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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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小于 1时，企业亏损。物质生产要素在流转过程中易发生价

值折耗，这与机械用功过程类似。为了使生产正常进行而发生

的物质损耗、利息支出等相当于企业系统所用的额外功，科学

地确定物质损耗定额、资本结构、股利政策以及进行纳税筹划

等就是为了降低“能耗”，提高企业系统运行的总效率。这些

举措属于广义的成本控制范畴。缘于对成本控制的狭义理

解，我国企业在成本控制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盲目削减必须

发生的成本，导致收益随之减少，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二是

忽视对人力资本成本和环境成本的计算和控制，导致我国的

商品成本表面上居于国际较低水平，使得我国企业在反倾销

会计应诉中处于不利地位。使用新的节能环保材料、研发或引

进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消除无效作业或不增

值作业、构建企业集群资源共享机制、发展环境会计和人本会

计等，有助于改进现有的企业效率评估方法，提高企业系统的

效率。

三、杠杆原理与经营杠杆、财务杠杆

自然界中的杠杆效应，是指人们通过利用杠杆，可以用较

小的力移动较重的物体。杠杆原理在经济领域有着广泛的应

用，比如利率、汇率、税率等都是调节经济的杠杆。杠杆原理在

会计领域也得到较多应用，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即是典型的

例证。合理运用杠杆原理，有助于企业合理规避风险，提高资

金运用效率。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由于

风险具有空间传导性和随时间逐级放大等特点，这就使得经

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导致的经济后果具有杠杆效应。

会计领域巧妙而形象地借用“杠杆”这一物理学原理，提

出“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概念，用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

杠杆系数反映不同杠杆作用的大小，对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

风险进行测度和评估。经营杠杆是指在某一固定成本比重的

作用下，销售量变动对息税前利润产生的影响，“固定成本”起

到杠杆的作用，使得企业息税前利润的变动幅度大于销售量

的变动幅度；财务杠杆则是指在某一固定筹资成本水平条件

下，息税前利润变动对普通股每股收益产生的影响，“固定筹

资成本”起到杠杆的作用，使得普通股每股收益的变动幅度大

于息税前利润的变动幅度。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的

乘积等于总杠杆系数，反映在综合杠杆（或复合杠杆）作用下，

销售量变动会使普通股每股收益产生更大的变动。当然，杠杆

作用同时表现出杠杆收益效应和杠杆风险效应，在利用杠杆

获得高收益的同时，必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在正常的市场

竞争条件下，企业不存在“高收益、低风险”型杠杆，这与物理

杠杆“省力必不省距离”的规律相似。企业的很多经济活动都

存在这种子目标悖论，管理当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种杠

杆工具进行评估和选择，在企业的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前提

下，寻求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均衡杠杆组合。

四、熵增原理、耗散结构理论与会计改革

熵是系统的态函数。热能从高能端向低能端传递的过程

中，系统愈来愈趋向于平衡和无序，从根本上讲，熵是表征系

统无序程度的量度。平衡态即无序态，也就是熵值最大时的状

态。在可逆过程中，系统熵的变化等于系统所吸入的热量与热

源温度之比；在不可逆过程中，熵变大于热温比。这就是熵增

原理。熵增原理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信息论和

控制论将广义的熵定义为系统内无序态出现的程度，认为信

息量越大，体系结构越规则，功能越完善，熵就越小。普利高津

的耗散结构理论就是基于熵增原理，以开放系统为对象提出

的。该理论认为，处于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引进负熵流

来抵消内部的熵增加，在随机因素扰动（即涨落）的情况下，系

统从不稳定态跃迁到新的稳定态。在此过程中，内部各要素之

间发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自组织现象，而孤立系统、封

闭系统只能走向“死寂”。

根据熵增原理和耗散结构理论，如果会计改革在一个相

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那么由于缺乏信息与能量交换，会计系

统内的正熵将会不断增加，会计系统将会趋于无序，会计事业

也将随之走向衰败。会计系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会计改

革特别是会计准则变迁应该在开放理论的指导和创新实践的

推动下，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通过引入负

熵流使会计系统的运行维持在较低的熵水平上，保持会计系

统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会计国际化和会计国家化的共同推进

能促使会计系统形成有序耗散结构。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

应该与外部环境发生更多的能量和信息交换，外部环境不仅

包括各利益集团（政府部门、投资者、债权人、社区、供应商及

社会公众等），还应该包括国内外专家学者、其他国家相关组

织及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等。会计改革的本质在于，通过引

入负熵流对会计系统进行调整和创新，使其有序度增大并形

成耗散结构，这是一种加强会计系统的开放性、提高会计系统

运行效率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物理经济学在会计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例如牛

顿力学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企业价值运动的内在规律、改进

会计核算和报告模式提供了新思路；机械效率问题为提高企

业系统效率提供了新思路；杠杆原理则告诫管理当局应该综

合使用经济杠杆，有效规避风险并获得收益；熵理论为我国推

进会计改革、促进我国会计的国际化和国家化提供了理论支

持。基于物理经济学视角对会计问题加以研究，不仅开辟了新

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创新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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