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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会导致逐利的会计信息生产者虚假会计信息的提供过量而真实会计信息的提供不足，从

而劣化会计信息的质量。本文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会计信息外部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劣化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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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理论下会计信息质量劣化问题探讨

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最早来源于马歇尔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出现的“外部经济”一词，但与我们

今天所说的外部性的意思相去甚远。后来的学者对外部性理

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主要是在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上。

20世纪 6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界基本上沿袭了庇古的

思想，认为处理外部性问题时，应该引入政府的干预，对外部

性生产者或课税或补贴。20世纪 60年代后，庇古的这一主张

受到了冲击。科斯在其 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认

为，无论产权最初如何界定，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都能通过市

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的互定合约来实现资源的帕累托

配置，即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意味着在解决外部性问题

时可以用市场交易形式代替法律程序和其他政府管制手段。

然而科斯定理能否真正用于解决外部性问题却引起了众多学

者的争论，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零交易费

用；二是当受损者众多时，不但交易费用巨大以致使得自愿协

商成为不可能，而且会出现严重的“搭便车”现象。持此类观点

的代表性人物有斯蒂格勒、霍尔曼和沃特森。

当代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的特征做了系统归纳，并提出了

新的问题。如澳大利亚籍华人黄有光认为，外部性的一个重要

特征就是：外部性与受损者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外部性所产

生的影响并不一定能明确表示出来，但它必定要有某种（正的

或负的）福利意义。当受损者对外部性不是漠不关心的时候，

它就是相关的；否则，就是不相关的。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其所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和会计信息供需双方信息

的不对称，使得会计信息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使得在纯市

场力量的作用下，会计信息的生产不是过多就是过少，从而不

能达到理想状态下的最优会计信息生产量。无论会计信息生

产是过多还是过少，都会导致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缺失。

本文拟将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引入对会计信息的研

究，针对会计信息外部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劣化影响进行客

观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的办法。

一、外部性与会计信息外部性

在经济学中，外部性实际上指的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对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收益或损失的

外溢。当存在收益的外溢时，会给外界带来好的影响，即为正

的外部性；当存在损失的外溢时，会对外界产生不利的影响，

即为负的外部性。当存在外部性时，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

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分离。

会计信息外部性是指会计信息提供者提供的会计信息会

对使用会计信息的其他相关主体产生好的或不好的影响，而

这种影响都是外生于会计信息提供者的。这种外生性会导致

逐利的会计信息生产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提供的

会计信息量不是过多就是过少，从而不能提供最优的会计信

息量。

二、会计信息外部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1. 正外部性使得真实会计信息的生产不足。由于会计信

息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搭便车”行为使得会计信息生产

者难以就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向使用者直接收费，从而使得会

计信息的生产成本无法得到足额弥补。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对

生产真实会计信息的激励与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导致信息生

产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生产者

就没有动力去提供足额真实的会计信息，从而使得真实会计

信息的生产不足，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劣化。现利用经济学中的

外部性理论对这一推断加以论证。

假定会计信息生产者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者；并令

Cs和 Cp、Vs和 Vp分别代表提供会计信息的社会成本和私

人成本、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则：

当存在正外部性时，有 Vs跃Vp，再令 Vs跃Cp跃Vp，则 Vs原

Vp跃Cp原Vp跃0，即社会获得的收益（Vs）大于私人获得的收益

（Vp），但私人收益（Vp）却不足以弥补私人成本（Cp），因此，

在此情况下，作为个体利益最大化追逐者的生产者选择不提

供该会计信息，由此导致会计信息生产不足。

具体推导过程如下：提供真实会计信息寅给其他主体带

来收益且未获补偿寅正外部性（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寅真

实会计信息生产不足。

对真实会计信息生产不足的证明也可以引入“边际”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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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进行更直观的阐释，具体如图 1所示：

其中：MRp表示会计信息生产者的私人边际收益；MRs

表示会计信息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MCp表示会计信息生

产者的私人边际成本；Qp表示会计信息生产者实际提供的会

计信息量；Qs表示社会所需要的会计信息量。为达到个体利

益最大化，会计信息生产者选择在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私人边

际收益处决定产出量，即 Qp为实际的会计信息提供量，但由

于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社会的会计信息需要量

为 Qs，Qs跃Qp，即真实会计信息相对于社会的需要量而言是

不足的。

2. 负外部性使得虚假会计信息的生产过量。虚假会计信

息会误导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带来不利的外部影响，产生

负的外部性，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来加大会计信息生产者的

私人成本，则会计信息生产者的私人成本就会小于社会成本。

当存在负外部性时，有 Cs跃Cp，再令 Cs跃Vp跃Cp，则 Cs原

Cp跃Vp原Cp跃0，即社会承担的成本（Cs）大于私人承担的成本

（Cp），但私人收益（Vp）大于私人成本（Cp），会计信息提供者

将因此而获利，在此情况下，作为个体利益最大化追逐者的

生产者选择提供该会计信息，由此导致虚假会计信息的提供

过量。

具体推导过程如下：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寅给其他主体带

来损失且未承担寅负外部性（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寅虚假

会计信息生产过量。

对虚假会计信息生产过量的证明也可以引入“边际”的概

念进行更直观的阐释，具体如图 2所示：

为使个体利益最大化，会计信息生产者在MRp=MCp处

决定产出量，此时的会计信息生产量为 Qp，但由于社会边际

成本（MCs）大于私人边际成本，而 MCs与MRp的交点所对

应的产出量为 Qs，即社会需求量为 Qs，Qp>Qs，说明虚假会计

信息的生产过量了。

三、会计信息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经济学中，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政府管

制，二是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方法主要有征税（或补贴）、合

并企业（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和政府直接管制；市场调节的方

法主要是“明晰产权”，让市场交易双方自行解决。会计信息虽

然可以看成是一种商品，但毕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经济学中

用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并不一定都适用，如合并企业的

方法就明显不适用，我们不可能，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让会计

信息生产者与需求者合并的满意的方法，以使外部成本内部

化。笔者认为，单纯使用政府管制或市场调节的方法是不够

的，对会计信息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应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

具体有：

1. 政府应正确引导和严格规范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信息

生产和披露行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这一事实却绝不是要引导会计信息生产者利用会计信息生

产的控制权去迎合某个相关方的利益需求或在各利益相关方

之间进行平衡，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

会计信息生产者就更不应该卷入这种利益的纷争，而应该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企业本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等经济现实，如此才能公平对待任何一方。倘使会计信

息生产者丧失了这一立场，会计信息就无真实性可言，也就更

谈不上有用性了。

因此，会计管制机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确保会计信息

生产者持有客观、求实的立场。实现这一“确保”的途径是：首

先要制定一套体现会计信息处理“实质重于形式”精神的会计

准则；其次是要对违反会计准则精神实质的会计处理行为，特

别是对恶意的舞弊行为要加以严厉的惩处；最后也是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对会计信息生产者进行持续的守法守德教育。

规范和惩处是一种外在的保证机制，而会计信息是由拥有自

主思想的人去生产的，因而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最终还要靠

人的自愿行为来实现。只有会计信息生产者自觉地贯彻这一

原则，所有引发外部性问题的因素（如私人收益弥补不足和信

息不对称等问题）才不会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起任何作用。因为

即使信息生产成本弥补不足，会计信息生产者也会如实反映；

即使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生产者也不会利用这种信息优势

去损害会计信息需求者的利益，如实反映是其最高宗旨和行

动指南。

2. 加大对会计信息需求者诉讼权的保障力度，并充分发

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诉讼权是会计信息需求者对自己遭

受的利益侵害通过法律手段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并得到补偿的

一种机制。它既属于政府管制的方法，又属于市场调节的方

法。说它是政府管制的方法是因为这种诉讼制度只有通过政

府才能建立并得以保证；说它是市场调节的方法是因为诉讼

属于会计信息生产者与会计信息需求者之间的一种博弈方

式，事实上相当于赋予了会计信息需求者不受劣质会计信息

侵害的权利，是明晰产权的一种方式。

目前我国对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这种诉讼权的保障力度是

很弱的。首先，诉讼案件的受理困难重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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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2年初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

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迈出了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第一步。大庆联谊案作为《通知》颁布

后我国首例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共同诉讼案虽然最终

得到了受理，但其立案受理过程却经历了一波三折。相当一部

分的中小投资者就没那么幸运，因为一些法律以外的原因，他

们的诉讼请求根本得不到支持，在此就不列举了。其次，民事

赔偿力度不够，对会计信息使用者（主要指投资者）显失公允。

2002年 12月 26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

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指出，虚假陈述

行为人只需赔偿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具体

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及相

应资金在买入、卖出期间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就民事赔偿的

规定而言，对劣质会计信息生产者无法起到威慑的作用，对会

计信息使用者是不公平的。

此外，社会公众特别是新闻媒体对会计信息生产者的监

督作用已日显突出，综观美国和中国的许多财务丑闻都是最

先由媒体报道，最终得以被处理的。笔者认为，媒体监督具有

强大的社会效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可以对

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会计造假行为起到很好的威慑和惩戒作

用。此外，唤起全民的思想觉悟，形成全民打假的风气可以对

劣质会计信息生产者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使其不敢造假也

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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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流成本核算是会计学界为推动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有益探索。该方法理论上逻辑严密，

操作上具有可行性，但当前资源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影响了其研究结果的正确性。为此，本文提出研究资源流成本核算的前

提是明确反映生态真实的资源价格。

【关键词】资源价格 外部效应 社会成本 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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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源流成本核算之前提

资源流成本核算是根据德国环境经营研究提供的“流量

成本会计模型”开发的，用于企业经营者环境管理决策的一个

重要手段。它从数量和金额两个方面计量企业生产过程中的

资源投入、消耗、废弃等的流量与存量信息，追踪被投入资源

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移动轨迹，并根据资源流的去向划分合

格品资源成本与废弃损失成本，提供资源的物量和成本损失

比率，寻找损失成本产生的环节所在。该方法通过设置物量中

心进行核算，可以更加客观准确地提供生产工艺流程中不同

物量中心的资源消耗与废弃成本信息，有助于企业管理层以

此为基础寻求改善对策，从而达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及降低

成本的目的，从而形成环境保护效果增强和资源利用效率提

高的双赢局面。

从当前来看，这种方法能更客观地帮助企业管理层认识

成本产生的具体环节，为其管理决策提供准确的成本数据。它

既是当前资源约束条件下加强企业成本核算和控制的一种有

效方法，又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节约使用和高效使用的

途径。但是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其分析的资源成本是建立在偏

离其价值的资源价格基础之上的，尽管这种方法理论上逻辑

严密，可以得出准确的数据，但作为数据基础的资源价格与价

值偏离必然导致核算结果与现实情况产生差异，从而导致结

论不够客观、准确。所以我们认为，应用该方法核算的前提应

是保证资源价格的生态真实。

———明确反映生态真实的资源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