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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管理者在面临信贷市场以及证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时，会选择持有较多的现金以抓住较好的投资机会。

当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现金持有量

的继续增加将导致代理问题。当公司中保留过多的现金时，经

理人基于自利动机，除了接受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方案外，

还会将多余的资金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方案，或从事一

些能增加自己的津贴、在职消费及其他控制权私利的活动，从

而导致公司价值下降。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之

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公司

价值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现金持有量水平较低时，随着现金

持有量的增加，公司价值有所上升；当其超过一定水平后，随

着现金持有量的增加，代理问题出现，使得公司价值有所下

降。信贷市场及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司经理人的代

理问题导致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

出以下建议：

1. 上市公司要加强现金管理，提高现金使用效率。公司

可依据过去及当前的财务特征、行业和时间的影响，确立目标

现金持有量，避免公司现金持有过量或不足，进而有效避免公

司资金的闲置、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

2. 发展经理人市场，建立经理人约束机制。增加经理人

的持股比例，加强对经理人的激励，促使经理人在现金持有和

使用决策上选择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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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与相关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两大基本特征，构建

数学模型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程度进行定量分析至少有三大意

义：淤在宏观层面上可以用来评价我国新实施的企业会计准

则是否使会计信息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于在中观层面上可以

用来分析现行会计信息系统的稳定性程度；盂在微观层面上，

可以评价某企业整张报表的可靠性程度及报表中某个项目数

据的真实性、可靠性程度，也可以将报表中几个项目数据的可

靠性程度进行比较，从而有利于决策者根据所用项目数据的

可靠性程度对决策结果进行更加准确的估计，也有助于审计

人员在审计中对可靠性程度低的项目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进

行重点审计从而提高审计效率。

现有大多数文献主要从定性角度对会计信息可靠性进行

分析，从定量角度对会计信息可靠性进行分析的文献很少。陈

美华博士、会计学家井尻雄士和朱迪克对该问题进行过定量

研究，提出了会计信息可靠性测度指标，但他们的指标应用范

围较窄并且建立的模型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尝试建立一个不

仅可以用于单一信息项目的可靠性测度，而且可以用于不同

项目信息的可靠性比较的数学模型。

一、现有会计信息可靠性测度模型评价

关于会计信息可靠性测度模型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种

具有代表性的衡量模型。

1. 井尻雄士和朱迪克提出的模型。他们用多次独立计量

得出数据的离散程度来衡量会计信息可靠性，具体模型为：

V=移（xi-x）2/n

上式中，V代表可靠性，V值越小越可靠；n代表重复计量

次数；xi代表第i次计量值；x代表多次计量结果的期望值。

由以上模型可知，他们对会计信息可靠性内涵的理解有

失偏颇，没有从会计目标出发，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会计信

息的真实性相混淆，他们衡量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做法有两

大不足：淤他们建立模型的目的原本是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进行测度，实质上却在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或会计信息程序与

方法体系的稳定性进行测度；于其建立的测度指标本身存在

缺陷。他们设计的独立计量次数带有随意性，没有科学依据；

没有用样本均值代替总体均值的置信度；没有用测度指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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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析，并在评价现有会计信息可靠性测度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统计

学方法构建了用途更广、更加科学的测度模型，以比较不同信息项目的可靠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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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真实性程度进行衡量的置信度；模型只能对报表中

的单一项目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测度，无法对整个报表数据的

综合真实性程度进行测度，也无法比较不同项目数据的真实

性程度。

2. 陈美华博士提出来的模型。陈美华博士将会计信息可

靠性的测度分成两个步骤。

首先对所测量数值的真实程度进行测量，具体模型如下：

VT=［移（xi-x）2/n］+（x-x鄢）2

其中，（x-x鄢）2表示被测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偏差；VT表示

调整均方差，它的值越小代表信息越真实。

然后，他结合信息使用者可容忍误差，提出用于可靠性计

量的模型：

R=100%-VT/（x伊P）

其中，R表示可靠性程度，P表示可容忍误差。

可见，他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作了更合理的解释，但他的

模型同样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设计的独立计量次数没有科学

依据；没有用样本均值代替总体均值的置信度；没有用测度指

标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程度进行衡量的置信度；只能对报表中

的单一项目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测度，无法对整个报表数据的

综合真实性程度进行测度，也无法比较不同项目数据的真实

性程度。

二、会计信息可靠性测度模型的重建

1. 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测度。设某会计项目的真实值为滋

（所谓真实值是指该值真正反映了报表中该项目的经济含

义），x代表对同一企业该项目进行独立计量得到的测量值。会

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它将原始的经济业务用自己特有的

一套方法加工成报表中的产品。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影响信息

真实性程度的因素非常多，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如果一个随机

变量是由多个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叠加而成，而其中每个分

量在总和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大，那么作为总和的那个随机变

量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我们认为会计项目的产品的会

计信息数据x服从正态分布，即：x ~N（滋，滓2）。

如果能知道该项目的期望值或真实值，就能准确地对该

项目的某一个具体值x的真实性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可以用x

值偏离滋占滋的百分比来衡量x值的真实性高低。然而现实中

某项目的真实值滋和总体标准差滓都是未知的。我们只能用样

本信息来对滋和滓进行估计。在抽样之前要确定样本容量，根

据统计学知识可得：

其中， 表示用样本均值对总体均值进行点估计时存在

的极限误差，n表示要求以1-a的置信度（可能性）使估计值x在

真实值滋附近的 范围内时应该确定的样本容量。

由于一般情况下，总体方差是未知的，为了确定样本容量

n的大小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对总体方差进行估计：淤分两步抽

样，先抽一个容量相对较小的样本，用其样本标准差S作为总

体方差的点估计值，然后计算出n。于从以往同一总体或同类

总体的研究中得出滓的估计值，或根据经验估计。若有几个估

计值，则可按谨慎性原则取最大的滓值作为估计值。

在确定样本容量后，可以开始采用独立试验的方法由n个

人分别对同一企业的同一报表项目进行独立计量，得到一个

具体样本（x1，x2，…，xn），并计算出该样本的平均数x。则真实

值滋的取值范围为（x-吟x/2，x+吟x/2），概率为1-a，可以用x

作为滋的点估计值。

设该项目的实测数值为y，它与项目真实值滋的接近程度

用R表示，则：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用模型R= 进行真实性测

度，是因为它反映的是会计信息系统的稳定性程度，而不是信

息结果的真实性程度。

在相同置信度下某项目的R值越小则说明该项目的实测

值越接近真实值，真实性越高；当置信度一定时，R的置信区

间越窄说明对R的估值越准确。该模型还可以用于比较不同

项目实测值的真实性，具体方法是：先将各项目在确定抽样样

本容量时取相同的置信度，然后计算出各项目的R值，R值越

小的项目其实测值的真实性越高。

2. 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测度。

（1）会计信息可靠性分级。根据前面对可靠性内涵的分

析可知，会计信息可靠性高低是一个主观指标。决策者在使

用某项会计信息时，会在主观上容许一定误差，其往往根据会

计实测值偏离其真实值的程度将会计信息可靠性分成若干等

级。如当b1臆 时，认为会计信息非常可靠；当b2臆

约b1时认为会计信息可靠；当b2约 臆b3时认为会计信息

基本可靠；当b3约 臆b4时认为会计信息不可靠。其中各

等级的界限值的取值受到会计信息的不同用途（用于不同的

决策）和不同信息使用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要判断某一会计信息实测值的可靠性属于哪一等级，只

要先确定项目真实值滋和各等级的上下限值就可以了。当然，

由于项目真实值滋不能确知，往往在一定的置信度水平1-a和

一定的估计极限误差吟x下用样本容量为n= / 伊滓圆的样

本均值作为真实值的点估计值。对于不同项目数据的可靠性

比较，只要先确定各项目属于哪一等级就能明确知道哪个项

目更可靠。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会计信息分级方法的正确概率

为1-a。

（2）同级信息可靠性比较。如果需要进一步比较同一等级

中的各种信息则可使用如下可靠性测度模型：

R'= = -（1+Me）

同一等级项目中，R'值越小的项目的可靠性程度越高，

Me为该等级的组中值。

主要参考文献

陈美华.公允价值计量基础研究.北京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袁2006

y-滋

滋

Z
2
a/2

吟
2
x

吟
2
x

誆y-滋誆

滓̂

吟
2
x

y-滋

滋
y-滋

滋
y-滋

滋

y
滋

y-滋（1+Me）

滋

y-x

x

y-滋

滋
R= =

吟
2
xZ

2
a/2

n= / 伊滓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