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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透明度作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特征在实践中很难把

握，狭义上一般将透明度理解为充分、完整披露。笔者认为，充

分、完整地披露企业的会计信息应当是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

的基础。

一、会计信息完整性要求不应被忽略

完整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虽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很

少被人们提起。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会计信

息质量特征体系中，相关性和可靠性被并列认为是首要的信

息质量特征，可比性属于次要的信息质量特征。国际会计准则

委员会（IASC）认为财务报表的质量特征主要有四项，即可理

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

认为，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以及可理解

性、可比性、一致性和及时性等。我国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明确提出了8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上述准则制定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虽然不尽相同，但

有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未提及完整性。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财务舞弊案件引起了学者们对当前会

计准则和信息质量的思考，进而提出了不同的质量特征。如付

磊、马元驹（2005）认为，会计信息质量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特

征应当是公正性。刘泽荣、孙玉甫（2005）认为，在会计信息生

产社会化条件下，会计信息质量的首要特征应该是充分揭示。

迟旭升（2006）认为，应将真实性、公允性确定为会计信息的最

高质量特征，将可靠性和相关性确定为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

特征。在此基础上，时军（2007）增加了前瞻性、透明度、安全性

和动态性四个特征。但鲜有提到完整性的，难道说完整性只是

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

安然事件和随后的世通事件等一系列财务舞弊案件的出

现，对一贯以高质量会计准则制定者自居的美国财务会计准

则委员会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对决策者“有用”的信息没

有帮助决策者做出有用的决策反而误导了决策者，这表明仅

强调相关性或可靠性是不够的。一般来说，财务舞弊存在的条

件是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以及不完整。残缺的信息很难让

人相信其是可靠的，也很少有人会用其指导相关决策。所以，

完整性应当成为其他信息质量特征的前提。

二、完整性的重新定位

基本质量特征在质量体系中具有主导作用，是其他质量

特征存在的前提条件。基本质量特征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淤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成分，能客观反映现实情况；于所反映的

情况必须全面，不应有所偏废。相关性是指财务报告所提供的

信息应与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人员所做出的投资、信贷等决

策相关。这里相关与否的判断在于财务报告的提供者，他们的

价值判断不可能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完全一致。由

此可见，相关性质量特征不符合上述基本质量特征要求中的

任何一项，因此其不应作为基本质量特征。

“可靠的信息”虽然客观反映了现实情况，但可靠的信息

是否就一定值得信息使用者信任？决策者在获取某一会计信

息后必然会对其可靠性进行价值判断，这主要是因为决策者

所得到的所谓的“可靠的信息”是二手的、经过加工的信息，由

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加工者和使用者对同一信息的信任程

度就会存在偏差。当前比较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也对可

靠性提出了挑战，可靠的信息并不一定是全面的信息。所以，

将可靠性作为会计信息基本质量特征也不符合要求。

笔者认为，应将完整性作为基本质量特征。首先，由完整

性的定义可知，完整性的内在要义就是全面、客观地反映企业

的某一阶段实际情况，不应有所偏废。其次，完整性不存在价

值判断的成分，企业所提供的信息只要遵循了会计准则或相

关法律，该信息就可以认为是完整的。会计信息是否相关由信

息使用者自行判定，会计信息提供者只需对会计信息进行客

观的披露，而无需考虑哪些信息对哪些信息使用者有用，也不

必特别考虑或关注某类信息使用者的特殊要求。最后，完整性

特征使得会计人员的工作更规范，会计人员可以完全依据事

实来进行信息披露，有利于其保持公正、公允的独立地位。

在完整性基本质量特征下，与“决策有用性”相关的两个

重要信息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和可靠性。与以往不同的是，完整

地披露信息是前提，在此前提下信息提供者在进行信息处理

时必须全面披露信息处理的原则、标准、过程和结果，而不再

是“暗箱”操作。信息使用者如果对所提供信息的相关性和可

靠性产生怀疑，就可以很方便地检验信息处理过程，甚至可以

论高质量会计准则下完整性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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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将可靠性和相关性作为会计信息基本质量特征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完整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上述缺陷、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是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一种有益尝试，也是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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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查阅原始资料。因此，在完整性约束下所提供的会计信息

大大提高了其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有用性。

在完整性基本质量特征下需要重视的一个质量特征是实

质重于形式。当前很多财务舞弊案件都是利用会计准则或法

律上的漏洞，追求形式上的合规性而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这样虽然从规定上是符合要求的，但无助于决策者做出正确

的决策。近年来，FASB制定准则时由规则导向转变为原则导

向也说明了实质性判断的重要性。所以，实质重于形式是对完

整性的补充，使完整性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

三、强调完整性要求的现实基础

透明度是1998年利维特在其题为《高质量会计准则重要

性》的文章中首次提到的。根据高质量会计准则理念，透明度

应该是财务报告表述中所运用的最重要的质量特征。按照透

明度的要求，企业必须清楚、确切地表述与投资者相关的信

息，能够诚实、充分、不偏不倚地披露企业的经营成果，从而让

投资者了解到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

1998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将

全面性（即完整性）作为会计信息的最重要质量特征，这与高

质量会计准则的理念不谋而合。高透明度意味着使用者能依

据企业所提供的信息准确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

风险状况等。在现有的会计准则下,通过完整的信息披露来提

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应当是一种可行的途径。

透明度概念的提出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一般意义上

的会计信息披露要求的深化。透明度是一个关于会计信息质

量的更为全面、综合的概念。从字面上看，透明似乎只要清晰、

易懂就可以了，实际上透明度高的信息应当是高质量信息的

代名词。因此，可以把透明度狭义地解释为充分披露，在当前

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模式下，对完整性的重新定位正是顺应了

这一要求。

完整性是实现透明度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完整性的基

础上遵循充分披露的原则，才能使会计信息使用者相信会计

信息是相关和可靠的，才有利于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进行监

管和宏观经济调控，才有助于企业管理当局顺利履行其受托

经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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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会计时代，会计工具（狭义的）是纸、笔、算盘等用于

会计核算的硬件的总称。计算机会计时代，会计工具（狭义的）

是磁介质、计算机、软件程序等用于会计信息处理的硬、软件

的总称。由此可见，无论是手工会计还是计算机会计，会计人

员从事会计工作都离不开会计工具。

会计工具是硬件，而相应的记账方法是软件，硬件与软件

要配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先进的记账方法必须与

先进的计算机会计工具相配合，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记账

方法能否适应计算机时代会计工具发展的要求，关系到会计

工具的作用能否正常发挥。如今，会计工具已从算盘发展到计

算机，计算技术已从手工计算发展到电子计算，这是一次会计

工具的大变革。会计工具在发生变革的同时，也需要记账方法

随之变革。

一、会计工具变革引起记账方法变革

人们对于会计工具变革引起记账方法变革的认识，是随

着计算机在会计领域的深入应用产生的。计算机及其信息技

术的深入应用将变革会计核算方法及整个理论体系，包括变

革现行会计的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法。但这个问题不曾被

会计界足够地重视，致使一些业内人士没有意识到传统手工

会计的记账方法也会因此产生巨大的变革。甚至有人认为复

式记账法仍然适用于计算机时代的会计处理，显然这是一种

错误的认识。这种认识很可能与现在计算机会计依然沿用手

工会计的记账方法有关。复式记账法适用于手工会计操作的

记账方法阶段，到了计算机会计操作阶段，记账方法应该有一

次大的变革。

会计工具变革引起记账方法变革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很

会计工具变革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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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处理会计信息的会计工具已发生了巨大变革，复式记账法与计算机会计时代的会计工具越来越不相适应。

会计工具变革要求记账方法变革，而记账方法的变革必然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

【关键词】会计工具 记账方法 会计基本理论 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