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会计目标问题的理论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30年代，但是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会计目标在会计准则体

系中的重要作用才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所认同。1978年，美

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了第 1号财务会计概念

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这标志着美国关于会计目

标的研究达到顶峰。FASB以会计目标为起点的会计准则制

定模式为美国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奠定了基础，因此该模式也

广为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所借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

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纷纷展开会计目标的研究，以指导会

计准则的制定。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我

国会计理论界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也加大了对会计目标的研

究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较好地发挥了对会计准则制定

的导向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和评述国内外关于会计目标

的研究文献来对我国会计目标的研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

提供参考。

一、国外会计目标研究及其特点

1. 国外关于会计目标研究的发展历程。

（1）20世纪 30年代至 20世纪 50年代，会计目标研究的

萌芽阶段。1938年，美国会计学会（AAA）发表了一份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文告———《试论公司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原

则》。该文告指出，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以货币量度反映企业对

经济资源的利用及其对债权人和投资者权益的影响。同年，美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即当时的美国会计师协会出版了

由桑德斯、查特菲尔特和穆尔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论会

计原则》。该报告指出，会计活动和会计作用的最终目的，是尽

可能有效地分清某一特定企业的资本和收益。不仅如此，会计

也有助于确定企业的权益，有助于遵循多种法规的要求。

1940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佩顿和利特尔顿共同发表了

《公司会计准则绪论》。他们认为，会计的目的是提供某一企业

的财务数据，通过汇集和表述来满足管理人员、投资者或公众

的需要。

第一个将会计目标作为独立范畴加以深究的是美国著名

会计学家 G.J.Staubus。1953年，G.J.Staubus在其博士论文中详

细分析了各类财务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以及会计人员对

这些需求可能做出的反应。公众公司财务报表应重视的是包

括债权人在内的短期和长期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2）20世纪 60年代，会计目标研究的转折点。20世纪 60

年代，随着以假设为起点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缺陷日益凸

显，以目标为起点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开始受到重视。AAA

于 1966年出版的《基本会计理论》对以目标为起点的会计准

则制定模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会计本质问

题，该书首次明确地将会计定义为一个信息系统。该书指出：

会计是为便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和决策而鉴别、

计量和传输信息的程序。基于以上对会计本质的认识，该书提

出，会计目标是为以下领域提供信息：淤做出利用有限资源的

决策，包括识别有决定意义的决策领域，确定目标与方向等；

于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盂记

录与报告资源的经营管理状况；榆使社会机能与社会控制更

加便利。

（3）20世纪 70年代以来，会计目标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

1970年 10月，AICPA所属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发表第 4

号公告———《企业财务报表所依据的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

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财务会计的环境、目的、基本特征、基本要

素、原则等。 在会计目标方面，该公告认为：淤为了改善会计

实务，需要不断研究使用者信息需求的性质、决策过程，以及

能最有效地满足他们的各种信息需求；于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分为特殊需求与共同需求，通用财务报表的目的是满足使用

者的共同需求；盂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是为报

表使用者尤其是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经济决策提供所需要的信

息。

APB第 4号公告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与以前关于会计

目标的研究相比，意义更为深远。虽然 AAA和 G.J.Staubus较

早就提出“会计目标是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

息”的观点，但这仅仅只反映了会计理论界的观点，并没有为

AICPA所认可并用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APB第 4号公告

中关于会计目标的描述，标志着 AICPA对“会计目标是为投

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的观点的接受和认可。而

且，对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受托责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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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强调也标志着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会计准则制定态度

上的一个根本转变。

为应对公众对公司财务报表的质疑，同时由于认识到建

立一套会计概念体系的必要性，AICPA于 1971年 4月成立

了两个研究小组。一个称为“惠特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如何

改进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该小组的研究报告推动了财务会

计准则委员会的成立。另一个是以罗伯特·酝·特鲁布拉德为

首的研究小组，即“特鲁布拉德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研究财务

报表的目的。该研究小组于 1973年 10月提出了题为《财务报

表的目的》的研究报告，也称《特鲁布拉德报告》。这份报告着

重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淤谁需要财务报表；于他们需要何种

信息；盂会计能提供多少信息；榆需要何种机制来提供所需的

信息。在此基础上，该委员会提出了 12个会计目标，其中前

10个目标是针对营利性企业提出的，后 2个目标是针对政府

和非营利组织提出的。

《特鲁布拉德报告》中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成果对 FASB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74年 6月 FASB专门发布了一篇名为

《会计和报告的概念框架：对研究小组关于财务报表目标报告

的考虑》的讨论备忘录,并就该报告举行了听证会。事实证明，

《特鲁布拉德报告》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为

FASB所接受，并且 FASB在其第 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

这些会计目标进行了更为准确和详细的描述。

FASB于 1978年发布了《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该

报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财务报表扩展为财务报告，他们

认为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受经济、法

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还要受财务报告所能提供信息的

特性和局限性的影响。该报告认为会计目标应界定为：淤提供

对投资和信贷决策有用的信息；于提供对估量现金流转前景

有用的信息；盂提供关于企业资源、资源上的权益及其变动情

况的信息，具体包括经济资源、债务和业主权益信息，收益和

企业业绩信息，变现能力、偿债能力和资金流转信息，管理责

任和业绩信息，管理方面的说明和解释。

1980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发布了题为《公司报告：

未来发展》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在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在政

治、经济和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环境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

的会计目标。该报告认为会计目标应界定为：淤向所有潜在用

户提供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时间上

都与他们的各种需要是相关的；于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应能

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有效性的不确定性，以及使用户能对企

业所涉及的奉献进行自我评估；盂当改进变得切实可行时，

作为指导财务报告的准则应扩大其革新和发展的范围，这一

点是必要的；榆财务报告应当能够满足所有那些能够理解财

务报告的用户的需要。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其颁布的《财务报表的编

制框架》中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有助于一系列财务报

告使用者所需要的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变动的信息，并提供反映企业经验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

况的信息。

2援 国外会计目标研究的特点评述。

（1）各国会计目标的定位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环境的差异。相对于 FASB界定的会计目标，英国会计准则筹

划委员会更加关注被用来改善社会和社会经济福利的财务报

表。就英国和美国在会计目标定位上的差异，Belkaoui指出：

如果不考虑英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将

英国的《公司报告》和美国的《特鲁布拉德报告》中的研究结果

和建议进行比较是得不出结果的。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之

所以进行独立的会计目标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美国和加拿大在历史、政治及法律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2）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界定随着会计目标研究的深入

而不断变化和扩展。早期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很少提及投资

者和债权人的信息需求，而更多地倾向于管理当局的信息需

求。G.J.Staubus首次提出，公众公司财务报表应重视包括债权

人在内的短期和长期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他又进一步指出，如

果同意将“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视为会计的首要目

标，那么首先应确定为满足这种目标所需的信息种类以及提

供这些信息的可能性。

《特鲁布拉德报告》提出，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应满足投

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需要，并进一步分析和阐述了提供上述

信息所需要的条件。《公司报告》则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

进行了扩充，确认了潜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合理权利。

FASB在第 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指出：财务报告不是目

的，它只是提供对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的一种手

段。因此，财务报表的目标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受经济、法律、

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3）实现由财务报表目标向财务报告目标的转变。在FASB

发布《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以前，美国关于会计目标的

研究文献中所论述的会计目标主要是指财务报表的目标。随

着对会计目标研究力度的加大，FASB通过对信息使用者的

信息需求以及实现其信息需求的现实可能性的分析，将财务

报表的目标扩大为财务报告的目标，以更好地满足信息使用

者的需要。会计准则筹划委员会在《公司报告》中指出：本研究

的目的是对现在的需要和所颁布的财务报告的范围和目的进

行重新检查。

二、国内会计目标研究及其特点

1援 国内会计目标研究。

（1）关于会计目标在会计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关于会计

目标的重要性，我国会计学者有较多的论述。一般认为，会计

目标是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决定了会计假设、

会计准则、会计对象和会计技术。会计假设、会计准则、会计对

象和会计技术都是会计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确

保会计目标的实现。基于会计目标的重要性，一些学者也提出

应该把会计目标作为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2）关于会计目标和会计环境的关系。郭道扬（1992）指出

了会计环境对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以及会计法制建设水平的

影响。赵德武（1997）进一步指出，会计目标不但具有连接外部

环境和会计系统的特性，而且具有连接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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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梁爽（2004）对会计目标和会计环境的逻辑关系进行

了剖析，将影响会计目标的因素分为：影响会计目标存在的因

素和影响会计目标定位的因素，并指出影响会计目标存在的

因素有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影响会计目标定位的因素有经济

和教育。陆正飞（1992）认为，财务会计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发展

动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财务会计服务于外部信息使用者。

（3）关于会计目标、财务会计目标、财务报表目标和财务

报告目标的争论。阎达五（1990）指出，要区分财务报告的目标

和会计的目标，财务报告的目标是会计目标的一个基本方面。

陆正飞（1992）则认为，会计目标首先是财务会计的目标，明确

会计目标，首先是提高未来的会计核算工作的质量从而提高

会计信息质量。陈少华（1995）认为，财务报表目标应该与财务

报告目标区分开来。冯巧根（1998）认为，会计目标有总体目标

和责任目标之分，财务报表目标不等于会计目标，财务报表目

标只是会计责任目标的一个方面，是会计最基本的环节和最

具体的目标。葛家澍（2004）在概括我国财务会计目标时指出，

财务会计目标和财务报告的目标是一致的。

（4）关于我国会计目标的定位。同西方国家一样，我国关

于会计目标的定位主要受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影响。

毛伯林（1990）认为，财务会计的目标主要是向所有者、投资

者、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提供财务信息。荆新（1997）认为，财

务会计的目标必须与使用者的信息需要相适应，但不能期望

财务会计提供使用者需要的全部信息。林钟高（1998）认为，会

计准则的目标应是确保公众利益最大化。伍中信（1998）则认

为，财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认定和解除受托责任，为各产权主

体提供真实有用的会计信息。刘峰（2003）在对我国的经济环

境进行分析后指出，当前我国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应定位在

向委托人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上，即向资源委托人报告

所委托的资源的保管与经营情况。葛家澍（2004）将我国的财

务会计（财务报告）目标概括为以下三点：淤反映企业经理层

受托责任的履行和完成情况；于提供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以

及其他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信息使用者做出各类经济决策

的信息；盂在必要时，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在表外披露国家

宏观调控所需要的信息。

2援 国内会计目标研究的特点评述。虽然众多会计学者关

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对我国会计理论的发

展以及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但仍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毕竟我国关于会计目标问题的研究起步较

晚，在对会计目标的认识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

足。例如，我国 1992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并没有明确提

及会计目标。虽然研究时间的短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

对会计目标的认识，但受历史因素和我国会计学者对转型时

期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研究成果的影响，我国财政部在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了我国

企业的财务报告目标，这就为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不断完善

创造了基本条件。

三、国外与国内会计目标研究的差异分析

1援 会计目标研究主体的差异。美国等国家主要由会计准

则制定机构主导会计目标研究，而我国主要是由学者以独立

的个人身份参与会计目标的研究。相对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雄厚的科研和资金实力，我国的会计学者显得势单力薄，对会

计目标的研究存在缺陷也在情理之中。

2援 会计目标研究目的的差异。由于美国等国家主要由会

计准则制定机构主导会计目标的研究，其对会计目标研究的

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更好地指导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和

完善。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早期对会计目标在会计理论体

系中的作用认识不足，没有重视对会计目标的研究。会计学者

对一些问题争论不休（如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优劣的

争论）。当然，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有所改善，我国会计准则制

定机构已开始重视会计目标在会计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

会计准则体系构建中的作用，并在发布的会计准则中明确了

我国的会计目标。我国的新会计准则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满足

投资者信息需求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强调了财务报告目

标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3援 对影响会计目标界定的相关法律环境研究的差异。对

会计目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

于这些国家在早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以保障公民

的产权不受侵犯，因此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关于会计目标研究

的文献中很少论及关于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FASB在第 1

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虽然对会计目标所赖以发挥作用的环

境做了较多论述，但仍然没有直接论述保障公民产权的制度

安排。同样，我国学者对制度环境和会计目标定位以及会计准

则体系的实施效果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研究。另外，我国处

于经济转型期，相关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健全，对信息使用者的

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司法机构的执法效率低下。而且，我国也

缺乏一支独立的、执业水平较高的注册会计师队伍。上述因素

对我国会计目标的定位以及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有决定性的

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影响会计目标的定位以及会计准

则实施效果的法律制度环境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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