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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会计系统人格假设的权益要素属性探讨

【摘要】本文根据会计的人造经济系统特征，提出“会计系统人格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对权益要素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进行分析，探讨权益要素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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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系统人格假设的提出

目前对权益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权益

专指企业净资产，即一个主体在其控制的全部资源中扣除主

权属于债权人的部分后归属于投资人的净产权。这也是各国

会计准则普遍采用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权益是指与企业

全部资产形式相对应的资产来源，包括债权人权益与所有者

权益。这两种定义都没有从权益本身的角度考察，因而没有完

全揭示权益的本质。本文考察权益要素概念的形成以及内涵

与外延的变化过程，进而探究权益要素的本质属性。

本文认为，会计系统根据其主导者选择会计立场。首先，

由于会计是一个人造经济系统，发明、使用该系统的群体必然

在这个过程中赋予其自身的价值观，因而利用会计系统进行

账务处理的过程和结果代表了该利益群体的立场，因而会计

系统代表了其主导群体的意志，具有一定的人格性。其次，会

计核算的复式记账法是在长期的计量、记录过程中总结出的

一种反映经营财产价值运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具体内容建

立在会计系统选择的立场的基础上。最后，由于会计系统不仅

计量企业的财富，而且确认企业的经营损益，因此可以假定企

业的控制者为了控制企业的财富和收益的分配有动机取得会

计系统的主导权。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提出“会计系统人格假设”，即会计系

统被其主导者赋予人格性，会计系统选择其主导者的立场，这

种立场的选择决定了会计是为谁服务以及复式记账法的核心

步骤与具体操作方法。下文将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考察权益

要素的本质属性。

二、企业的起源与“权益要素”的产生

权益要素概念起源于复式记账法下的业主权益账户，该

账户反映企业与其所有者的关系。在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中，

企业与其所有者的关系也不同，因此权益账户的内涵与外延

也有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在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中，拥

有企业控制权的群体不同，根据会计系统人格假设，会计系统

进行账务处理时选择的立场也不同。在 13 ~ 16世纪，企业的

产生与复式记账法的完善是同步实现的，当时主要有两种企

业组织形式，在这两种企业中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不同，因此

形成了对所有者权益账务处理的两种不同观点。下面分别介

绍这两种企业组织形式。

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是家族式经营团体，在其经营发展初

期，企业的账务处理与家庭的账务处理是合并进行的，后来由

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参与经营的家族成员的增多，为了管理

控制企业经营的财产而把家庭账与企业账分离开来。这种企

业组织形式下，企业被认为是所有者的私人财产，记账工作由

所有者亲自完成。所有者的财富被记为资产，所有者的偿债义

务被记为负债，而两者的差额“净财富”被认为是企业得以经

营运转的“资本”，对应着权益要素。因此，在这种组织形式的

企业中，所有者主导会计系统，会计系统选择的立场是业主的

立场。会计应对业主负责，计算业主权益是会计核算和财务报

表编制的主要目的，会计概念、程序和规则都从业主权益的角

度确定。权益要素的本质属性是确认业主的权利与利益。这种

复式簿记方法后来成为业主权理论的现实起源。

另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是资本的委托代理式的海运企业，

是后期两合公司的雏形。为了集中资本、分散风险，企业的资

本由多个仅承担有限责任的投资者共同筹集，并委托承担无

限责任的航海者经营，每次贸易结束时两类合伙人进行利润

分成。资本的代理人要对每个出资人的权益分别记账。当这种

企业成为一种常设组织时，就以整个企业为单位进行复式记

账，代理人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按照各个出资人设置权益账户。

因此，在这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中会计系统受企业的实际控制

者———代理人的支配而选择了企业的立场。这也是后期权益

理论中的实体理论的现实起源。

三、“权益要素”的内涵

殖民公司创造了以发行股份方式筹集社会资本的资本筹

集方式，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和企业作为一个商业组

织具有行为能力以及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导致了企业法人

制度的产生。法人制度的建立以及两权分离强化了会计系统对

公司立场的选择。这种立场下的权益观认为，投资人与债权人

都是企业资金的提供者，区别在于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不同。但

对于企业而言，两者都是外部人，会计系统将平等地确认债权

人与所有者在企业中享有的权利与利益的份额。实体理论反

映的就是这种会计系统对立场的选择和对权益的理解。

严格的实体理论认为，只有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和分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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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的红利才是所有者权益，留存收益应确认为公司的“主

体权益”。然而这种对主体权益的强调是建立在企业法人制度

的基础上的，而企业法人只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人格化。

契约理论认为，企业实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缔结

的契约联合体，是受具体人控制的，因此确认主体权益时并没

有真正确认相关主体享有的权利与利益的份额，形成了一项

“公共财产”，其成为各个利益群体争夺的对象。这种对企业自

身权益的强调反映了会计系统的立场选择向企业的实质控制

者———经营者倾斜。

因此，实体理论提出不久之后又产生了剩余权益理论，该

理论承认企业是独立于所有者的实体，但认为会计系统应站

在所有者的立场上，会计是为所有者服务的。会计核算的重点

是除去债权人权益、优先股股东权益后的剩余权益。这是在现

代公司法人制度的基础上对业主权理论所持的会计立场的回

归。权益要素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仍然是确认相

关主体享有的权利与利益的份额，但重心转移到了终极所有

者身上。

四、企业价值创造主体的再认识对“权益要素”内涵的影

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对生产力产生了重要的提

升作用。知识创造和运用的主体———人在企业追求财富过程

中的作用被重新审视。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企业的成败取

决于参与生产经营的人。经济学者对企业的本质进行了进一

步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下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市

场契约的联合体。这种观点将法律上单一人格的公司组织进

行解构，将之视为诸多利益关系人（如投资者、债权人、员工、

供货商等）之结合。对企业本质认识的突破促使会计系统突破

了抽象的实体观念的局限，识别出企业实体是由物力资本所

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投入价值以求创造价值的人的联

合体。故此，根据实体理论确认的主体权益实质上是人力资本

所有者享有的权利与利益的份额。因而，人力资源产权会计的

出现反映了会计系统立场的转变，由原先站在抽象的企业的

立场转变为公平地站在物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

间，分别确认两者为企业的权益人，反映两者在企业中享有的

权利与利益的份额。

然而目前人力资源产权会计仅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还

没有在实务中应用，其原因主要是：其一，根据会计系统人格

假设，会计系统的立场选择是受控制企业的主导力量支配的。

在当前的经济水平下，人力资本所有者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不

多，物力资本仍是企业发展中的主要稀缺资源。高科技企业的

人力资源稀缺程度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要高很多，但这部分

企业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较低，因此会计系统的支配力量还

没有从物力资本所有者向人力资本所有者大范围转移直至地

位平等。会计系统的立场选择还是倾向于物力资本所有者，这

使得对权益要素的确认仍然忽视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

其二，现行的公司法律框架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形成的

以所有者为中心的体系。企业法人制度把公司抽象为一个具

有人格和行为能力、能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上的“人”，以此假

想人为中心调整其与所有者、员工、债权人、顾客等的关系，这

就掩盖了企业的本质。其三，由于主导的观念仍然是“股东是

企业的所有者”，因此强调企业的产权归属，而对于人力资源

的权益如何定性缺乏考察。尽管如此，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源

的主导性的加强使得人力资源的权益以各种形式反映在权

益要素项目中。

五、“权益要素”的归属

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中，股东拥有决定留存收益各部

分份额的权利，而事实上，企业的留存收益是由物力资本所有

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创造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应分享一

部分留存收益。20世纪发展迅速的各种股权薪酬激励计划也

正是反映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这种诉求。在会计系统人格假

设的分析框架中，股东与员工共同向企业投入价值，具体表现

为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因此两者对公司均享有控制权。假设

会计系统选择双方的立场，则分别确认两者在公司的权利（股

份和盈余公积）和利益（分享利润）的份额，也就是确认权益要

素。然而现行的制度规定留存收益全部归属于股东，因此员工

（人力资本所有者）无法按权益比例取得分红。

另外，员工持股计划与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都是以授予

人力资本所有者股权的形式承认其向企业投入的价值和对企

业的控制，并使他们获得分享利润的权利。这从另一个方面说

明了现行会计制度下所有者权益是受法律规范制约的，企业

只承认法律认可的收益分配权，而无法根据会计系统确认的

权益要素进行收益分配。

我国《公司法》中对于股利分配制度进行了修改，遵循了

契约自由原则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

股利。在这一规定下，公司章程可以基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以

最合理的方式约定股利分配方式。这既体现了公司的契约性

质，也提升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地位。

六、结论

本文根据会计系统是一个人造经济系统，认为会计系统

受控制企业的利益群体的支配，因此会计系统被赋予支配者

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会计系统人格假设”。提出这个

假设的目的在于从会计本身的角度分析权益要素的属性。本

文认为，会计系统把企业解读为一个接受价值投入并产出价

值的人的联合体。会计系统要识别出投入价值的实物形态并

且确认投入价值的主体的权利与利益（权益要素）。本文通过

对权益要素演变历史的回顾，认为权益要素的属性是向企业

投入价值的主体的权利与利益的份额，这个份额由受企业控

制者支配的会计系统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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