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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富概念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经济学说。重商主义者关

注的是商业和货币，把金银货币看做是财富的惟一形式，其他

商品只有被转换成货币时，才能被称为财富（史祖瑜，1987）。

重商主义者是从商人的角度给财富下定义，因为就商人而言，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商品销售出去，得到货币资金，然后用货

币资金购买商品，他们不会消费或者消费少量的自己生产的

商品。货币财富对于商人而言具有最大的有用性。但是这么定

义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局限于商人这一主体，并没有将主体

范围扩展开来；同时，货币只是财富的载体，而不是财富的本

质内容，把货币作为财富的载体只体现了某一方面的个性。这

种概念在其他领域不再具有有效性。

配第对财富做了广义的定义，他把财富定义为商品，把金

银货币看做是财富的一般表现形式（徐加根，2002）。他比重商

主义者更进一步扩大了财富载体的范围，但是他仍然把财富

载体定义在商品范围内，并没有探讨财富的本质。

重农学派曾经激烈反对重商主义者的观点。重农学派认

为，财富是指一定数量的物质形式，农业、畜牧业才是财富的

惟一源泉（史祖瑜，1987）。

以上学者或学派的观点具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把财富

的载体如货币、商品等作为财富，并没有触及财富的本质。

李嘉图认为，财富主要是指物质财富，这种财富能够满足

人们的某种需要。与上面的定义相比，这种定义最大的特点就

是开始触及财富的本质。

新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通

过归纳的方式讨论了财富的本质概念。他从财物的概念推导

出狭义的财富概念和广义的财富概念；同时，他把财富分为个

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狭义的个人财富是指，一个人的外在财物

中的那些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东西，它是可以转让或者交换的；

广义的个人财富是指，包括一切直接有助于人们获得工业效

率的精力、才能和习惯在内的东西。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

包括个人自身的能力特征，而后者包括个人的能力、技巧等不

能与其人身发生分离的东西。公共财富是指一个人某时住在

某地并且作为某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利益。

从马歇尔关于财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财富与权利划分

的联系。马歇尔把财富的概念扩大化，不像过去那些古典经济

学家们把财富局限于货币或者商品，他所定义的财富能对应

到所有的自然人和形成的一些组织；而且，财富的内涵也大大

加深，包括对自然人有用的一切物品，不管这种物品是否能与

自然人发生分离。这已经比较接近于财富的本质了。

从上面罗列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财富的一般特征。财富

概念应该包括财富的主体、财富的载体和财富的本质三个方

面。财富的主体是指消费或者使用财富的载体，并得到其带来

的收益的特定主体。财富的载体是财富的有用性所存在的地

方。财富的有用性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与一定的客观对象相联

系。财富的载体的有用性才是财富的本质特征。既然提到有用

性，我们就应当考虑到由谁来评价其有用性的问题。当然，只

有人类才能够评价其有用性。因此，财富的主体应该是人类。

人类认为无用的东西，在某一阶段就不能被称为一种财富，财

富体现的是一种自然与人的关系。财富的载体本身所具有的

有用性是相对于某一个特定主体而言的，财富概念是不能孤

立存在的，它必须与使用或者消费它的主体相联系。我们在讨

论财富概念时，必须把财富的主体、财富的载体和财富的本质

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财富概念。既然财富概念

主要是指人类对财富的载体有用性的评价，那么这种评价就

不会是固定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的风俗文化、经济、

政治等会对这种评价带来影响。所以，财富概念在时间上是一

个相对的概念，过去不认为是财富的东西，现在有可能成为财

富。例如，在远古时代很多人不知道石油的真正用处，因而他

们根本不使用它，石油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就不是财富，但

是现在人们认识到石油的重要性，石油就成为了人类的一笔

宝贵财富。

二、主体财富概念

经济学一般从产权的角度把财富分为私有财富和公共财

富。私有财富的权限归属于某个独立的主体，并且对其他主体

具有排他性。排他性是私有财富的核心特征。伴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那就是企业法人。企业法

人是一个虚拟人格的组织，它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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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权利形同于自然人所享有的权利。但是这种组织本身不

属于自然人范畴。那么，如何界定财富对这种虚拟人的有用性

就成为我们要着重探讨的问题。对于自然人而言，财富体现为

个人最终消费它时所能够带来的效用，这种财富的具体表现

形式可以是物质消费品和精神消费品、各种权利凭证和自身

技能等。权利凭证和自身技能之所以可以给个人带来效用，是

因为它们可以间接地为自然人带来物质或精神的消费品。公

共财富的权利并不归属于某个单一的自然人，它不具有排他

性，相关主体都有消费它的权利。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最大

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排他性。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虚拟人，

通过法律的界定，就有权消费和使用与其相关的私有财富和

公共财富。

这里我们对企业主体的财富定义如下：企业主体的财富

可以看做是对企业主体有用的一切客观存在物。对企业法人

有用的财富载体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排他性权利

的财富载体，二是不具有排他性权利的财富载体。前者体现了

企业法人私有财富的性质，后者体现了企业法人公共财富的

性质。企业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一方面它对法律规定归

属于它的那一部分财富享有绝对的排他性的权利，另一方面

也享有它作为虚拟人享有的公共财富的权利。

排他性权利应该是一个讨论的重点。这种排他性权利究

竟是指什么？是指排他性的占有权（财富载体的权利在某段时

期内完全归属于法人主体）还是指排他性的主体资源使用权？

如果是排他性的主体资源使用权，那么排他性地使用资源到

达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称其为企业的一项财富。例如租赁资产，

其所有权并不归属于企业，但是企业具有使用和配置它的权

利，而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租赁资产才能被企业视为自有资

产或者不作为资产，这是会计学一直没有有效解决的问题。实

际上这种排他性的权利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随着社会的发

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早期的会计理论或实务在探讨排他

性的权利时都是比较关注资产的所有权是否归属于企业，以

使资产负债表中所反映的资产信息能够给那些债权人更多的

帮助，而现在的会计理论与实务更关注企业配置资源的能力

以及这种能力在未来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利益。因此，在

后面这种排他性的权利的规定下，租赁资产只要满足一定的

条件就可以作为企业的资产，虽然它并不为企业所有。排他性

的权利的变化将会对主体私有财富的概念产生重大影响，也

将导致资产概念发生重大的变化。会计文献中对资产进行定

义时，通常有所谓的“拥有或者控制”，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一个

变化的概念，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权制度的完善而

不断完善。

正如上面的概念所指出的，财富载体的有用性随着其主

体的变化而变化。财富对于自然人而言，可以简单地表示为自

然人消费它时所带来的效用，但主体财富并不能简单地体现

为法人消费它时所带来的效用，因为法人并不具有主观感受。

那么，主体财富对于其主体而言，它的有用性体现在什么地

方？这是以往经济学家或者会计学家们讨论较少的地方，但实

际上在这个领域，法学家们讨论得还比较多。法学家们认为，

法学上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具有权利义务的非自然人载

体。具有权利义务的非自然人载体是法律上的拟制主体。自然

人主体的意志是自然人意志，拟制主体的意志是拟制意志。拟

制意志最终是由自然人意志派生出来的，派生拟制意志的自

然人意志通常是团体的共同意志（李锡鹤，2000）。这也就是

说，法人主体并不具有什么真正的纯自然的意志，它的拟制意

志是由构成这个法人主体的一系列自然人的意志的相互作用

而形成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可称为拟制意志。我们可以引用

此观点，也就是法人主体在使用和消费其自身财富时，并不真

正存在像自然人这样的主观效用，法人背后的契约关系网上

的自然人才具有真正的效用，而这些意志的相互作用会形成

一种共同意志，并反作用于法人主体。

笔者认为，法人主体实际上只是一个虚拟概念，它的内在

本质在于法人主体背后所蕴含的契约关系网。这里的契约关

系网主要是指那些投入资源的自然人而不是企业所有的利益

相关者所构成的关系网。企业生产所需要具备的资源主要包

括劳动、资本和土地（泛指一切自然资源），因此这个契约关系

网主要就是这些资源的投入者所形成的关系网。这种契约关

系网决定了主体财富的有用性。因此，主体财富的有用性体现

在它能够给法人主体背后的契约关系网上的自然人所带来的

各种效用。这才是主体财富有用性的本质体现。

我们知道，财富的有用性总是与一定的载体相伴，不存在

没有载体的财富。人们在使用不同的财富载体时，其所支付的

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这种交易成本的变化，也就导致了人们

所追逐的财富载体的变化。例如在古代，由于市场交换的不发

达，货币还没有成为一般等价物，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更多地体

现在实物资产上，所以这个时候的原始会计大多采用实物作

为计量单位。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自然

而然地产生了货币，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货币越来越广泛

地使用促使了计量单位从实物单位转向货币单位，货币已经

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情

况下，货币财富和实物财富对自然人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差

别，但拥有货币比拥有实物资产在交换时能节约更多的交易

成本。所以在现代社会，法人主体在向它的契约关系网上的自

然人分配利益时，通常不会采取实物方式的分配，因为这将

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法人主体通常采用货币资金的方式向

其债权人、股东或者员工分配利益。所以，法人主体背后的契

约关系网上的自然人就会十分关注法人主体的现金流问题，

这是他们在现实环境下的必然选择。这个时候法人主体所追

逐的最终财富载体也应当是货币，因为它向其契约关系网上

的自然人分配资源时，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讲是最低的，而

契约关系网上的这些自然人在使用货币资金时的交易成本

也是最低的。自然而然，现在的货币资金已经作为财富的一

般形式存在了。

主体财富对于企业主体而言，其有用性主要体现为这些

载体在未来能够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从一般意义上看，如果

主体拥有的某种东西不能在未来给其带来任何形式的现金

流，那我们就不能将其看做一项主体财富。企业主体财富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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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现金流从总体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财富在未来给法

人主体带来的现金流流入，二是在未来可以避免现金流流出

的财富。因为这些都将导致企业净财富的增加。

三、基于财富视角的会计学资产概念

实际上，我们在进行账务处理时不可能把企业的主体财

富都包含进去。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主体

财富并不全属于主体所有，例如公共财富的权限归属；二是会

计计量的限制。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会计学中资产

的概念。

主体财富的内容既包括具有排他性权利的法人主体的私

有财富，又包括法人作为虚拟人所享有的公共财富。由于公共

财富的权限不归属于主体所处环境下的任何个别主体，所以

一个法人主体的公共财富通常不应该通过财务报表来反映。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公共财富能够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现金流，

但是我们无法可靠地确定这些公共财富所对应的未来现金流

的具体金额。这里的权利归属是不明确的，盲目地确认公共财

富必然导致财务报表的不真实；而且由于确认和计量公共财

富的标准难以统一，盲目披露这部分信息也有可能导致财务

报表信息的不可比，从而有损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所以，不应

当将这部分信息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但是，这些公共财富

确实能够给企业主体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笔者认为，可以通

过定性的方式在财务报告中的其他部分反映这一公共财富，

以有别于其他主体。这将有利于使用者更好地判断主体未来

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环境下财务报表中反映的

法人财富应该只是局限于法人主体的私有财富。

随着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货币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计

量单位。这是由于货币本身的属性和人们的现实选择决定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交易双方节约高昂的交易成本。会

计信息系统在现阶段主要通过货币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企

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企业主体的私有财富可

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能够可靠地予以货币量化的私有

财富，另一部分是不能够可靠地予以货币量化的私有财富。这

种可靠性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

发展的。

笔者认为，企业主体的私有财富不存在不能量化的概念，

因为对于一个主体而言，它的私有财富的本质在于其未来现

金流流量。如果企业主体拥有的某种物质不能在未来带来任

何净现金流量，它就不能合理地被称为主体的私有财富，因为

它不能为主体本身和契约关系网上的自然人带来任何经济利

益。只要是企业主体的私有财富就一定能量化，只不过是量化

的可靠程度不同罢了。能够可靠地予以货币量化的私有财富，

在现阶段可以看做是那些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获取交换价格的

这一部分私有财富，它们一般都是主体通过与主体外部空间

的交换行为得到的，并且可以独立存在。对于这部分财富由于

可以取得极其可靠的证据，所以应当在财务报表中予以反映。

这也是企业主体披露资产的主要部分。

同时，企业还存在着一部分不能够可靠地予以量化的私

有财富，其之所以不能够可靠地予以计量可能是因为其在企

业中不是独立存在的，其必须与主体内的其他财富共同作用

才能产生未来的现金流，所以无法合理地确定该项财富单独

的交换价格，从而也就无法单独在财务报表中予以反映；还有

可能是由于该项私有财富的未来现金流是极其不确定的，把

它引入财务报表会大大降低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从而降低会

计信息的效用。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私有财富，我们不应当在财

务报表中予以确认和计量，但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形式对其进

行披露。

在财务报表中应当计量的财富主要是指那些能够可靠地

予以货币量化的私有财富，这是由复式簿记系统自身的特性

所决定的。因为复式簿记系统只能够计量已经转化为数学符

号的要素，这部分财富应当直接或者间接地具有可交换性。其

原因是如果财富无法直接或者间接地具有可交换性这一特

征，我们就无法合理地寻求它的交换价格，也就无从判断某一

财富的未来现金流，它也就无法在财务报表中得到体现。在现

有的会计实务中涉及计量属性时，也考虑了未来的现金流折

现这一属性，但它的基础仍然基于未来的交换价格所导致的

现金流。如果未来的交换价格不能合理确定，那么它所体现的

现值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交换价格是会计计量属性中的一个

核心属性，是其他属性的基础。

综上所述，会计学中的资产概念主要是指能够可靠地予

以货币量化的主体私有财富，现阶段这部分私有财富的本质

体现为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私有”所对

应的排他性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同时由于“能够可靠计

量”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会计学中的资产概念所对应的内容将

会随着计量手段和产权制度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现在各国学

者对于资产的定义都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而忽视了

会计信息系统的特殊性，这样定义也导致了资产定义和资产

确认标准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在描述资产的特征时，主要集中

在“主体能够拥有或者控制”和“能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但

另一方面，我们在确认资产时，又要求它要具有可计量性。这

就导致了会计相关概念内在逻辑的不一致，不利于实务工作

的开展。实际上我们混淆了哲学中共性和个性的概念。我们在

定义会计学中资产的概念时只考虑了它的共性，忽视了其个

性的存在，而个性才是将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基础。我

们在考虑会计学中资产的概念时，必须考虑主体资产的可货

币计量性和权利归属，而且我们必须考虑会计学中资产概念

的变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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