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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以经济发展为线索探讨了西方会计本质观的演变，再结合哲学以及逻辑学的相关知识，借鉴国内学

者的若干观点，提出会计本质是价值信息整合的观点，最后在会计本质观的基础上对会计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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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的本质，国内外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尽管我国学

者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但其根源还是西方会计本质观。

本文将从西方会计本质观出发，结合哲学、逻辑学、经济管理

学等相关学科来探讨会计的本质。

一、西方会计本质观的演变

西方关于会计本质的看法，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会计本

质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综观会

计发展史，会计本质观有如下发展历程：记录活动论寅应用

技术论寅控制系统论寅信息系统论寅管理活动论。

1. 记录活动和应用技术。在商业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人

们只是对一些生产活动进行简单的叙述式记录，如结绳记

事。此时，会计本质就集中体现在记录上。

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在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商业贸

易逐渐兴起，导致了复式簿记的产生，这使得会计的本质向

应用技术发展。19世纪下半叶股份公司的形成导致了收益表

的产生，这标志着会计在程序和方法上走向了成熟，也标志

着会计作为一门应用技术的成熟。而到了20世纪中期，应用

技术论已成为西方会计本质研究的主流论调，1941年美国会

计师协会（AAA）所属的会计名词委员会发布了《会计名词公

报》第1号《复查与提要》，认为会计是一种技术，是关于诚实

有效和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汇总具有财务性质的经济业

务和会计事项以及说明经营成果的技术。

2. 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股份公司的出现带来了两权分

离和受托责任，从而加速了会计控制和监督地位的上升，进

而导致了会计本质的又一次转化，即由应用技术转化为控制

系统。

援 财会月刊渊理论冤窑57窑阴

全性，指自动化程序应该配备恰当的控制功能以确保其数据

和程序不被破坏，一旦检测到未授权的侵害或可疑的情况，

立即触发报警程序向审计师报警，或向外发布警示信息；盂完

整性，指自动化程序完整、准确、实时地获取、存储、归集和报

告与被审计委托项目相关的信息的能力；榆可维护性，指自

动化程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正，例如更改程序

中设定的详细规则，修正程序中原先设定的不适当的初始

值，而设定新的初始值。

六、及时传递准确的审计报告

根据AICPA和CICA对持续审计的定义，持续审计是“一

套审计方法”，这表明持续审计方法贯穿于审计活动的全过

程，包括审计计划、风险评估、控制测试、交易测试和余额测

试以及审计报告等，因此在研究持续审计的技术支持时我们

应考虑审计报告的传递。

这里需要注意报告传递的两个要求，即及时和准确。审

计师通过自动化软件对被审计单位的业务系统进行持续测

试，不断更新信息和审计报告，将持续更新的信息和审计报

告通过网络传送给经授权的使用者。利用互联网的功能，任

何一份审计报告都可载入网站，供经授权的需求者及时审

阅。因此，审计报告的及时传递已经不难实现。

但是要实现审计报告的准确传递并不容易，因为影响审

计报告准确性的因素有很多，如系统功能、系统可靠性及审

计人员使用计算机的熟练程度等。因此需要审计师深入了解

并测试系统功能、了解系统的可靠性、控制管理系统确保信

息流通顺畅并且能及时获取、更新与储存数据，确保审计报

告内容的及时与准确，这也体现了对审计师素质的要求。

概括来说，为了实现审计报告的及时和准确传递，在实

施持续审计的过程中相关各方（包括审计师、被审计单位以

及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传递至少应具备以下特性 ：淤授

权性，即只有经授权的用户才能接收所传送的信息，这可以

通过使用防火墙、口令和生物识别装置如指纹识别等来解决；

于保密性，可通过加密技术保证所传递信息的保密性；盂完

整性，通过采用完整性检查或其他技术保证所传递的信息不

被截取或篡改；榆鉴证性，可以通过数字签名、请求回应等技

术鉴证相关各方之间的通信行为，保证信息的合法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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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随着股权的分散及利益相关者的增多，会计目

标从向少数大股东提供控制信息转为向众多利益相关者提供

有用的信息。于是传统的对内会计、对外会计、成本会计开始

演化发展成社会责任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环境会计等。

这些流派的产生说明了会计开始为具有不同需要的信息使用

者服务。

那么为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就要求会计人员能

够提供关于经济活动的全面信息，然后再由信息使用者来选

择有用的信息。这一过程需要依靠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实现，比

如计算机技术。于是就出现了计算机会计，也有人将其称为会

计信息系统。这样，信息系统论和控制系统论就有效地结合了

起来，会计成为了一种管理信息系统。

3. 管理活动的乌托邦。从上面的信息系统论中，我们可

以发现，会计本质观中已经出现了管理观。在20世纪后期，管

理学开始备受瞩目，德鲁克的管理丛书已成为人们所热衷的

书籍。而管理的实施者就是人，在21世纪，人力资本随着知识

经济的到来备受关注，从而人的行为管理也逐渐被关注。韦里

克把管理的职能划分为计划、组织、人员、领导和控制，这五项

职能都是针对人的行为而提出的。因此未来的会计本质观将

是一种针对人的行为的管理活动。人力资源会计学派将会计

定义为受人的目的和客观环境影响的人造系统，这一定义将

会计的本质认定为人造系统，虽然比较笼统，但是说明了会计

本质随着人们的主观需要和社会的客观发展而不断被赋予人

的因素。

二、会计本质的定义

1. 会计本质与会计性质、会计职能的区别。“本质”在《现

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

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可见，会计本质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因此，记录活动论寅应用技术论寅

控制系统论寅信息系统论寅管理活动论，这种不断变化的本

质说是令人质疑的。

会计本质要和会计性质、会计职能区别开来。根据《新华

字典》对性质的定义，可以将会计性质解释为：会计本身所具

有的能力和作用等。而关于会计职能，葛家澍认为，其是指会

计所固有的功能，是会计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可见，会计性

质与会计职能具有相通之处，二者强调的都是功能和作用，都

是本质的外在表现。吴玲与涂蔚在《试论会计本质》中将会计

本质定义为：会计本质是指会计本身所固有的，决定其性质和

发展的根本属性；劳秦汉认为会计本质是会计本身所固有的

质的规定，是决定会计内在矛盾和性质的必然联系，是比较深

刻而稳定的。

2. 会计的本质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西方关

于会计本质的各种观点都不准确，只是指出了会计的一种性

质、一种功能。西方会计本质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学科的进步

而不断演变，只有从这些不断演变的现象中才能够抽象出本

质。从会计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始终在对信息进行记

录、加工，以使人们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会计的本

质是价值信息整合，通过整合有用的价值信息，来获得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这里的价值信息既包括定量会计信息也包括定性会计信

息，既包括货币信息也包括非货币信息，既包括财务信息也包

括非财务信息。所谓的价值信息，是指具有价值的会计信息，

它的价值体现在能够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能够

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体现企业的价值运动；能够反映企业的

内部和外部环境，保证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外部环境的

稳定性。利益相关者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企业提供的价

值信息进行整合，并通过信息整合来实施有效管理，最终实现

价值创造，可见，价值信息资源整合的观点是以上会计本质观

的综合体现。

价值信息整合是会计所具有的最一般、最普遍和最稳定

的属性，是规定和影响其他非本质属性的根本属性，因而是会

计的本质。通过前述会计主流观点对会计的不同界定可知，无

论是会计的过去、现在还是会计的未来，它都脱离不了价值信

息整合的本质，价值信息整合就是对具体的一般抽象，是决定

会计发展方向的根本矛盾，是会计变化发展的根据。正是由于

这种信息整合依据，人们才从单纯的记录中逐渐解放出来，从

事更多的管理活动，并依托于计算机来获得大量、及时的价值

信息以及与价值相关的其他信息。

3. 基于本质的会计定义。黑格尔认为，概念必须首先通

过“知性”的进入，从“经验的材料、直观的杂多和表象”之中带

来“统一”，并通过“抽象”把它提升为普遍的形式。意思就是

说，概念的定义是对事物本质的定义，而事物本质是对现象的

抽象和统一。因此，从本质上去定义事物是最准确的。从逻辑

学上讲，黑格尔对概念的定义是一种内涵定义，而内涵定义又

分为属加种的定义、发生定义、功能定义、关系定义、操作定

义、语境定义等。无论怎样的内涵定义都反映了被定义事物的

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能够把这类（或这个）对象与其他的对

象区别开来。因此，可以选择从内涵的角度来定义反映会计本

质的会计概念，在这里，笔者选择了属加种的定义。

基于会计本质，从功能加属的角度，可以将会计定义为：

会计是一门通过确认、计量、记录、整合价值运动的相关信息，

来反映和管理经济业务活动，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社会科学。

显然，这种功能加属的定义反映了价值信息整合的本质属性。

价值信息整合是会计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或独有的属性，

因而该定义是合理的。从学科上讲，会计既不是经济学，也不

是管理学，更不是教育学，它是对会计信息进行价值整合的专

门学科，是一门社会科学。

总之，只有以发展的眼光来寻找会计的根本属性，才能够

得出会计本质的独特内涵，才能够透过表象看到本质，也才能

够总结出会计所具有特点。会计的价值信息整合本质是发展

观的具体体现，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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