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模糊性与会计职业判断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大量不够清晰的信息和含糊不清

的词语，由于它们从属于某类到不属于某类是逐步过渡而非

突然改变，不同类别之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人们难以

做出严格的推理和判断，只能根据经验和估计做出较为合理

的判断。因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进行不同的归类，事

物的这种类别的不清晰性就叫做模糊性。

企业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模糊的，为了反映和控制企业

的经济活动，会计工作常常需要接触和处理各种模糊事物，

这需要会计人员利用专业知识进行会计职业判断。

1. 某些交易或事项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需要会计职业

判断。交易或事项的模糊性，主要是指交易或事项实质内容

的难以辨认性。在客观世界中，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

很多是表现在量的差异上，但我们知道量变引起质变，质变

则是一项交易或事项实质内容的改变，从而改变了其在会计

反映中的定位。如资产减值，企业资产的价值是不断波动的，

减值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结果，但何时才是减值

真正发生的时间则需要视“质变”而定。

交易或事项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一种状况或处境的最

终结果是利得还是损失，只有在发生或不发生一个或若干个

不确定的未来交易或事项时才能确认未来交易或事项的结

果有多种可能性，依照将来可能存在的不同条件，其结果也

有一定差别。

2.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模糊性需要会计职业判断。会计

信息的质量要求是会计目标实现的保障。无论是我国会计准

则还是国际会计准则都对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要求，这些要

求中有些采用了模糊语言，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

规定企业对交易或事项应当区别其重要程度进行会计处理。

对资产、负债、损益等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使用者做出合理

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

处理；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

误导使用者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可适当简化处理。至于

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属于“重要”，准则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这

就需要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了。

3. 会计确认与计量的模糊性决定了会计职业判断的存

在。会计确认的模糊性首先体现在确认基础上。企业会计应以

权责发生制作为确认基础，要求划分收入与费用的归属期，但

实际工作中有时候很难分清当期的收入或费用同其他期间的

收入或费用的界限。其次是会计确认标准用语的模糊性。如果

一个项目满足要素定义，并且满足以下标准，就应当加以确

认：与该项目有关的任何未来经济利益可能流入或流出企业；

该项目具有能够可靠计量的成本和价值。怎样才算“可能”，

什么才叫“可靠”？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这些都需要会计人

员进行职业判断。比如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满足以下两

个条件时，企业才能加以确认：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实务中

要确定无形资产创造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就需

要会计人员根据有关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来进行预计，由此得

出的结果也是模糊的。

会计计量是对已确认的各个会计要素的内在数量关系加

以衡量、计算和确定，使之转化为定量化的会计数据或会计信

息的会计处理过程。会计计量中同样存在着模糊性，而且其

存在是普遍的。如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的确定，企业应当根

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

命，主要考虑以下因素：预计生产能力或实物产量；预计有形

损耗和无形损耗；法律或者类似规定对资产使用的限制。生

产能力或实物产量是固定资产使用以后才能确定的，现在只

能大致估计其数量；固定资产的有形磨损和无形损耗并不能

用仪器测量，只能进行估计。根据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

和预计使用寿命计算的折旧额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因为

固定资产不是提前报废就是提前计提完折旧，所以固定资产

折旧是无法准确计算的，其也是模糊的。

二、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引入

综合评判就是对受到多个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

个总的评价。由于从多方面对事物进行评价难免带有模糊性

和主观性，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进行综合评判将使评判的结

果尽量客观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文采用一级模型进行综合评判，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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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建立评判对象因素集U={u1，u2，…，un}。因素是指对

象的各种属性或性能，在不同场合也称为参数指标或质量指

标，它们能综合反映对象的质量，因而可以由这些因素来评价

对象。

（2）建立评判集V={v1，v2，…，vm}。

（3）建立单因素评判，即建立一个从U到V的模糊映射：

由 f可以推导出模糊关系，得到模糊矩阵：

三、模糊综合评判法在会计职业判断中的运用

虽然会计职业判断必须在会计准则的框架下进行，究竟

应如何合理地进行会计职业判断，会计准则却没有给出明确

的指导说明。这导致会计职业判断的滥用，造成会计信息质量

低下。此外，会计职业判断行为的过程本身是不完美的，它不

仅受到逻辑缺陷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时间、知识结构缺陷和其

他人类认知不足的影响。不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过程难以

观测、比较，其与会计准则的一致性更是无法精确分析。因此，

会计人员在根据会计准则处理经济业务事项时，对模糊性事

项的判断往往是通过经验估计而得出的结论，缺乏一套科学

的方法。将模糊综合评判法应用到会计职业判断中可以提高

会计职业判断的质量，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本文以判断无形资产研发支出是否能资本化为例，说明

模糊综合评判法在会计职业判断中的运用。

设因素集U={u1，u2，u3，u4，u5}。其中：u1代表人力资源的

充足程度；u2代表管理队伍的素质；u3代表相关的硬件设备；

u4代表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冲击；u5代表其生产的产品的

市场大小。

假设这些因素对该资产创造的经济利益流入企业造成影

响的可能性的评判集为：V={很可能，可能，极小可能}={v1，

v2，v3}。

假设无形资产研发小组的成员对所有的单因素进行评

判，于是得到一个从U到V的模糊映射：f：U寅F（V），坌ui沂U。

从而推导出模糊关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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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得的综合评判结果归一化，先将B中的各分量相加：

0.4+0.3+0.2=0.9。再将B中各分量分别除以0.9，即：

（ ）=（0.44，0.33，0.22）

根据最大隶属原则，评判结果为该资产创造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如果该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

计量，就应该将其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一项经济事项

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判断，以此来决定它是否属于重要经济事

项，从而根据重要性原则对其进行适当的会计处理。

设因素集U={u1，u2}。其中：u1代表该经济业务对资产、

负债、损益等的影响；u2代表该经济业务对财务报告使用者的

影响。

假设批评集为V={很重要，较重要，一般，不重要}={v1，

v2，v3，v4}。

假设由企业的管理部门做出评判，对所有的单因素进行

评判，于是得到一个从U到V的模糊映射 f：U寅F（V），坌ui沂U。

从而推导出模糊关系：R=
0.1 0.4 0.3 0.2

0.2 0.6 0.1 0.1
蓘 蓡。

即A=（0.4，0.6）

B=AR=（0.4，0.6）
0.1 0.4 0.3 0.2

0.2 0.6 0.1 0.1
蓘 蓡=（0.2，0.6，0.3，0.2）

将所得的综合评判结果归一化，先将B中的各分量相加：

0.2+0.6+0.3+0.2=1.3

再将B中各分量分别除以1.3，即：

（ ）=（0.15，0.46，0.2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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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为单因素评判矩阵，于是（U，V，R）构成了一个综合评

判模型。

（4）综合评判。由于对U中各个因素有不同的侧重，需要

对每个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常用的方法有集体经验判定法、

专家咨询法、调查统计法和专家排序法等。它可表示为U上的

一个模糊子集A=（a1，a2，…，an），并且规定 。在求出R与

A之后，综合评判模型为B=A·R。B=（b1，b2，…，bm），它是V上

的一个模糊子集，其中 （j=1，2，…，m）。如果评判

结果 ，就对其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根据最大隶

属原则来确定评判的结果。

对各因素影响程度的相应权重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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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A=（0.1，0.1，0.1，0.3，0.4）。

B=AR=（0.1，0.1，0.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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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0.2）

对各因素影响程度的相应权重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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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大隶属原则，评判结果为“较重要”，应该根据重要

性原则进行适当的会计处理。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可以对模糊

会计事项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更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结论，

使会计职业判断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提高了职业判断的

质量；使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可靠，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做

出正确决策。以下是笔者对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进行会计职

业判断的几点建议：

1. 正确认识模糊性和精确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模糊方

法与精确方法相互结合使用。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事

物特征的本质体现；而精确性则是人们认识上的重要特征，是

人类认识的产物。模糊性的存在是普遍的、绝对的，而精确性

的存在则是相对的。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就是用精确、抽象

的方法去探寻模糊的和具体的客观实际。精确性和模糊性之

间的矛盾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过程中认识与实际的矛盾。

承认会计中的模糊性，并非全盘否认精确性，而是应对清晰的

计算和方法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和认识，在会计工作中将模糊

方法与精确方法结合运用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2. 为了使模糊综合评判法在会计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建议在财务软件中建立DPS平台。对复杂的会计职业判断问

题，会计人员只需将得出的评判矩阵R和确定的权重A输入电

脑，让计算机来完成模糊综合评判的过程就可以了。由此可以

更快捷地完成模糊综合评判，同时也保证了计算结果的准确

性。这将促使会计人员在进行职业判断时不再单凭主观经验，

而是运用更科学的方法来反映本来模糊的会计现象，从而得

出更符合客观实际的会计信息，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

3. 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进行会计职业判断时需要在会

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相关信息。企业应该充分披露判断方法和

数据，如因素集、评判集和权重分配等资料和数据，以及这些

资料和数据的由来等。如此，不仅能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多样

化的需求，而且可以使相关信息使用者据此进行再确认，避免

因会计职业判断空间的增大而发生法律纠纷，解决会计信息

不对称的矛盾，提高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增强会计职业判断的

客观性和公正性。

4. 创新与发展会计理论，不断完善会计准则。现代企业

经济业务的日益复杂，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会计准则作为会计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座桥梁，其发

展和完善是与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因此，就会

计本质属性之一的模糊性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对模糊性会计

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会计准则中尊重经济事项和会计

系统的模糊性，加强模糊方法的运用，不断完善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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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租者的私人成本。因此，可进一步把审计寻租成本分为私

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审计寻租者所获得的收益与其所付出的

成本是不对称的，审计寻租者从审计寻租中得到的收益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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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审计寻租成本分析

揖摘要】本文对资本市场审计寻租成本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审计寻租的成本收益界限，同时建立了审计寻租的成本收

益模型，以期为有效抑制资本市场中的审计寻租行为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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