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值计量在新会计准则中应用广泛，对现值问题进行探

讨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现值计量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大量的

估计，因此，人们在运用现值计量时对其可靠性尤为关注，然

而，理论界对现值是否属于计量属性还存在争议。因此，在讨

论现值计量的可靠性问题之前明确现值计量的本质属性将是

必要的。

一、现值是否是计量属性

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的五种计量

属性包括现值，然而根据已有的一些文献来看，一部分学者认

为现值并不是计量属性。现值是不是计量属性这个问题，是针

对现值的本质提出的。

所谓计量属性，是指被计量客体的特征或外在表现形式，

这些特征和外在表现形式是人们在计量客体时所关注的，与

人们的决策相关。在财务会计中，计量属性是指资产、负债等

要素可用财务形式定量化的方面，即能用货币单位计量的方

面，经济交易或事项同样可以从多个方面予以货币计量，从而

有不同的计量属性。然而，现值是指将未来的价值在考虑货币

时间价值因素的基础上折算为现在的价值，将现值的概念运

用到会计计量中就产生了现值计量的计量属性。如《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中所指出的：“在现值计量下，资产按照预

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净现金流入量的

折现金额计量。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

流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运用现值

进行计量时，是将资产或负债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产生的现金

流入量或流出量进行折现，并将这个折现额作为资产或负债

的价值进行计量。如果现值是计量属性，那么折现额就应该满

足计量属性的相关要求，因为作为一项计量属性，它必须具有

决策相关性，即与决策者的决策具有某一方面的相关性。但

是，折现额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折现额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

示：NPV= 。其中：NPV表示折现额，NCFi表示第 i

年产生的净现金流量，r表示折现率，n表示期限。该公式表明

折现额只是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的结合，未来的现金流量

是估计值，折现率可以是人为选择的一个相关利率。由此得出

的现值不可能个个与决策相关，这表明折现额是无法满足计

量属性的相关性要求的。因此，现值本身不是会计计量的目

的，它仅仅是一种可以达到某种计量属性的手段和技术，现值

不能代表一种可以应用的计量属性。

二、方差模型分析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对现值计量可靠性的考虑，其实质是要保证现值计量所

产生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为此，对现值计量可靠性的讨论必

须以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为基础。

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问题，其实质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评

价。我们评价会计信息是否可靠时，首先必须明确财务会计的

目标，是否可靠要视会计信息完成其目标的程度而定。当前对

财务会计的目标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

观。从本质上讲，受托责任观可以统一到决策有用观中，这是

因为受托责任契约履行情况的评价以及受托责任契约是否延

续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决策。在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进行考

察时，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信息使用者，以是否对信息使用者

的决策有用来评价会计信息是否可靠，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

会计信息对信息使用者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或存在误导的作

用，那么不论其是如何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活动，

其对信息使用者来说也是不可靠的信息。然而，通常对可靠性

的认识是基于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所指的可验证性、如

实反映、不偏不倚等方面，这只是从会计信息产生的程序上对

会计信息的评价，完全忽略了是否对使用者有用这个关键因

素。《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可靠性的解释也是如

此。传统对可靠性的解释是不全面的，它只考虑了会计信息产

生程序的真实性，忽视了会计信息的运用效果，即会计信息对

信息使用者是否有用。

针对传统对可靠性认识的偏差，建立一个方差模型将两

者综合考虑，将会计信息使用者作为出发点。会计信息使用者

使用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时，是根据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对企

业的相关方面进行评价。信息使用者是根据会计信息做出决

策，然后根据决策的正确程度来评价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例如，某一信息使用者预测某公司的股利是基于以下决

策预测模型：Y=F（0.5X）。其中：Y表示第二年的股利，X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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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的收入。该决策预测模型表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是基

于股利是前期收入的 50%而做出的。现假设第一年的收入为

9，根据决策预测模型第二年的股利应为 4.5；而当第二年的实

际股利为 3时，信息使用者根据决策预测模型得出的第一年

收入应为 6。这样信息使用者就会对第一年的收入产生怀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偏差是由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决

策预测模型的精确性造成的。

通常信息使用者认为自己使用的决策预测模型是精确

的。这样，当由决策预测模型逆推得出的会计信息与由企业提

供的会计信息存在偏差时，从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就是会

计信息的可靠性出了问题。这样，对偏差的计量就是对会计信

息可靠性的计量， 来计量。其中：

R表示可靠性的程度；X鄢表示信息使用者对预测值的声称

值，它是信息使用者根据其认可的决策预测模型逆推得到的

会计信息应该值，即信息使用者认为可靠的会计信息值；N

表示有 N个计量者；Xi表示第 i个计量者对同一被计量物的

计量值。当我们用 X表示 N个计量者计量值的平均值时，就

可以将上面的模型扩展成：

令 B= （Xi-X）2。其中：Xi表示不同计量者对同一

计量物的不同计量值；X 表示 N个计量值的平均值，可以将

它看做对被计量物的客观反映。那么，B表示的就是会计计量

的客观性，即某一组给定的计量者使用相似的工具在相似的

约束条件下对某一给定事物的同一属性进行计量时，计量者的

一致程度。客观性反映的就是上文提到的传统对可靠性的认

识，B值越小，会计计量的客观性就越高。但 R中除了 B还包

括（X-X鄢）2，令其为 V，其中：X表示N个计量值的平均值；X

鄢表示信息使用者运用决策预测模型得到的会计信息应该

值，信息使用者是运用 X鄢来进行决策的，也就是说 X越接近

X鄢，会计信息对信息使用者就越有用。V表示的是对运用会

计信息效果的计量，体现的是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即会计信息

在预测方面的效果，V值越小，说明预测越准确。通过以上模

型我们全面计量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R值越小可靠性越高。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不仅与产生

会计信息的程序有关，即会计信息是否具有客观性，而且与会

计信息的运用效果有关，即会计信息是否具有预测价值，对信

息使用者的有用性程度。

三、加强现值计量的可靠性

1. 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通常对会计信息客观性的讨

论主要是从可验证性、如实反映、不偏不倚这三个方面来考

虑。会计信息的客观性是指会计信息应能如实表述所要反映

的对象，即所表达的应是所欲表达的，尤其要做到不偏不倚地

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避免倾向于预定的结果或满足

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需要。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必须规

范会计信息产生的程序，这里所指的程序也就是规定会计处

理的相关准则，使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做到严格按照

会计准则行事。

由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会计计量需要运用

判断和估计，这就使会计人员仅仅做到按章办事是不够的。为

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必须进行正确的判断和估计，这一

要求在现值计量中显得更为突出。人们对现值运用的迟疑主

要是因为现值需要大量的判断和估计。运用现值计量时，需对

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进行估计，估计中的难点就是对两者

不确定性的处理。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现金

流量的金额和时间分布上；折现率反映了当前市场货币时间

价值和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其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对特定风

险的估计。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不确定性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现值计量的运用过程中要保证正确处理不确定事项，必须

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着手。在企业内部，首先会计人员必

须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其次应尽可能提高会

计人员的职业素质，使其具有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正确处理

不确定事项。在企业外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也是重要的保障

环节，尤其是在现值计量需要会计人员大量估计的情况下，审

计更显必要。

2. 增加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要求企业增加会计信息的

预测价值，其实已经超出了企业提供会计信息的义务，因为企

业的责任是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至于怎么用则是信息使用

者自己的事。不过，从本文提出的评价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方差

模型可以看出，信息使用者能否正确运用会计信息也是影响

可靠性的重要方面。为此，企业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信息使用者

正确使用会计信息也是必要的。

采用现值计量的同时保证相关信息的充分披露，能够帮

助信息使用者正确使用会计信息。在现值计量中涉及大量的

主观判断和估计，仅仅披露一个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数字是

远远不够的，它不能提供有关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折现率的

选择等信息。为了使信息使用者信赖现值计量，披露得出该数

值的方法将是极其必要的。披露的信息还包括在计量中所做

的假设、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概率以及所选的折现率。

在现值计量时对这些信息进行披露的主要目的是使信息使用

者能利用这些信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现值重新计算，这样就

能增强信息使用者对现值计量的信任，同时也能减少公司管

理当局进行计量操纵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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