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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一书由鲍勃·瑞安

（月燥遭 砸赠葬灶）、罗伯特·宰援斯卡彭斯（砸燥遭藻则贼 宰援 杂糟葬责藻灶泽）、迈

克尔·西奥博尔德（酝蚤糟澡葬藻造 栽澡藻燥遭葬造凿）合著。他们分别在英

国格洛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从事财务与

会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斯卡彭斯教授是英国著名的会计

学家，研究领域集中于管理会计，主要涉及管理会计变化的

过程及新系统的实施障碍、管理会计实务变化的性质及对

商业组织的影响、绩效计量系统及其在全球性组织中的应

用、案例研究方法的作用等。圆园园源 年，斯卡彭斯教授因对管

理会计做出突出贡献而获得英国会计学会颁发的杰出学术

奖。西奥博尔德教授的研究领域集中于衍生工具、风险管

理、定价过程与国际基金对冲，他曾担任特许投资分析家研

究基金会受托人、会计准则委员会顾问等职，现任国际投资

分析师协会考试委员会主席、英国社会投资专业协会高级

学术顾问等社会职务，还担任《商业财务与会计》、《英国会

计评论》等多家杂志的编委。瑞安教授主要从事财务领域的

研究工作。

三位教授对方法论研究的尝试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中叶，他们在曼彻斯特大学为研究生开设方法论课程；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们虽然分属于不同单位，但继续作为

一个团队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会计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思想。

《财务与会计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是他们长期从事科研和

教学研究的结晶。该书于 员怨怨圆年首次出版，由于其视角独特、

观点新颖，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圆园园圆年，作者对该书

进行了修订再版，其主题是在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如何学习、

应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内容包括财务与会计的研究传

统、财务与会计的研究方法以及在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如何评

论分析技术共计三篇。

一、财务与会计的研究传统

这一部分是本书第一篇，也是最具特色的内容。特别是

第一章“财务研究的哲学”和第二章“会计研究的可选哲

学”从不同哲学观点的争论出发，展示了财务与会计研究方

法及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也确定了全书的基调。在本篇其余

三章中，作者通过回顾财务学、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研究

历史，论述了这三个领域的研究传统，分析了研究传统与科

学哲学观点的相互关系，揭示了方法论对财务与会计研究主

题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背景知识，

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作者认为，尽管存在着对财务科学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影

响的多种不同哲学观点和哲学立场，但我们一般把其简化为

两对可供选择的极端主义，即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证主义

与唯心主义。

理性主义主张正确的信念只有通过推理才能得到。财务

学中理想的市场概念是柏拉图式的抽象是理性主义的具体表

现。经验主义强调信念的确定性只能通过感知得到，这导致

“科学是不受价值判断影响”的观点的产生。经验主义促成了

最重大的哲学运动之一：实证主义。实证研究在财务和会计学

领域兴起并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正是哲学实证主义

在这一领域的具体表现。

除了方法论外，财务学科的进展本质上是以一种类似于

拉卡托斯的方式开始的，最初是由一个行为（个体的或是社

会的）的理论模型所组成的，然后不同的研究学派围绕特定

的基本模型发展，并在后来随着对特定假设的含义与变化进

行检验而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学派。哈贝马斯提出的解释学

循环以及社会实在的本质、研究人员的作用、研究过程的社会

性质等问题，形成了会计研究可选择方法的哲学基础。

最适合的研究方法的选择依赖于正在研究的现象的性

质。研究人员持有的本体论假设，会影响关于知识的获得方式

（认识论），反过来又通过所进行的研究影响研究过程。不同

本体论下，会计研究的内容、形式与方法区别都很大。确定会

计研究的适宜方法论需要考虑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研究人

员对于可选择的方法论应该持开放的态度。

作者随后简洁地描述了财务学、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

发展历程，论述了这三个领域的研究传统及其与哲学观点的

相互关系。财务学发展的初始阶段，形式理性的经济主体、完

全竞争的金融市场、完全免费获得的信息三个命题是财务学

模型发展的基础。马科维茨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莫迪格利安

尼和米勒将古典经济学引入财务学领域、法玛对市场效率的

经验证据进行考察、布莱克与斯科尔斯提出了期权定价模型、

詹森和梅克林对最优负债 辕 权益比例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

讨。基本金融资产的定价、期权定价、金融市场中资产价格对

信息的消化是财务学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领域。这些领域的研

究动态反映了财务研究的脉络。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及利润最大化目标是管理会计传统知

识的支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会计信息应该满足使用者

的决策需要”的认识推动了管理会计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早期，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问题。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研究人员从规范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关注对所

观察到的管理会计实务做出解释，试图理解不同变量（如预

算与组织业绩）的相互作用。管理会计研究中还有其他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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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方法，如行为会计、组织理论和社会理论等在阐述

理论和实务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作者指出管理会

计的研究方法和主题具有多样性。

总结会计发展历程，作者指出在财务会计发展的早期，

会计理论产生于会计实务。“从现有的实务中提取理论原

则”产生了财务会计研究中的经验归纳法，“从真实收益中得

出计量方法”形成了财务会计研究中的演绎法。两种方法的

汇集导致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财务会计经验研究的“黄金时

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财务会计概念

框架成为财务会计研究的重点。而决策有用研究的兴起，成

功地将会计研究从对“真实收益”的寻找转向考察会计方法

对不同使用者团体的效用上来。国际会计研究主题也从国家

间的比较研究转向同时注重国际资本市场问题、跨国公司的

国际会计问题以及会计协调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验

研究方法被应用到财务会计领域，研究者开始探究会计准则

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盈余管理和披露选择以及财务会计在管

理层与股东之间契约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等。

二、财务与会计的研究方法

在本书第二篇中，作者充分运用哲学基础深入分析具体

会计研究方法中所隐含的方法论，并详细论述了经验研究的

不同方法，描述了经验研究的过程，提出了实证研究的评价

方法与标准，并特别介绍了案例研究方法。在第九章中，作者

还以英国会计与财务博士项目为例，介绍了学位论文的创作

方式和要求以及提交和公布研究成果的多种形式。

经验研究是通过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以考察一个变量

发生变动时另一个变量将如何发生变化。在研究过程中，时

间序列可能出现非平稳性，应通过差分转化为平稳性时间序

列。在设计一项研究时，研究人员可以选择内部效度或外部

效度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当研究问题被确定后，通常是提

出一个假设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行检验。作者指出评价研

究设计时，需要考虑假设是否经得起检验、内部效度和外部

效度是否令人满意等问题。

对实证研究的解读可从理论研究的解释和经验研究的

解释两方面进行。规范研究中假设是解读的重点，多余假设

应是模型的逻辑结构考虑不周的一个信号。理论结构是否前

后一致以及形式上是否合理也是解读的重要内容。当用经验

方法验证某一特定理论时，研究人员将面临联合假设的问

题。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评估是经验研究解释的重

要内容之一。自相关和异方差是两种对估计值效率产生影响

的现象，它们都与正式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扰动项的统计学性

质有关，研究者应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相应的统计技术进行

处理。

案例研究已被作为会计研究适当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

一般是小规模样本研究，很难达到总体的统计学上的通用

性，它的价值在于为后续大样本检验研究提出假设。由于案

例研究人员时常希望看到他们渴望看到的结果，因此案例研

究人员往往采用“真实性、形式合理性和临界性”的标准来

评价研究。

在本书第二篇最后，作者以申请博士学位为例介绍了提

交和公布研究成果的方式。在学术期刊中发表文章经常被作

为学术研究的成果。作者认为在会计领域，影响较大的期刊有

《会计评论》、《会计和经济杂志》、《会计、组织和社会》、

《会计研究杂志》和《会计与公共政策杂志》等，影响较大的

财务学期刊有《金融杂志》、《金融经济学杂志》和《金融研

究评论》。在此，作者对这些重要期刊刊载文章的特点以及稿

件被拒的原因进行了介绍，为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一

定指导。另外，在杂志中发表文章和以专著形式发表文章也是

公布研究成果的方式。

三、财务与会计的评论分析技术

在本书第三篇中，作者首先阐述了如何进行有效的、前后

一贯的且具有独创性的文献回顾，然后介绍了一些自然语言

推理的技巧，最后讨论了形式逻辑分析方法的作用和范围。作

者对独创性的文献回顾的论述具有较大特色。

文献的评论分析是将方法论与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领

域，“理性重构”为技术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评论者

应和研究者从方法论和条件方面，共同理解研究问题的争论，

逐渐从内在评论进入外在评论的领域。当对一个新领域进行

文献分析时，较好的方法有文献回溯法、帕皮诺树法和模拟的

网络理论等。

在分析会计文献资料时，自然语言推理有其特殊的优势，

它能够使论述的过程清晰化，因此其应用比较普遍，为此作者

介绍了自然语言推理论证的分析技术。他们指出，在检验一段

文字是否具有推理性时，可以通过两步分析加以完成：淤暂时

推理指示器的存在和分类；于一段文字推理结构的构造和该

结构的批判检验。另外，在评论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基于分

离前提的论述和基于连接前提的论述。为了便于读者对自然

语言推理技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作者还对比弗在《财务呈

报：会计革命》（员怨愿员）中的一段重要推理进行了说明。

但作者指出自然语言推理分析存在不能证明一个论点是

有效还是无效的缺陷，为此他们又介绍了形式逻辑分析方法。

假定和预测逻辑的体系可以对复杂的自然语言陈述和论述进

行分析，是进行文献评论的较好工具。在会计和财务文献中，

语言的使用可以相当模糊，而逻辑是获得明确解释的重要工

具。形式逻辑分析方法有助于识别研究文献中论述的不一致

或无效，能够迫使人们对所提出的问题给出认真的解释，提高

了论述的精确性，从而弥补了自然语言推理的不足。但形式逻

辑分析也有其弱点，即它仅仅是对初始论述中的自然语言的

一种翻译，它的使用受到论述和假设的文字部分的限制。依据

作者的观点，我们在文献分析中应该结合使用自然语言推理

技术和形式逻辑分析技术，进行清晰而有效的评论分析，实现

有效的文献重构。

从上文可以看出，作者以哲学分析为基础，以方法论为

主线，对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梳理，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略显不足的是，在分析过程中仍然存

在哲学观点、方法论及财务与会计研究三者之间不够融洽的

现象，有些内容的哲学分析也较为薄弱。但瑕不掩瑜，本书对

财务与会计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具有较大指导意义，已经成为

相关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必读书目。本书第 圆版于 圆园园源年经

阎达五、戴德明、何广涛等译成中文，并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正

式出版。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