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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利益相关者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

定性袁以减少决策风险尧改进决策效用尧促进社会资源的趋利

性流动袁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遥 会计信息要发挥上述功

效袁必须具备一定的质量特征遥 因为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

维护会计目标的袁所以其质量标准或特征的具体确定与会计

目标有着紧密的联系遥

一、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

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是有关会计目标的两种不同的

观点袁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遥其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并不互

相排斥袁委托人通过财务报告评价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袁目的

在于做出是否继续维持或终止委托责任的决策遥 正如杂燥造燥皂燥泽

所说院野可以把会计确定受托责任的作用看作从属于决策有

用袁它构成决策作用的一部分遥 冶同时袁两者的区别也十分明

显遥首先袁使用对象不同院受托责任观下袁会计信息的使用对象

主要是企业现有的投资者和债权人袁 而决策有用观下会计信

息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各相关的决策者袁 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投

资者曰其次袁报告的内容不同院前者主要是有关企业经营者的

受托经营管理责任的历史信息袁 后者要求提供与投资者决策

相关的信息袁 尤其是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预测信

息曰再次袁会计信息的形成基础不同院受托责任观下会计信息

的形成基础是野历史成本冶和野实现原则冶袁而决策有用观下则

是野公允价值冶和野相关性原则冶曰最后袁报告的形式也有所差

别院通常在受托责任观下采用的主要是会计报表的形式袁而在

决策有用观下袁除了会计报表外袁还有表外附注遥

由以上分析可知袁 在两种观点下袁 会计信息的主要质

量特征有所差别遥 受托责任观下袁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

征是真实性和可靠性遥 决策有用观下袁由于会计信息使用

者的模糊性和高度分散性袁使得会计信息的受托责任解除

功能大大降低遥 由于报告的内容更强调有关未来盈利能力

和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袁信息的形成基础更强调野公允价

值冶和野相关性原则冶袁使得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时所

要求的信息的相关性成为在既定环境下支配会计信息披

露的因素遥 因此决策有用观下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特征是

相关性和可靠性遥

二、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会计信息应当达到或具备的基

本质量标准遥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渊云粤杂月冤认为院会计信

息的质量特征或质量的确定构成信息有用性的成分遥因此袁它

们是在进行会计选择时所应追求的质量标志遥 在财务会计概

念结构体系中袁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联系会计目标与其手段

的野桥梁冶袁它对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袁起着约束作用袁使其

能符合目标的要求遥在决策有用观形成之后袁相关性和可靠性

便成了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特征遥

渊一冤对相关性的理解

所谓相关性袁是指会计信息与决策相关袁具有改变决策的

能力遥 从相关性的定义看袁相关性不仅具有定性方面的要求袁

而且具有定量方面的要求遥特定的信息与特定的决策相关袁这

是相关性最基本的要求遥与决策无关的信息肯定是不相关的袁

但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并不一定具有相关性袁因为袁还要看其是

否具备改变决策的能力袁 即这一信息对决策而言是否重要或

金额是否足够的大院如果是袁则这一信息具有相关性曰反之袁则

不具有相关性遥 由此可见袁相关性应该包含重要性遥

投资者更关注有关资产保值和增值以及投资风险和报酬

的信息袁以便做出是否继续或终止投资的决策曰债权人更关注

有关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信息袁 以便做出是否继续或

终止与企业保持借贷关系的决策曰 而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宏观

调控者的政府则更关注与整个行业状况和宏观经济运行有关

的信息袁以便发挥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应有的作用遥 而且袁各

个使用者在不同的时期所要求的信息也会有所差别遥 会计信

息作为一种公共商品袁 使得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只能提供通

用的会计信息遥 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不可能针对特定的使用者

在特定的时候提供特定的信息袁 这将使得会计信息难以与不

同使用者的决策相关袁所以袁相关性绝不是一个含义非常确定

和易于理解的概念遥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一种较为模糊

的判断标准袁即当资料通过帮助使用者评估过去尧现在或未来

的事件或通过确认或更改使用者过去的评价袁影响到使用者的

经济决策时袁信息就具有相关性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渊杂云粤悦冤中

指出袁会计信息只有具备野导致差别冶的能力袁方能确定它与某

一决策相关遥野导致差别冶是指既可增加也可减少信息的差异袁

以便使用者能降低对经济事件的不确定性袁 提高决策的把握

性遥 要做到这一点袁相关的会计信息应同时具备预测价值尧反馈

价值和及时性遥

决策有用观下

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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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决策有用观下袁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和可靠性遥虽然相关性和可靠性可以达到统一袁但在很多情

况下袁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不相容的袁两者之间究竟存在哪些矛盾以及如何协调这些矛盾一直困扰着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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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预测价值主要是指信息能对未来的情况做出合理

的判断袁但由于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袁如缺少一个经过检验的尧

标准的投资决策模式等袁这使得人们更关注反馈价值遥 反馈

价值主要是指信息能对过去的情况做出合理的评价遥 对决策

者而言袁虽然预测信息是相关的袁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的信息

与其决策不相关遥 未来是以过去和现在为基础的袁从某种意

义上说袁它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伸袁所以袁决策者关注未来信息

的同时袁不可能不对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所了解遥 而及时性

是从时间角度对相关性的保证袁信息的相关性虽然并不是由

及时性决定的袁但失去及时性的信息袁也就同时失去了相关

性袁因此袁及时的信息对决策所起的作用要比滞后的信息更

具相关性遥

渊二冤对可靠性的理解

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应能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

反映的对象袁尤其要做到不偏不倚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和

结果袁 不倾向于某一特定使用者的需要或某一特定的结果遥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袁资料当其没有重要差错或偏向并

能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反映的情况而能供使用者作

依据时袁资料就具备了可靠性遥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认

为袁可靠性包括院反映真实性尧中立性和可核性遥

当然袁会计信息若不能真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反映

的经济事项袁就不具有可靠性遥 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历史是真

实的袁还是现实是真实的钥 就算这个问题得以解决袁如果会计

信息的范畴问题不界定清楚的话袁真实性仍旧值得怀疑遥 按

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的要求袁 对同一经济事项进行反映袁由

于会计核算方法具有可选择性袁 可能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结

果袁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呢钥 另外袁会计人员所掌握的专业技能

及其道德水平对真实性也有一定的影响遥 所以袁信息的真实

性是相对的袁而非绝对的袁只要信息基本上反映了事项的主

要特征袁就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遥 在审计实务中袁通常都存在

一个可容忍误差葬和可信赖程度渊员原葬冤袁这从实践上证明了真

实性是相对的袁由于真实性存在一个程度问题袁所以可靠性

也同样具有定性和定量方面的要求遥 中立性就是指没有偏

向袁 偏向可能来自会计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或忠诚度不够袁

可能来自会计核算方法选择不当袁也可能来自会计准则的制

定者遥 可核性就是要尽可能减少不同计量者的偏好袁即具有

相同背景的不同个人袁分别采用同一计量方法袁对同一事项

加以计量袁就能得出相同的结果遥 问题在于袁对于同一经济事

项的计量还有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遥 而且袁在实际工作

中袁由于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商品袁管理当局提供会计信息

要耗费成本袁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袁而其带来的收益却

并不那么明显袁安排不同的会计人员对同样的经济事项进行

重复计量袁工资费用必然会增加袁对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袁

这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遥

真实性存在一个程度问题袁 影响中立性的因素很多袁可

核性也没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判断标准袁且不可能进行实际

操作袁因此袁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理解为一定的幅度尧范围尧

区间或趋势袁比将其理解为独一无二的数据要合理得多遥

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矛盾与协调

相关性和可靠性往往存在着矛盾袁从而导致信息提供者

的两难选择袁因此袁明确矛盾的类别和成因并找出解决的方法

是很重要的遥

渊一冤相关性和可靠性的矛盾

虽然相关性和可靠性可以达到统一袁但在很多情况下袁两

者是不相容的遥

员援计量属性上的差别带来的矛盾遥 在现行的会计报表要

素中袁有些要素是以历史成本计量袁有些要素是以现行成本计

量的遥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基础的信息袁由于是可验证的实际交

易数据袁 其可靠性较强遥 但当物价发生变动或产生通货膨胀

时袁则不能恰当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袁甚至发生扭

曲袁这必然导致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不相关遥以现行成本为计

价基础的信息可能可以满足特定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袁 但由于

其在计量和计算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估算与人为的假定袁且

这些估算与假定很难进行实际的验证袁其可靠性值得怀疑遥这

时袁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就存在着矛盾遥

圆援相关性和可靠性内在要求的矛盾遥 相关性要求所提供

的信息不仅要有反馈价值袁而且要有预测价值和及时性遥为了

使信息具有预测价值袁势必会扩大会计反映的范围袁如以表外

附注的形式加以反映袁可靠性可能会削弱袁同样袁及时反映也

可能降低可靠性遥 反之袁为了提高可靠性袁而使大量计量困难

的交易或事项不能得到反映袁则会削弱相关性遥

渊二冤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矛盾的协调

要协调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的矛盾袁 可以针对造成矛盾

的最根本的因素来寻求解决方法遥

员援采用野多重计量冶的通用财务报告遥 由于完全按历史成本

反映或完全按现行成本反映会造成两者之间的冲突袁那么根据

实际的需要按历史成本和现行成本同时反映袁可以缓和相关性

和可靠性的矛盾遥当然袁这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院兼顾的结果容

易导致使用者判断标准的混乱袁多重计量通用会计报表的编制

需要较高的技能袁可能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遥笔者认为袁可以考

虑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院 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

则袁进一步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袁让会计信息这一野公共商

品冶变成野真正的商品冶袁即信息的使用者为其付费遥

圆援根据财务报告的不同组成部分区分相关性和可靠性的

侧重或取舍遥由于财务报告主要是对过去交易和事项的反映袁

其容量有限袁所以应更侧重可靠性遥 而表外注释不仅容量大袁

而且能提供非财务数据和预测方面的信息袁 所以应更侧重相

关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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