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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及克服有关通货膨胀问题野力不从心冶袁不能使疲软

的美元升值遥

圆援理论的一致性问题遥目前的行为财务理论都是根据其

想解释的现象而发展起来的袁所以仅能适用于其想解释的现

象袁 对于其他一些价格异常的行为就无法得到一致性的结

论遥由于缺乏一致性袁目前的行为财务理论都是对有效市场

假说正确性的质疑袁尚无理论能取代有效市场假说遥

猿援理论基础的滞后和滥用问题遥行为财务的研究重点是

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研究财务问题袁 但多数的行为财

务研究者可能只是财务学和心理学中某一领域的专家袁这

就会成为他们结合研究的障碍遥 心理学对人的认知和行为

特征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影响了行为财务的发展遥 行为财务

学家 杂澡藻枣则蚤灶渊圆园园园冤认为袁很多理论对投资人行为模式的假

设并没有以心理学为基础袁只是断章取义地将一些投资人行

为的片段组合成自己对投资人行为动机的假设袁如此一来袁

结论的合理性就遭到了质疑遥 这是目前行为财务学理论研

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遥

源援理论的本土化问题遥不同地域的人在心理上具有共性

和特性两个方面的特点遥行为财务学研究了心理共性对财务

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袁但缺少对心理特性影响的研究遥我国证

券市场发展时间还不长袁投资者心理不够成熟袁非理性的现

象非常严重袁所以不能将已成熟的理论应用于我国实践遥

三、行为财务理论的运用

员援行为财务理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遥行

为财务突破了现代财务将经济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尧将市场从

经济中分离出来尧将企业从市场中分离出来尧将财务功能从企

业中分离出来尧 将资本结构决策从财务功能中分离出来袁并

最终归纳出脱离历史与制度背景的资本结构定理 渊如 酝酝

定理冤遥 行为财务理论已由纯技术性的商业语言科学过渡到

人文性尧社会性的行为科学上袁研究领域也从野物冶转变到

野人冶袁 它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为今后财务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打下了基础遥

圆援行为财务理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遥行为财

务理论通过运用数学模型对行为过程进行量化袁有助于进行

科学财务决策尧开展规范化管理遥行为财务理论还有助于完

善委托代理制袁明确双方的责任尧权利和义务袁建立合理的公

司治理结构遥作业成本计算尧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等都可采

用行为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袁用来预测经济前

景尧参与决策尧规划未来和评价企业的经济活动遥

猿援行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开展有助于优化财务行为袁整顿

财务工作秩序遥 行为财务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人们各种行为产

生的原因袁并可寻求提高人的积极性的有利条件袁促进国家尧

企业和个人三者行为的相互协调袁不断完善激励机制袁从而提

高财务经济行为效率遥

源援行为财务理论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日益复杂的资本市

场遥将行为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的观察和研究中袁可能会获得

更符合市场真实情况尧更具有确切内涵的财务理论曰可以认识

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格变化规律袁 为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投资

决策提供参考依据遥同时对防止内幕交易行为尧维护资本市场

秩序尧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巨大作用遥笫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对会计信息应具有的质量标准所作

的具体描述或要求袁是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评判的最一般和

最基本的依据袁它对会计信息为实现会计目标应具备的质量

做出了具体规定渊葛家澍袁圆园园猿冤遥

学术界很早就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行了研究袁 目前对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主要有院有用性尧可靠性尧真实性尧

相关性尧客观性尧及时性尧可比性尧一致性尧可理解性尧公允性

和充分性遥

然而袁学术界并没有就会计信息质量的这些特征的重要

性达成共识袁没有从会计学的理论层面将上述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排出先后顺序遥于是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会计原则一

样存在着矛盾遥例如袁可靠性和真实性之间尧有用性和相关

性之间内容重叠曰及时性和可靠性之间尧客观性和相关性之

间存在冲突遥因此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体系还有待进一步

完善遥

一、公正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特征

人们在长期的会计实践中总结出了若干条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遥其中袁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特征是公正性遥

会计公正也被称为会计中立袁 是指在确认和计量会计事

项时袁应该尽可能地基于客观事实或数据进行曰在选择会计方

法时袁应该保持价值中立尧不偏不倚袁不带主观倾向曰在记录和

报告经营成果时袁 应该毫不歪曲地做出真实和准确的报告或

陈述遥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第 源号报告对中立性原则曾做出

这样的解释袁中立的财务会计信息趋向于满足信息使用者的

共同需要袁与信息的特定使用者的特殊需要及推断无关遥只

有不基于特定使用者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的推定和计量袁才能

增进信息的相关性遥财务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袁不应试图增加

信息对少数使用者的有用性而伤害到可能具有相反利害关

—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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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其他使用者遥

美国会计学家斯科特也曾就会计公正的问题指出院淤会

计程序必须公平地对待一切利益集团曰于财务报告应保持真

实和准确曰盂会计数据应当是公允尧无偏见的遥可见袁所谓会

计公正袁就是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会计信息使用者袁包括投

资者尧债权人尧供应商尧政府尧企业管理者尧企业员工等遥

有的学者认为袁公正是会计的一种道德标准遥这是有一

定道理的袁但是会计公正并非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袁更要

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具体处理上遥例如袁不能为了体现管理者

的当前业绩而在选择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时不采用加速折

旧法曰不能为了欺骗社会公众而隐瞒或虚构关联方交易曰在

信息披露方面袁不向处于弱势的信息使用者渊如企业员工尧

小股东冤隐瞒情况等遥将公正性作为最基本的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绝不是会计理论工作者杜撰出来的袁 而是基于伦理学

基础提出来的遥

人类所生活的社会袁 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合作体系或组

织遥人们之所以要结成社会合作体系或组织袁是因为人们

相信合作体系或组织能够为各方带来野合作剩余冶袁合作要

比个人单干更有效率袁收益更大遥在价值多元的社会经济

合作体系或组织里袁人们必须具有一些共同的观念袁才能

保障人们对社会经济合作体系或组织的信任和服从遥公

正要要要公民应当享有被公平对待的权利袁 是首要的公共观

念遥公正地对待所有人袁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院一是人

人具有平等的身份袁即公正对待原则曰二是利益要公平分

配袁即公平分配原则遥

在社会经济合作体系或组织中袁会计是价值的评价者遥

会计价值的评价必然涉及野合作剩余冶的分配袁而对野合作剩

余冶的公平分配又是社会经济合作体系或组织正常运行和

持续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遥因此袁会计信息在其形成

和传递过程中就必须平等地对待社会经济合作体系或组织

中的各成员遥只有实现了会计信息的公平分配袁社会经济合

作体系或组织中的各成员之间的充分尧有效合作才能持续袁

社会经济合作体系或组织才能生产出更多的野合作剩余冶遥

可以说袁会计的公正性是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公平分配不可

缺少的条件之一遥

其实袁会计一直没有放弃对公正的追求袁它向社会展现的

一直都是公正的形象袁这可以从世界上很多会计职业团体的

会徽图案要要要天平看出遥 会计信息质量基本特征中的客观

性尧公允性和真实性袁都体现了会计对公正性的追求遥正因为

如此袁野公正诚信为主袁廉洁勤奋为归冶才成为会计人员最基

本的伦理规范遥

从对会计信息各质量特征的比较来看袁会计信息质量的

基本特征应当是会计信息使用者普遍认可和一致同意的遥

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认识和理解

可能不同遥例如袁可能为了重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而忽视了

可靠性袁或者重视可靠性而忽视了相关性遥但是会计信息质

量的衡量标准中却不能没有公正性遥也就是说袁如果会计信

息产生的过程和结果不公正袁导致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

人的利益受损袁那么无论这种会计信息多么相关尧可靠袁它

都是不道德的袁也不会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所普遍接受遥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公正性的选择及其证明

以下借用野无知之幕冶和野最小最大原则冶理论假设袁对会

计信息质量特征要要要公正性的选择作进一步的说明遥

野无知之幕冶是罗尔斯在其名著叶正义论曳中提出的一个

理论假设遥做出这一假设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院任何人都不应

当因其天赋或社会背景的缘故而受益曰要使所选择的原则公

平合理并被大家一致接受袁就不允许把原则制定得仅适合于

某个人的特殊爱好尧兴趣或符合某个人的价值观遥同时袁野无

知之幕冶 也意味着排除各种各样来自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影

响袁把各方都置于一种公平的环境中袁每个人的地位平等袁每

个人都应该被作为道德人同等对待遥

野最小最大原则冶是指在原始状态下袁具有理性的人在选

择社会正义原则时总是以最低限度为基础寻求具有最大普

遍性的正义原则遥社会伦理原则渊社会公正冤袁只能是人们在

公正社会中合理选择和理性决定的结果遥

人们的博弈行为能够证明野无知之幕冶和野最小最大原则冶

在制度或方案选择中的作用遥 在博弈中袁 由于充满着不确定

性袁理性的参与者往往采取保守稳健的决策原则袁从最不利的

情况出发袁寻求最好的结果遥例如袁将 员 园园园元的财富在一个

富人和一个穷人之间分配袁 且只有 苑颐猿尧缘颐缘尧猿颐苑三种分配方

案遥这三种分配方案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院

如果选择方案的人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身份袁那么富人必

然选择第一分配方案袁穷人必然选择第三分配方案袁这样在

方案的选择上就无法达成野一致意见冶遥现在我们改变选择的

前提袁首先以野无知之幕冶为前提袁然后再进行选择遥这时袁选

择方案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袁不知道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袁

也不知道自己将要成为富人还是穷人遥在野无知之幕冶的前提

下袁人们会怎样选择方案呢钥显而易见袁尽量使自己在万一不

幸成为穷人的情况下得到最好的结果袁或者说从最不利的情

况出发寻求最好的结果袁成了人们的理性选择遥也就是说袁如

果我们以野无知之幕冶为前提并遵循野最小最大原则冶进行方

案选择袁那么第二个分配方案将被认为是最佳的袁因为选择

者无论成为富人还是穷人袁选择第二个分配方案都会相对有

利遥于是袁人们便会就第二个分配方案达成野一致意见冶遥

在会计信息质量基本特征的选择上袁如果也以野无知之

幕冶为前提袁假定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会计信息使用者袁

为了防止自己万一不幸成为会计信息使用者中的 野穷人冶袁

根据野最小最大原则冶理论假设袁人们必定要选择公正性作

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特征袁以求得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得

到最好的结果遥

正是从会计信息具有野经济后果冶的意义上考虑袁我们应

当将公正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特征遥只有这样袁才能

使会计服务不偏向某一特定的使用者袁避免或尽量减少社会

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现象的产生遥笫

项目

第一分配方案

第二分配方案

第三分配方案

富人

苑园园

缘园园

猿园园

穷人

猿园园

缘园园

苑园园

财富总额

员 园园园

员 园园园

员 园园园

分配方案选择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