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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世纪 怨园年代以来袁会计信息使用者日渐多样化尧复杂

化袁传统的财务报告已不能有效满足人们的决策需要袁社会

各界掀起了财务报告改革的浪潮袁使得增值表尧电子实时财

务报告尧全面收益表和差别报告等一大批重要成果应运而生遥

学术界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遥 但这些改革实施的效果却

不是太好袁实务界对此多持否定或批判态度遥问题的根源在

哪里呢钥本文拟从会计模糊性的角度对此作以下剖析遥

一、不容忽视会计的模糊性

所谓模糊性袁是指事物类属的不确定性袁是事物所呈现

出来的亦此亦彼的现象袁是一个与精确性渊或称清晰性冤相对

的概念遥关于事物的模糊性与精确性的关系袁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观点认为袁模糊是绝对的尧普遍的袁而精确是相对的尧具

体的袁是包含了模糊性的精确性袁是模糊的特例或体现遥模糊

性与精确性的这种关系正如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

间存在对立统一尧相互依存尧相互转化的关系一样袁不论是在

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袁模糊是主流袁即不可测的事

物居多遥

那么袁普遍存在的模糊性在会计这一学科上又是如何体

现的呢钥首先从会计的方法属性上看袁会计是一门以数学的

逻辑关系为计量对象的学科袁通过一定规则取得代表货币单

位的数字袁再将这些数字运用一定的数学法则转换成数据袁

其结果可以达到精确遥而从会计的理论属性上看袁会计的研

究对象是经济活动袁 其目的是为了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袁

从这个角度上看袁它是经济管理的组成部分袁属于社会科学

的范畴遥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是某一侧面或部分袁对事

物的定性研究会受到人们的价值取向尧道德标准和不同的意

识形态尧宗教信仰尧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遥对事物的定

量研究要通过假定尧估计尧预测尧判断袁研究者对其所下结论

的检验相当困难袁因而对事物的认识会带有模糊性遥那么袁当

我们把会计学的这两种属性结合起来看时袁会发现会计的方

法属性与理论属性存在固有的矛盾遥会计系统中每一个数据

的计算都是在严密的数学法则下进行的袁而支持数据的数字

来源却往往是经济学中一些概念的货币化袁并经历了一系列

估计尧判断的过程袁这就使得数据的产生不是依赖于客观世

界的真实性袁而是来自于主观世界的意识和经验遥概略与严

密这两种属性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会计学科的基本特点袁即以

精确的数字为表象袁掩饰其主观的尧模糊的数字生成过程遥这

就是会计这一学科固有的基本属性要要要模糊性袁认识并利用

这一规律是会计学科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袁忽视和违背这一

规律则会给会计学科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力遥

二、模糊性对财务报告改革的影响

员援财务报告目标的模糊性对差别报告改革的限制遥现行

财务报告是通用性质的财务报告袁当不同信息使用者总被一

视同仁地对待袁被动地接受同样的会计信息时袁人们就开始指

责现行财务报告有悖于决策有用性的财务报告目标遥差别报

告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便开始萌芽尧发展袁并成为财务

报告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遥但其产生后却又逐渐遭到人们的

冷落袁其主要原因在于无法确定差别报告的差别需求问题遥

为何确定差别需求会这样困难呢钥 我们不妨从财务报告目标

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谈起遥

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第 圆号财务会计概念公

告叶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曳中的描述袁财务报告的主要目标是

决策有用性袁而信息的有用性包括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遥决

策总是具体的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只是相对的遥当决策者很多

且不确定时袁不同决策者的决策目标尧类型尧时点及心态都将

是一个随机变量遥对所有投资者都有用或相关的会计信息是

根本不存在的袁目前也无法生产袁即通用财务报告的缺陷是必

然存在的遥同时袁由于当前信息使用者群体并未真正形成袁而

在会计信息供求者之间实现完全有效的沟通是相当困难的袁

至少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袁 信息使用者的复杂多变性使

得完全沟通的成本变得无穷大遥在这种情形下袁让信息提供者

主动提供差别报告必然导致的现象是院其一袁企业主动提供了

信息使用者不需要的差别信息袁即产生了无效的社会劳动曰其

二袁某些信息使用者切实关心的差别信息始终没能提供袁或是

企业不愿提供遥这样袁不论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

来看袁差别的确定和成本效益原则都是难以满足的遥

可见袁忽视信息使用者群体对报告提供者的重要程度的

差异袁认为会计信息应该成为投资者惟一的或几乎相当全面

的决策信息来源袁是现行财务报告改革者认识上的一个误区遥

从更客观的角度上讲袁准确地界定相关尧有用这一功能是外在

于财务会计系统的袁而非内在于财务会计系统之中遥会计信息

的相关和有用程度应由信息使用者自己去判断尧认定袁而不能

由信息提供者主观猜测尧裁定遥

圆援会计技术加工的模糊性与电子实时财务报告改革的关系遥

会计技术加工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传统会计信息是一道道程

序加工尧汇总和再加工尧汇总之后产生的总括数字袁这样产生

的信息必然具有模糊性遥例如袁将分别从事房地产尧汽车生产尧

食品业和金融业的子公司纳入合并会计报表后所披露的存货

信息是模糊的袁甚至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遥这难免会使人产

生疑惑院现行财务报告传递的是汇总后的信息袁然而老练的会

对财务报告改革局限的模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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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信息使用者和专业用户却经常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对财务报告中的集中信息按照他们的需要进行分解袁并

进行复杂的分析袁 这样做是不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钥若

果真如此袁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将原始的会计数据传递给老练

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和专业用户呢钥电子实时财务报告的产生

可谓与这种想法不谋而合遥它在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

基础上袁通过计算机网络实时地将企业所发生的各种生产经

营活动和各项交易事项信息反映在财务报告上袁并将其存储

在可供信息使用者查阅的数据库中袁供信息使用者随时查询

企业的经营成果尧 财务变动状况以及其他重要事项信息遥因

此袁该报告的产生对于那些专业用户而言袁减少了一道对传

统汇总数据进行分解的程序袁但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

问题的产生袁即事项的确定与信息的过载遥

由于传统会计是以会计报表要素为其核算对象的袁这种

以六大要素为基础的分类一方面使得会计报表信息结构化尧

系统化袁另一方面却由于要素的划分比较综合袁使得许多真

正有用的信息在分类尧加工和汇总中被遗失了遥那么袁为减少

传统会计分类尧加工中的不足而产生的电子实时财务报告势

必会细化会计报表要素袁而它究竟按什么标准去划分会计报

表要素钥会计报表要素又应细化到什么程度钥这是必须解决

的问题袁也意味着以弥补传统财务报告的缺陷为目的的改革

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要要要追求所谓绝对的相关和精确袁由此造

成另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遥

可见袁如果事项选择的范围及如何确认相关经济事项的

问题没有解决袁一个新的报告体系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并

付诸实施的遥传统技术加工所产生的信息确有缺陷袁但会计

数据产生的全部过程本来就不可能完全精确渊因为会计核算

按严密的数学法则进行运算袁而支持数据的数字来源却往往

是一系列估计尧 判断的结果冤袁 否认这一事实去追求所谓精

确尧完全的会计信息本来就是不现实的遥

猿援会计计量方式的模糊性使全面收益表改革面临尴尬遥

全面收益表也称第四报表或总括收益表遥它以野全面收益冶

替代传统的野净利润冶指标作为业绩表的最终结果袁拓宽了

传统业绩表中收益的概念袁将许多过去由于不符合稳健性

原则尧 历史成本原则和客观性原则而绕过损益表直接进入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分离出来袁纳入全面收益表袁从而净化了

资产负债表袁也使整个财务报告能更充分尧更透明地反映企

业经营活动的真实情况遥因此袁美国尧英国及国际会计准则

委员会都在实践中积极地鼓励企业主动编制全面收益表遥

但当前全面收益表推广应用的效果渊如对提高财务报告透明

度尧抑制会计舞弊的作用冤并不像理论上预计的那么乐观袁对

其批评主要有院全面收益表其实并不全面袁它仅是部分甚至

是少部分经过挑选的事实的列举遥这种全面收益虽比传统

的净利润包括的内容要广泛一些袁但还远远不足以代表一个

主体的全部业绩袁不能反映资产负债包括的全部交易遥其根

源何在呢钥

全面收益表的全面收益由净收益和其他全面收益两部

分组成袁其中净收益仍由利润表提供袁采用历史成本原则计

量袁披露已实现且已确认的当期损益袁而其他全面收益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袁报告企业已确认但未实现的期末利得与损

失遥这样一来袁矛盾就产生了院公允价值的计量技术是不成熟

的袁许多现阶段理论上认为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事项渊如持

有未到期的投资尧金融负债及大部分软资产冤袁却因一直未能

找到一种准确的估价方式而难以入账袁故全面收益表就难免

不全面了遥其实袁不论是历史成本计量还是现行成本计量袁都

只是会计发展过程中客体渊会计人冤对于主体渊客观经济事项冤

认识的货币表现方式袁都受制于货币计量的基本假设袁而会

计信息的传递是否只有货币计量这种方式才是最佳的还有

待商榷遥可见袁当客体的认识能力没有达到相应水平时袁在特

定的时间或空间限制下渊如计量技术的限定冤袁其认识反映的

结果渊如财务报告冤就必然会不全面袁发生偏差是正常的遥历

史成本计价和多种计量方式并存本来就是个从模糊到精确

再到相对模糊再到进一步精确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袁妄图越过

必经的阶段跨向更高的阶段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遥因此袁现

阶段全面收益表的改革只是对现行损益表的初步改良袁更为彻

底尧全面的变更还要依赖理论研究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遥

三、对传统财务报告渐进式改革的思考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 员怨怨源年在叶改进企业报告曳中提

出院淤没有证据表明信息使用者由于信息不相关或其他原因

而放弃财务报告分析曰于没有信息使用者建议财务报告应当

予以放弃而由基本不同的组织财务信息的手段来代替遥 故笔

者认为袁既然会计反映的对象及生存环境存在大量复杂多变

的因素导致了会计模糊性的客观存在袁并使得会计的最终成

果要要要财务报告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精确性袁因而对现行财务

报告体系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充分考虑会计模糊性的影响袁先

立后破袁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动传统财务报告的改革遥

员援重新思考会计信息的披露范围遥会计学只是管理学的

一个分支袁会计的职能是有限的袁因而会计信息没有必要也不

可能取代其他所有的信息来源遥 如何确定环境变化下会计信

息披露范围与重点的定位袁 即从更切实可行的角度界定财务

报告的目标要要要有用性的相对范围袁 是决定现行财务报告改

革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圆援货币计量假设本身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遥它一

方面从根本上决定了现行财务报告总会以精确的形式传递着

实质上并不精确的信息曰另一方面也只是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反

映方式之一袁 但却并不一定是最好或最恰当的反映方式遥因

此袁从适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角度上看袁在环境变化时适当地引

入信息的定性描述及多种计量方式袁 不是对传统历史成本原

则及可靠性原则的违背袁而是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袁

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总是循序渐进的遥

猿援在会计准则制定的原则模式与规则模式中找到一个适

应我国当前国情的平衡点遥完全原则模式的准则要求会计人

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袁而完全规则模式的准则则比较容易

被企业规避和操纵袁如何在规则制定的同时兼顾原则袁二者匹

配使用是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前提遥

另外袁在处理传统会计技术加工方式的更新程度与更新

方式时袁应从相对的尧而非精确的角度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关

系袁如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尧重要性与信息过载的关系袁信息的

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的关系以及相关性与可靠性的依存与矛

盾关系等遥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