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等式理论争鸣回顾及结论

会计基本等式具有重大意义遥 理论界对会计基本等式争

论的焦点集中在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入原费用冶等式

渊以下简称野扩展等式冶冤是否成立的问题上遥

一、会计等式理论争鸣回顾

自 员怨怨猿年会计制度改革以来袁理论界对扩展等式是否成

立一直存在争论袁回顾这场十多年来的争论袁认为扩展等式

成立的观点占了上风袁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院一是野支持

论冶的文献在数量上远远多于野否定论冶曰二是野支持论者冶对

野否定论者冶的全部观点都进行了有效的反驳袁而野否定论者冶

对野支持论者冶的一些重要观点却无法予以反驳曰三是当前绝

大多数高校的基础会计教材都采纳了扩展等式袁其中包括立

信会计出版社出版的叶基础会计教程曳尧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叶基础会计曳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初级会计

学曳袁这些都是具有较高水准的教材遥

但是袁经过深入研究之后袁笔者的结论却是对扩展等式

的基本否定袁现具体分析如下遥

二、代表性观点

本文专注的焦点是扩展等式是否成立遥支持扩展等式成

立的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四种院

员援刘璇等人从所谓的利润的两种并行不悖的计算方法

渊利润越收入原费用袁利润越期末资产原期末负债原期初权益冤推

导出院期末资产垣费用越期末负债垣期初所有者权益垣收入袁从

而认为扩展等式成立遥对于如何反驳这种观点袁黄惠忠等人

指出袁权益变动不仅可由利润引起袁也可由接受投资和抽资

造成袁期末资产越期末负债垣期初所有者权益垣渊增资原减资冤垣

利润袁即使去掉野期初冶尧野期末冶字眼袁等式也不会变成所谓的

扩展等式遥

圆援韩淼和潘华等人提出了存量 辕变量说遥他们认为野资产越

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冶等式反映的是会计要素存量间的相互关

系袁而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入原费用冶等式反映的是

会计要素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遥韩淼进一步将其表述为野变动

的资产原变动的负债越所有者权益垣获得的收入原发生的费

用冶遥他们认为存量等式和变量等式同时存在袁并且由于存

量和变量的差别袁不能作为等量相互替代进行数学推导袁也

不能因为一个等式的平衡关系而否定另外一个等式的平衡

关系遥

存量 辕变量说是经不起推敲的遥其具体原因有以下两点院

其一袁 存量 辕变量说本身就否定了所谓变量等式的普遍适用

性袁也就是说扩展等式并没有普遍意义袁这一点恰好与笔者

的观点不谋而合曰其二袁变量等式中所有者权益项是存量还

是变量袁事实上袁以数理逻辑来推导袁变量等式中根本不需要

有所有者权益这一项遥众所周知袁收入会导致资产的增加或

负债的减少袁或两者兼而有之遥同样袁费用会导致负债的增加

或资产的减少袁或两者兼而有之遥因此可得出院收入越收入导

致的资产变动原收入导致的负债变动曰 费用越费用导致的负

债变动原费用导致的资产变动渊资产尧负债的变动若为减少则

以负数表示冤遥两式相减可推导出院收入原费用越资产的变动原

负债的变动遥

存量 辕变量说显然无法自圆其说袁或许是由于这种观点的

缺陷过于明显袁对扩展等式持否定论者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

反驳遥

猿援毕晓为以权益理论中的企业主体理论为基础推导出

扩展等式成立袁并将其命名为试算表等式型会计方程式袁其

结论是院只有试算表等式型会计方程式才是能够全面反

映五个会计要素关系的表达式袁这一等式在企业持续经营

的任一时点上都是恒等的遥其基本思想是院随着公司的出现袁

业主权理论已难以适应会计实务袁 而企业主体理论把企业

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更能适应会计实务遥在企业主体理论

下袁由于其并不认为企业的净收益就是股东的净收益袁因此

收入和费用也就不被认为是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和减少袁野资

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入原费用冶等式就具有普遍意义遥

以企业主体理论为基础推导出扩展等式是符合逻辑的袁

但问题在于企业主体理论是不是现行会计实务的基础理论遥

如果不是袁 强行将企业主体理论基础上的扩展等式应用到现

行会计实务中来是不合适的遥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袁现行会计实

务的基础是业主权理论袁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也认为袁在

企业袁权益就是业主权益遥关于业主权理论和企业主体理论的

区别及其在财务会计概念中的影响袁美国学者 粤则贼澡怎则 晕援蕴燥则蚤早

曾在论文野杂燥皂藻 悦燥灶糟藻责贼泽 燥枣 粤糟糟燥怎灶贼蚤灶早 葬灶凿 陨灶凿蚤糟葬贼蚤燥灶泽冶中列

示了一个对比表渊如下页表冤遥

尽管现行会计实务吸收了企业主体理论的一些优点袁但

其理论主体仍然是业主权理论袁尤其是在权益的计量和确认

方面遥

在业主权理论下袁 企业的收入和费用都属于业主权益

的变化袁收入是业主权益的增加袁费用是业主权益的减少袁野资

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冶实际上已经囊括了收入和费用遥将企

业主体理论指导下的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入原费用冶

应用到以业主权理论为基础的现行会计实务中来是令人费

解的袁而且在现行会计实务中进行试算平衡时普遍采用的

是借贷发生额平衡和借贷余额平衡袁并未用到试算表等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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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方程式遥

源援王桢等人提出的观点可归纳为会计核算过程论遥其逻

辑是院在会计核算中袁净利润是在期末这一时点上转入所

有者权益的遥 从整个会计期间的运动过程看袁 在还未将收

入尧 费用的变化所形成的净利润反映到所有者权益时袁野资

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入原费用冶成立袁这时的所有者权

益是还未包括本期利润的所有者权益遥 这种表述是不严谨

的袁在业主权理论的基础上袁净利润就是所有者权益袁并不

需要再转入所有者权益遥在我国现行会计实务中袁资产负债

表中的所有者权益要素里的野未分配利润冶项目包括本年利

润遥换一句话概括他们的思想更为合适院从会计核算的具体

过程来看袁在期末会计结账之前袁由于收支类科目尚未结

转袁所有者权益在会计核算上并未反映当期损益的变动袁因

此扩展等式成立遥在此基础上袁王桢等人认为扩展等式是普

遍适用的袁而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冶等式只不过是会计

期初和期末当收入 辕费用结转反映在所有者权益中时扩展

等式的特例遥

应该说袁 王桢等人从会计核算具体过程的角度来论证扩

展等式成立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袁 而且与会计实务的紧密结合

显得其观点颇有说服力遥对此观点袁笔者未能在野否定论冶的文

献中找到有力的反驳依据遥

会计核算过程论本质上是认可业主权理论的理论基础地

位的袁即净利润最终需要转入所有者权益曰所强调的只是在会

计核算过程的具体环节上袁 净利润是在期末这一时点上转入

所有者权益的遥 会计核算过程论从会计核算具体操作过程的

角度推导出扩展等式成立有其局部的合理性袁 但若将扩展等

式上升到普遍适用的意义上袁 则犯了机械认识会计核算过程

的错误遥

业主权理论认为收入尧 费用本身就属于所有者权益的变

动袁 这种对会计要素关系的定性并不取决于会计的具体核算

程序上是否进行收支结转遥即便没有结转袁收入仍然是所有者

权益的增项袁费用仍然是所有者权益的减项袁野资产越负债垣所

有者权益冶在任何时点恒等遥另外袁会计的所谓期末结账实际

上是可以随时进行的袁会计分期本身就是人为的袁会计分期可

以分成年尧半年尧季尧月袁也可以分成旬尧日尧半天尧员小时遥什么

是会计期末钥理论上任一天尧任一时点都可以成为会计期末遥

什么是期末结账钥在任一时点都可以进行期末结账遥如果从财

务会计角度理解觉得困难袁 可以尝试从管理会计的角度来理

解遥例如袁企业领导希望立即了解刚过去的一旬的经营情况袁

作为会计是告诉他未到期末结账袁无法提供财务信息袁还是即

刻结账袁满足经营管理者的信息需要钥事实上袁在电算化条件

下袁随时可以结账编制出会计报表遥因此袁会计核算过程论是

对会计分期和会计具体核算过程的一种机械认识遥 会计核算

过程论推导出的扩展等式只能是 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冶

会计恒等式在特定角度渊会计核算具体操作过程冤尧特定条件

渊期末结账之前冤下的特例袁认为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

入原费用冶具有普遍意义袁而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冶仅仅是

特例袁则恰恰是本末倒置了遥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以上四种支持扩展等式成立的代表性观点的逐一

批驳袁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建议遥

结论院现行会计实务的权益理论基础是业主权理论袁因此

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冶等式具有普遍意义曰会计核算过程

论得出的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入原费用冶是特定角

度尧特定条件下的特例袁不具有普遍意义曰企业主体理论基础

下的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入原费用冶与现行会计实务

不相吻合遥

建议院基础会计教程中不要再采用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

权益垣收入原费用冶的所谓扩展等式袁这一等式已经引起广大

师生的困惑遥企业主体理论基础下的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

益垣收入原费用冶应该是硕士研究生会计理论教程需要讨论的

问题曰会计核算过程论得出的野资产越负债垣所有者权益垣收

入原费用冶则是一种对会计分期和会计核算具体操作过程的

机械认识袁意义非常有限遥笫

业主权理论与企业主体理论的区别

公司的盈利是否应认为是属于

股东渊或其他所有者冤的收益

是否需要报告每股盈利

公司的留存盈利或盈利盈余

是否属于股东权益部分

公司所得税和对公司股利征收的

个人所得税是否属于双重课税

公司赚取的收益在分派股利前就

征收股东所得税是否合理

现金股利是否应作为公司的费用

母公司和子公司是否应作为一个

会计主体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母公司收益表上是否应反映在子公

司损益中持有的相应份额

合并公司所得税是否应予以退减

超过留存收益而宣布的股利和应付

股票股利是否可视为股东的收益

股票出售后立即宣布的现金股利

是否属于新股东的收益

拖欠的优先股股利是否应视为公司

的费用或作为公司的负债

一家公司的亏损是否应在资产

负债表的借方表示

发行股票的折价是否

应借记野留存收益冶科目

库藏股取得时得到的利得

可否借记野留存收益冶科目

成本是否是财务报告中

资产计价的最好基础

计算普通股每股账面价值

是否应包括留存收益

资产负债表的一般格式渊借方在一

方袁贷方在另一方冤是否能最清楚地

体现财务状况

普通股投资是否应以股票的

市价作为计价基础

序号 交易和事项举例

缘

愿

员源

员愿

是 否

业主权

理论

企业主

体理论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可能不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可能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员

圆

猿

源

远

苑

怨

员园

员员

员圆

员猿

员缘

员远

是 否

员苑

员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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