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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第二层次的会计信息袁 其质

量特征处于会计目标和财务报告之间袁 具有桥梁的性质袁既

反映会计目标的基本内涵要要要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

质量的基本要求袁又和财务会计的确认与计量一起统驭着财

务报告信息披露的范畴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渊云粤杂月冤认

为袁相关性和可靠性并列为首要的信息质量特征袁可比性属

于次要的信息质量特征遥

相关性由预测价值尧 反馈价值和及时性三个子质量特征

构成袁它是指会计信息能够帮助其使用者预测将来事项的结

果袁或者证实或者纠正以前对该事项的预测曰并且通过互动

具有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能力的作用袁而且该会计

信息是及时提供的遥

可靠性由如实表述尧中立性渊不偏不倚性冤和可核性渊即可

验证性冤三项内容构成袁它是指会计信息不受错误或偏向的影

响袁能够真实反映它应该反映的内容遥相关性和可靠性两者之

间缺少任何一个袁由此产生的会计信息都不会是有用的遥会计

信息质量特征是复合的袁但是袁如果相关性和可靠性发生冲突

必须抉择时袁哪一个将被优先考虑钥 或孰重孰轻袁又该如何做

出权衡钥云粤杂月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阐述遥笔者认为袁这是值得

重视和应该协调好的问题遥

一、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内涵和外延

从内涵的角度讲袁 相关性中的预测价值是指会计信息可

厦门大学 张贤萍

【摘要】本文通过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进行内涵与外延的深入分析袁讨论了相关性和可靠性发生矛

盾冲突的情况袁并根据会计目标的不同要求袁提出了可靠性和相关性这对矛盾应该在对立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新思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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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短期和长期市场反应均为正遥 目前袁我国投资者还难以区分

有真实经济意义的利润和没有真实经济意义的利润袁 因而

不能像无效应假说所假定的那样能野透过数字看本质冶袁会对因

自发性会计变更带来的利润增加或降低做出能动的反应遥 为

避免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袁上市公司会慎重地考虑是否进行

自发性会计变更遥 因此袁从圆园园员年截面数据分析袁我国上市公

司似乎并不热衷于用自发性会计变更来抵消或化解强制性

会计变更带来的影响遥

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袁却是另一种情况遥 表源列示了我国

上市公司员怨怨怨 耀 圆园园猿年五年间自发性会计变更的基本数据遥

从表源可以看出袁圆园园员年有员缘援圆园豫的公司至少进行一项自发性

会计变更来应对强制性会计变更遥 员缘援圆园豫的比例看起来不算

高袁但其他年度上市公司进行一项自发性会计变更的比例均

低于圆园园员年度袁五个年度的平均数也只有员园援圆源豫遥因此从历史

角度看袁 我国上市公司为了应对圆园园员年强制性会计变更给企

业带来的影响袁于当年较多地采用了自发性会计变更方式以

降低强制性会计变更带来的影响遥这种情形与孕蚤灶糟怎泽和宰葬泽造藻赠

渊员怨怨源冤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遥

表源结果显示袁圆园园员年上市公司自发性会计变更的总体趋

势是调减利润袁 这是因为圆园园员年强制性会计变更更多地具有

调减利润的特征袁上市公司自发性会计变更适应了强制性会

计变更作调减利润的变化袁借此可以将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归咎于强制性会计变更遥 这也即印证了我们前面得出的结

论院在同一年度同时进行自发性会计变更和强制性会计变更

的公司袁对利润影响额是加大了而不是变小了遥

表源反映出的另一个异常现象是院员怨怨怨年上市公司自发性

会计变更的总体趋势是调增利润袁是员怨怨怨 耀 圆园园猿年五年中惟一

调增利润的年度遥这一差异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员怨怨怨年我国会计

准则的改革袁即当年我国叶企业会计准则要要要债务重组曳的实

施具有调增上市公司利润的功效渊颜敏袁圆园园猿冤遥 我国上市公司

为此进行调增利润的自发性会计变更正印证了孕蚤灶糟怎泽和宰葬泽造藻赠

渊员怨怨源冤的研究结论遥

综上所述袁 我国自发性会计变更与强制性会计变更也具

有时间和方向的相关性袁 自发性会计变更对利润额影响的趋

势与当年强制性会计变更的方向相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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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强决策者对未来事项的预测能力曰反馈价值是指通过反

馈的历史信息和期望值的比较袁 以其差别证实或改变期望

值曰及时性是指会计信息提供尧披露及时袁它在信息失去对决

策有用之前袁应被决策者所拥有袁相关的信息若提供不及时袁

便会对决策毫无用处遥 当然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还会受到其

性质和重要性的影响遥

从外延的角度讲袁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会计

信息应该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相关遥 现代企业制度所有

权和经营权的高度分离袁 所有者的模糊性和高度分散性袁使

得财务报告信息的受托责任大大加强袁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内

涵和外延日益扩大遥 具体来说袁会计信息必须符合国家进行

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袁 符合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进行决策尧

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情况的需要袁满

足企业内部加强经济管理的需要遥

会计信息必须能够帮助投资者预测未来尧 做出决策袁能

够据以修正以前某些不正确认识遥 同时袁相关性要求及时收

集会计信息尧及时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及时传递会计

信息曰要求企业在会计信息的处理过程中袁要考虑财务报告

使用者的不同需求遥 然而在现实中袁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只

能是在考虑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共同需求基础上的一种通

用的会计信息遥 因此袁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在进行决策时袁

还需要对企业提供的通用会计信息进行恰当的分析尧整理和

加工遥 从严格意义上讲袁会计信息是否相关与会计信息使用

者特定的决策类型有关袁 这是会计信息相关性中的特殊性遥

投资者要想得到与决策相关的信息袁就必须对会计信息进行

重新分解组合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袁所以会计信息是否具有相

关性与投资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尧所掌握的分析技能和决策模

型尧偏好尧决策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袁相关性并不仅仅是会计

信息系统本身所能决定的遥

二、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内涵和外延

从内涵上看袁可靠性中的如实表述即客观性袁是指会计

信息应该以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为依据袁能够客观地反映企

业的财务状况尧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曰中立性是指会计人员

在处理会计信息时袁 应该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袁会

计信息不存在取得一定结果或诱发特定形式或行为的意图

或偏向曰 可核性是指独立的注册会计师可用相同的计量方

法袁获取同样的会计信息遥

从外延上看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袁也不仅仅是会计数据

本身的真实尧可靠袁还包含了经由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尧分析

综合尧加工汇总后在会计报表上呈现的数据的可靠性遥 单个

会计数据的可靠性有赖于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真实尧完

整尧合法袁而会计报表上单一项目的可靠性不仅取决于单个

原始数据的可靠性袁还有赖于会计人员加工会计信息的一系

列程序和方法遥 加之现行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给予会计人员

做出一定的估计尧 判断并对不同的会计政策进行选择的权

力袁所以在会计报表上生成的会计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

同会计人员自身能力和职业判断的影响遥 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只能是相对的袁并不是绝对的可靠遥

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袁 由于会计信息生成的独特性袁使

得不同决策类型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在运用时会有不同的判

断袁 因此单一会计数据的可靠并不能保证最终通过财务报告

披露的集合数据具有可靠性遥此外袁由于管理当局拥有会计政

策的选择权袁在存在多种备选方案时袁管理当局可能会出于自

身利益的考虑选择一种在约束条件下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的会计政策袁 而这种会计政策与经济事实或客观性可能存在

一定的差距袁因此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遥

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对立

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渊杂云粤悦冤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和相关性相提并论袁但是两者并不会总是等量齐观遥相关性和

可靠性在某些情况下是相互冲突的袁 因为院 淤过分强调相关

性袁可能会削弱可靠性遥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指出袁野及时性是

相关性和可靠性产生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冶遥 为了追求相关

性袁就必须满足及时性袁而过度追求及时性会导致企业在未获

取客观尧可验证的数据之前就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袁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对可靠性的损害遥于为了追求可靠性袁可能会使会计

信息缺乏相关性遥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袁要在会计报表中对经济

事项进行确认袁 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要要要可定义性和可

计量性遥为了符合形式上的可靠性袁许多估计事项和期后事项

由于不符合确认的条件袁只能在附注和其他财务报告上披露袁

使得会计报表的相关性下降遥

近年来袁 美国和我国上市公司的一系列财务欺诈案件给

我们敲响了警钟袁不可靠的会计信息危害性极大袁所有会计信

息使用者都会被它误导袁 从而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

资源的无效配置袁 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袁 最终导致交易的停

顿遥 员怨圆怨 耀 员怨猿猿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野催化冶的

结果遥 不相关的信息固然无用袁但仅仅是不能起到作用而已袁

并没有太大杀伤力遥似乎我们更应该重视可靠性袁在可靠性的

前提下袁 选择最相关的信息遥 毕竟袁 可靠性是财务会计的本

质要要要反映真实经济的基本要求遥然而袁不相关的会计信息同

样会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袁 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

决策袁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遥会计信

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遥会计信息是决策

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袁 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

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遥可见袁决策有用性理所当然应作为

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遥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相互依存遥若相关性强袁可靠

性差袁会使投资者做出错误判断袁甚至误导其决策曰反之袁若会

计信息的可靠性强袁相关性差袁则其再完整尧再可靠袁也无多大

用处遥相关性要求信息提供应非常及时袁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许

多不确定因素的预测或估计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可靠性遥这

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要要要相关性和可靠性在出现冲突对立时袁

应该如何取舍袁目前主流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院

员援英国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野在满

足可靠性的基础上追求相关性冶的思路袁认为野会计信息披露

应该从可靠的信息集合中选择最相关的信息冶袁这说明可靠性

是相关性的前提袁可靠性优先于相关性遥

圆援宰葬造造皂葬灶构建的彩色模式中袁五个不同的报告层次都涉

及到相关性袁 而对可靠性则在某些报告层次中成为可以缺省

的因素遥从其五个层次的划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袁相关性是首

要的尧不可或缺的袁甚至有时可以牺牲可靠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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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援葛家澍教授认为在会计信息质量体系中袁野可靠性是财

务会计的本质属性袁是会计信息的灵魂遥 即使在未来袁公允价

值的应用可能越来越广泛袁但公允价值不可能完全取代历史

成本遥 而且袁公允价值的应用也要求可靠袁力求充分而公允地

表述企业的真相遥可靠性是基础袁是核心遥 冶因此袁建议在满足

可靠性的基础上袁追求相关性遥

笔者认为袁不同会计目标对相关性有不同的要求遥 在不

同时期尧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袁由于会计目标有所侧重袁从而对

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不相同遥 西方会计理论对会计目标的

认识主要有两大派别观点院

一是受托责任观遥它认为袁资源所有者将资源委托给受托

者袁同时赋予受托者以资源保管权和使用权袁受托者接受委

托者的委托袁有权对资源进行独立自主的运营袁通过有关组

织规则和法律制度等约束机制袁明确规定受托者和委托者的

权力尧责任和利益遥 在受托责任观下袁强调委托者渊股东尧社

会尧债权人尧政府冤与受托者渊企业管理当局冤的责任关系袁并

要求会计人员以第三方身份客观地尧公正地介入委托者与受

托者之间的责任关系之中袁反映受托经营责任及履行经营责

任的情况遥 会计人员的行为不受资源委托者和受托者的影

响袁只受会计准则的约束遥 因此袁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中袁受托

责任观更强调可靠性遥

二是决策有用观遥 它是在证券市场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

的背景下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遥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

下袁 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需要大量可靠而又相关的会计信

息袁而会计信息的提供又必须借助于会计系统遥 所以袁决策有

用观侧重于会计人员与决策者渊企业管理当局尧投资者尧债权

人等冤的关系袁强调会计信息对决策的有用性遥 在相关性和可

靠性中袁它更侧重相关性遥 在早期的簿记中袁受托责任观占主

导地位袁因此袁会计系统主要追求信息的可靠性袁在可靠性的

基础上再来谈相关性遥 但是袁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

展袁不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袁而且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发

展袁 广大投资者非常关注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袁

要利用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袁所以会计信息的相关

性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遥

四、相关性与可靠性的统一

对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谁更重要的判断是财务会

计的一个基本问题袁它关系到会计政策的选择袁影响着计量

基础的发展以及财务报告模式的演变遥 大多数情况下袁相关

性与可靠性的关系处于一种协调状态遥

员援提高了可靠性袁也就增强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遥在员怨圆怨

耀 员怨猿猿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严重丧失袁扰

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遥在这一背景下袁美国于员怨猿怨年公布了第

一份公认会计原则的权威文献要要要叶会计研究公报曳袁从此出

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会计准则遥 随着会计准则的推行袁会计信

息的可靠性不断增强袁会计信息使用者逐渐恢复了对会计信

息的信赖袁从而也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有序化遥 因此可以说袁会

计准则首先是会计信息可靠性要求的产物遥 会计发展史上的

这一页袁向我们揭示了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重要意义遥 但能否

由此得出可靠性比相关性更重要的结论呢钥 其实不然袁世界

经济危机后袁一系列旨在增强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法规尧准则

及相应措施相继出台袁并不是以降低相关性为代价的遥 相反袁

正是考虑到了会计信息与其使用者的决策有紧密的关系袁所

以各国政府或社会团体组织在规范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同时袁

迅速及时地出台了有关相关性的会计准则遥 人们力图增强会

计信息的可靠性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会计信息具有相关性袁因

为提高了可靠性袁也就增强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遥

圆援提高了相关性袁必然要求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遥 圆园世

纪远园年代前后袁美国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袁特别

是进入圆园世纪怨园年代以后袁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袁会计信

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遥员怨怨源年袁美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专门委员会通过调查得出结论袁会

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有五种类型袁 并以此作为改进后企业财

务报告的模型基础遥 这五种信息需求是院 淤财务与非财务数

据曰于管理部门对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的分析曰盂未来的信

息曰榆有关管理部门和股东的信息曰虞有关公司背景的信息遥

这个变化使得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袁于是袁会

计界开始了一场旨在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革命遥

众所周知袁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袁会计所处的

客观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袁 符合相关性这一特征的会计

信息也在扩大和变化遥 人们从关注历史信息转向更关注未来

信息遥 投资者既需要财务信息袁又需要非财务信息曰既需要定

量信息袁又需要定性信息曰既需要确定性信息袁又需要不确定

性信息曰既需要年度信息袁又需要季度尧月度甚至实时信息遥会

计信息力图满足这些不同需求袁 必然要求如实客观地表述实

际发生的经济业务袁使不同类型会计信息之间能够相互验证袁

能够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相关遥 因此袁提高相关性袁必然

要求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遥

总之袁 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提高是以增强会计信息的有用

性为目标的袁 它们是统一的遥 不能以牺牲可靠性来提高相关

性袁也不能以放弃相关性来确保可靠性袁两者不可偏废遥所以袁

辩证地理解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可以看到袁 两者既是

对立的袁也是统一的遥 会计最基本的职能是反映袁反映的客体

又是复杂多变尧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经济现实袁对于相关性和

可靠性要要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两个基本要素来说袁 我们不

应该存在主观上的偏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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