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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时空观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不可须臾离开的载体。会计的客

体（资金运动或产权价值运动）总是以时间和空间作为自身存

在的条件，资金运动与时间、空间不可分离。一方面，资金运动

离不开时间，在不同时点，资金运动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另一

方面，资金运动又依赖于一定的空间，总是离不开某个地区、

单位或部门。资金既有时间价值又有空间价值，所以会计核算

总是要对时间和空间范围作出假定，即会计分期假设与会计

主体假设。会计的时空观念及其变革对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早期的复式簿记之所以产生于 12至 13世纪地中海沿岸

的意大利，与资金运动时空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一方面，地

中海沿岸航海业的迅速发展，为商人们合伙进行海上长途贸

易提供了条件，从而拓展了资金运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

商业贸易的繁荣推动了对资本的需求，促进了借贷活动和银

行信用的发展，从而扩大了资金运动的时间范围。意大利早期

的合伙人经营，不仅从空间上拓展了会计观念，将团体的业务

和业主的业务分别记载，从而创造了复式记账法，而且从时间

上深化了会计观念，为持续经营、会计分期等会计假设的诞生

创造了条件。

18世纪下半叶开始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 19世纪

下半叶发端于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工厂制度和公

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会计时空观念的创新。淤持续经

营观念。工厂制度建立之后，企业开始使用固定资产。固定资

产可供长期使用，企业经营趋向于长期化。于是，在会计核算

中产生了持续经营观念，即假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持续

不断地进行下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破产清算。有限

责任公司无限期的资本投资，更强化了持续经营观念。于会计

分期观念。由于企业经营具有长期化特点，不能等到企业经营

活动结束后计算损益，因此应分期进行会计核算，分期计提折

旧，分期摊销费用。盂业主权观念。建立工厂或公司所需要的

大量资本来源于资本家的投资，投资者是企业主，会计核算要

把企业与企业主严格区分开来。榆合并主体观念。19世纪末

至 20世纪 30年代，股份公司之间掀起了兼并收购浪潮。为了

反映企业合并后的财务状况，出现了合并报表，从单一会计主

体变成了合并会计主体。随着会计时空观念的创新，产生了一

些重要的会计核算原则，如实现制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

比原则、资本保全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原则

等，这些原则成为工业经济时代会计核算的重要基础。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传统财务会计的时空观也经历着

深刻的变革。淤会计主体的多元化、模糊化、虚拟化。跨国公

司、虚拟企业等企业形式的出现，使会计主体从一个经济实体

变成了一个超越时空、突破疆界的相对临时的混合体。于企业

经营的非持续性。虚拟企业的生产、交易可能呈现非持续性，

即呈现“联盟、解散、再联盟、再解散”的过程。盂会计分期的不

确定性。网络公司可能因某种业务或交易而临时成立，随该种

业务或交易的完成而终止，其存续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如果

存续时间较短，会计分期就没有意义。榆不同时间范围、空间

范围的财务报告。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

环境，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由此，

企业需要编制不同时空范围的财务报告，如分部报告、中期财

务报告、交互式按需报告、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XBRL）等。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这些财务报告的编制提供了条件。虞网

络化的财务管理。空间上，网络财务管理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

外部，实现远程报账、远程查账；时间上，会计核算从事后达到

实时，财务管理从静态走向动态。

二、自然观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人与自然关

系的基本认识。在这里，“自然”不仅仅是指“自然界”，而更多

的是指“自然状态”，即一种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道”不仅包

括天道，而且包括人道。天道强调顺应大自然，尊重万事万物

的内在规律；人道强调顺应民心，以人为本。天道与人道其实

是一个道，自然原则中包含着公平原则。“天人合一”是尊重客

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财务会计只有对经济发展进行“真实而公允”的反映，才

能顺应自然，顺应民心。会计的真实原则就是“天道”，会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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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源于财务会计的观念创新。根植于企业的财务会计必然会受到企业环境的深刻影

响。经济形态变革、企业制度演进和对企业性质认识的深化，推动着财务会计观念不断创新。在新经济时代，财务会计理论

和方法的创新，应建立在新的时空观、自然观和平衡观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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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原则就是“人道”，“真实而公允”，就是“天人合一”。这就

是财务会计的自然观。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等自然状态，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

环。“道”的运动是一种和谐的循环运动，包括两个基本的要

素：反和复。“反”即离开，“复”即返回来。“归根”、“复命”贯穿

于一切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事物发展永恒的规律。在财务会计

中，这意味着会计反映的对象具有周期性和阶段性。在不同的

经济周期中，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财务会计所适用的理论

和方法也应是不同的。世界各国有不同的经济周期，世界各国

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一事实不会因经济全球化而改

变。因此，作为一门既有技术性又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一种

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在世界范围内，财务会计不应该

趋同，也不可能真正、完全地趋同。

在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过程中，真正的明智之举不是

实现大一统，而是“道法自然”、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与世界经

济、政治、文化的国际化步调一致。连纯粹技术性的语言学、逻

辑学、机械制造等都没有实现全球完全趋同，怎么能苛求财务

会计的全球实质性趋同呢？即使我国和美国都采用现行市价

计量，我国市场上的“价格”和美国市场上的“price”也不完全

一样，因为两者是在不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不同的价格机

制下形成的。

三、平衡观

财务会计的对象资金运动包括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资

金来源与资金运用要在总量上保持平衡，即“资金来源=资金

运用”。资产负债表的右边反映资金来源（债务资金、权益资

金），左边反映资金运用（资产占用的资金），资金来源与资金

运用在总量上的平衡关系，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会

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是

会计核算的基础，是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依据。在账户

设置时，必须严格遵循“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记账规

则，必须保持账户之间的内在平衡关系。每一个账户，必须按

照等式“期初余额+本期增加-本期减少=期末余额”进行记

录。在每一个会计期末，都要进行试算平衡，做到账证一致、账

账一致、账实一致。资产负债表中的“待摊费用”、“递延税款借

项”等项目，只能用会计的平衡机制来解释。

在财务会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平衡观也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

1. 可靠性与相关性的平衡。会计的计量属性有历史成

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等，从历史成本到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靠性递减、相关性

递增，历史成本最可靠，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最相关。在历史

成本会计模式下，以历史成本作为主要的计量属性，会计信息

的可靠性强，相关性弱。如果主要以可实现净值、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计量，则相关性强，可靠性弱。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大

量引入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等计量属性，实际上是为了平衡可

靠性和相关性，追求一种“相关的可靠”或“可靠的相关”。

2. 企业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平衡。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

业是出资者（股东和债权人）的企业。相应的，企业会计注重为

股东和债权人提供其所需要的会计信息，资产负债表着重为

债权人提供有关企业偿债能力方面的信息，利润表着重为股

东提供有关企业盈利能力方面的信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注

重维护股东和债权人权益的平衡；同样，在会计目标、会计原

则乃至具体的账务处理中，也体现了股东和债权人权益的平

衡。现代企业理论深化了对企业性质的认识，认为社会和自然

生态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础，现代企业的总资本由债

务资本、权益资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

等构成，每一种资本都对企业的价值创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都应在企业享有相应的权益。这些资本的所有者包括债权人、

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及其机构、

社会公众等，都是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者。财务会计在向这些

利益相关者提供会计信息时，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不以任

何利益相关者的意志为转移，注重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权益

的均衡。财务会计正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其权益维护

或保障情况的个性化会计信息的方向发展。

3. 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效率着眼于生产力或财富的创

造，公平着眼于生产关系或财富的分配。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

平衡，就要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处理好财富

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之间的关系。财富的分配立足于过去，建

立在已实现财富预期的基础之上；财富的创造着眼于未来，建

立在未实现财富预期的基础之上。财务会计既能提供已实现

财富信息，又能提供未实现财富预期信息；既能满足财富分配

对信息的需要，又能满足财富创造对信息的需要。财务会计通

过严格区分资本和收益，通过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可靠

性原则、稳健性原则等一系列会计原则的运用，在追求资源配

置和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较好地维护了公平。而且，随着从旨

在向投资者、债权人提供有关资源配置有用信息的经营会计

向旨在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权益维护和保障信息的权益会

计的转变，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将得到更好的体现。

4. 风险与收益的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是财务管理的

基本原则，财务会计注重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风险与收益

方面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财务会计信息就是有关企业风

险与收益的信息。比如，资产负债表集中反映了财务风险、经

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反映了企业获取

收益（利润或现金净流量）的能力。在具体的会计核算中，同样

需要注重风险与收益的平衡问题。如在确认商品销售收入

时，强调以“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

给购货方”作为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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