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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 害 会 计 研 究 概 述

姚 晖

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44冤

【摘要】在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加强对灾害管理的研究，尤其是对防灾减灾活动中的财务和会计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十

分必要。文章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灾害会计的涵义、分析了灾害会计的研究意义、概括了研究内容，并对

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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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频繁爆发的各

类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2008年1

月，我国中南部特大暴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 000亿

元，同年5月的汶川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高达10 000亿

元。灾害无可避免，如何通过有效管理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就显得至关重要。会计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将发挥巨大的作

用。通过有效的会计活动，提供关于灾害损失情况、防灾救灾

物资等方面及时、准确、客观的财务信息，不仅有利于在社会

上形成良好的救灾环境，也有利于促进救灾活动的顺利开展。

对于政府来说，有利于其准确评估灾害损失，科学规划、有效

控制防灾救灾物资的筹集和使用；而对于企业来说，则有利于

其将防灾活动纳入风险管理系统，通过对企业防灾的成本效

益分析提高风险管理效果，发布防灾财务信息树立良好的企

业社会形象。但现实是：各类组织在防灾救灾活动中涉及会计

和财务具体问题时缺乏理论的指导和应有的规范约束，如四

川省红十字会公布的“‘5.12’汶川地震灾害接收社会捐赠资

金使用情况公示表”就由于缺乏规范指导，而在形式和内容上

都显得极为稚嫩。理论能够给实践以必要的指导。所以当前亟

待加强对灾害会计方面的理论研究。

二、灾害会计的研究现状及评价

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学者更多关注政府危机

管理，并围绕灾害管理法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和巨灾保险

制度三个方面展开，但对于救灾资金的会计管理、企业内部

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等具体财务问题则较少涉及。

我国学者从会计和财务的视角，对涉及灾害损失的确认

与计量、救灾成本的核算，灾害信息的披露、救灾资金筹措、使

用的会计管理、救灾资金以及救灾活动的控制、考核与监督

的研究尚不够充分。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优秀硕博

论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1990 ~ 2010年间，相关文献仅在近

5年零星出现，研究视角主要涉及“灾害会计”、“灾害财务”和

“灾害审计”。

会计视角下，冯巧根（2007）以企业为会计主体，结合日本

的防灾会计理论与方法，构建了我国的防灾会计框架，探讨了

推行“防灾会计”的可能性，认为企业通过以防灾为目的的成

本核算和信息披露，能够有利于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外部对企

业的综合评价；徐剑锋、姚洁（2007）从政府主体的角度对灾害

救济会计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提出了“巨灾会计”的概念，认

为巨灾会计主要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救灾资金

的筹措、使用、评价等三个方面，并强调会计信息披露在灾害

管理中的重要性。

财务视角下，郭复初（2008）提出了“企业自然灾害财务”

的概念，分析了自然灾害财务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并对企业自然灾害财务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

探讨，从而为形成我国独立的自然灾害财务理论体系与管理

体系奠定了基础。干胜道（2008）认为企业财务预算的重新思

考和制定应成为应对突发性灾害及最大限度降低财务损失的

首要工作，并借鉴战略预算、超越预算思想，对突发性灾害下

企业的财务预算和融资管理（2009）进行了探索。

审计视角下，王运陈(2008)、王立卫（2008）以汶川地震为

例指出要加强救灾物资的会计监督和审计。

总体来看，灾害会计相关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尚缺乏

系统性和规范性。淤在名称上缺乏统一性，目前的提法有“防

灾会计”、“巨灾会计”、“灾害救济会计”、“企业自然灾害财务”

等。于在研究对象上不统一，灾害会计（或财务）的主体界定上

存在“企业说”和“政府说”两种观点。盂远未达到该领域应有

的研究深度，且研究方法单一，基本上都是规范研究，缺少实

证研究。

三、灾害会计的名称及其涵义

理论界有关灾害会计的研究很少，但名称却很多，具体提

法有：巨灾会计、灾害救济会计、企业灾害财务等。本文主张统

一使用“灾害会计”这一名称。这里的“会计”界定为广义，涵盖

狭义会计和财务两个方面。从会计主体的角度看，灾害会计可

以包括政府灾害会计和企业灾害会计，见下表；从信息供给的

角度看，灾害会计又可以分为对内的灾害管理会计和对外的

灾害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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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灾害会计就是以提高灾害管理效率、降低灾害

损失、控制灾害风险为目的，通过提高防灾救灾资源（包括人

力、物力和财力）的合理、优化配置和使用，采用专门的方法和

措施，在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对救灾资源进行确认、计

量、记录、报告，以及预测、决策、计划、控制、考核和分析，为内

部、外部提供相关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管理信息系统，是决策

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从属性上看，灾害会计是会计学科中一个特殊分支，

是以提高灾害管理效率、降低灾害损失为最终目的的会计信

息系统，也是构成灾害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内容；从服务对象

上看，灾害会计既为各级灾害管理部门服务，也为与灾害救助

活动相关的受灾及非受灾地区的社会公众、企业、及其他各类

组织服务；从目标上看，灾害会计要运用一系列专门的方法，

包括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分析、规划、控制、评价等，用其为

灾害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并参与各级管理部门的管理。

四、灾害会计的研究意义

1援 理论意义：淤拓展灾害管理研究的视野，有利于灾害

管理研究体系的完善。目前对灾害管理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

于应急管理、灾害保险等方面，而对于灾害会计的研究才刚刚

起步。通过拓展和深化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有利于丰富、完善

灾害管理信息系统的内容，进一步促进灾害管理研究体系的

完善。于丰富会计信息系统及灾害管理信息系统的内容。对灾

害会计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构建、完善灾害会计研究的理论

体系，且统一认识、促进该领域的广泛深入研究，作为会计学

科的一个特殊分支，丰富会计信息系统及灾害管理信息系统

的内容。盂通过对灾害救济资金管理的研究，有利于加强对基

金会计的研究，从而促进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研究。

2援 实践意义：淤对各级灾害管理部门来说，通过对灾害

会计的研究，为解决灾害管理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提供了理

论指导和行为规范，从而强化了政府对救灾资金的财政预算

制度和救灾物资储备制度，优化了救灾资金筹集和配置的决

策，加强了物资使用的控制、监督与评价，促进救灾资金使用

制度体系的建设、减少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提高管理效率。

于对社会来说，对灾害损失、救灾款物进行合理的确认、计量、

记录和报告，及时、准确、客观的处理和披露相关信息，有助于

构建灾害会计信息系统，并丰富、充实灾害管理信息系统，提

高社会对灾害的应急反应能力，也提高人们对灾害的认识；同

时也使相关外部人更好地了解灾害的损害及救助活动，维护

社会稳定，保障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还可以促进捐赠

等公益事业的规范化。盂对企业等微观组织来说，有利于提高

组织的防灾减灾意识，通过防灾减灾的成本效益分析进行灾

害风险防范，并最终减少组织的灾害损失。

五、灾害会计的研究内容

1援 灾害损失的确认与计量问题。这是对灾害影响经济的

估量，包括灾害损失确认的时间与标准，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计

量标准、计量手段等。

2援 防灾救灾中财务信息处理与披露的研究。防灾救灾中

财务信息的收集、加工、存储、提供和利用是提高灾害救济效

率的重要途径，是了解灾害及其救济的重要途径。灾害会计的

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防灾救灾物资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

告，明确灾害管理中财务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方式和披露

时间等问题。

3. 防灾救灾物资筹措的研究。研究防灾救灾物资最佳需

要量的预测方法，对防灾救灾资金的各来源渠道进行比较分

析，促进筹资结构的优化，强化政府对救灾资金财政预算制度

和救灾物资储备制度的建设，提高制度执行效果。

4. 防灾救灾的成本控制与绩效考核。研究防灾救灾中成

本（如预防和监测费用、国家灾害救济支出、社会灾害救济支

出、相关灾害科研与机构的经费支出等等）的核算和控制，通

过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优化救灾资金的配置，并对救灾资金投

入绩效的评价模型进行研究。

5援 微观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工作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当

灾害爆发时，企业等微观组织也无法避免损失，如何加强平时

的灾害风险管理，尽可能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就成为组织必

须面对的问题。此外，组织在进行灾害风险管理时，如何将防

灾减灾活动纳入到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中，如何进行防灾减

灾的成本效益分析，如何筹集防灾救灾资金、资金何时使用及

如何使用，以及组织为规避风险开展的防灾减灾活动的相关

信息如何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披露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将是

灾害会计的研究内容。

六、灾害会计的研究方法

灾害会计的研究是跨学科研究，所以必须要充分考虑各

类灾害和防灾减灾活动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融合会计

学、财务学、灾害经济学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多学科的交叉

研究。灾害会计的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所以在研究中

应该充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进行必要的规范研究，如

构建灾害会计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的研究厘清概念，理清思

路；更要进行实证研究，如对防灾减灾部门和灾害敏感企业进

行实地调研、选择一些灾害事件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等。

【注】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渊编号院

09SJB630044冤和中国气象局软科学项目渊编号院咱2010暂第054

号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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