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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被引入会计准则即伴随着广泛的争议，这一点

无论是国内准则还是国际准则都是如此。随着金融危机的深

化，公众对于公允价值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有人认为公允价值

是金融危机的帮凶，甚至有人认为其是罪魁祸首。中国人民银

行副行长杜金富在《中国金融会计学会2010学术年会》致辞中

指出：尽管国际财务准则不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

金融危机也暴露出公允价值准则的一些缺陷。随着中国金融

体系的逐步开放，跟踪并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发展及其

对我国的影响变得非常迫切，探讨我国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

作性刻不容缓。

一、国内外有关会计计量属性研究概况

当前，对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国内外学者都有着不同的

观点。Franklin Allen（2007）等认为流动性定价在金融危机中

起着重要作用，资产价格可能反映的是交易量决定的可获得

市场价格，而不是反映资产未来收益，故利用市场价格评估机

构的财务状况是不可取的。

Plantin（2004）等指出历史成本计量会导致低效率，但是

公允价值计量则会由于反馈效应引起价格波动和次优选择，

且在资产到期日越长、流动性越差的情形下越明显。

O'Hara（1993）重点研究了公允价值计量对贷款到期的影

响，并认为这一会计制度提高了到期贷款的长期利率，从而诱

使贷款者转向短期贷款。这反过来又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创

造功能，并导致过度清算。Burkhardt和Strausz（2006）认为，公

允价值计量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加快了资产流动及风

险转移。

James Cataldo和Morris McInnes（2009）认为，以权益投资

者的企业价值评估为视角，对投资者提供信息的最佳方式是

公允价值单独披露。

李明（2007）认为选择了决策有用论下的财务目标，从理

论上讲就必然会较多地采用公允价值；而选择了受托责任目

标，就必然会较多地采用历史成本法。任世驰、李继阳（2010）

指出公允价值计量与按“目标导向”路径构建的当代会计理论

在会计本质（信息系统）、会计目标（决策有用）、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相关和可靠）等各个方面是冲突、矛盾的。胡金明（2009）

则指出公允价值着眼于未来，可真实反映资产能够给企业带

来的经济利益或企业在清偿债务时需要转移的价值，对于处

于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的金融工具，显然公允价值是会计

所能提供的最为相关的计量属性，故未来主导的会计计量属

性将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为主。谢诗芬、戴子礼（2005）认为，

公允价值是会计计量的最高目标。黄世忠（1997）认为公允价

值是“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特别是我国对计量属性选择的研究，

多是从两种不同计量属性之间的特点、优缺点等方面进行的

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少量针对某一方面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

从市场经济中各方参与者利益的角度，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

则委员会构建的当代会计理论结构（即目标导向的会计理论

体系）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以期能为两种属性选择的研究方

向问题做出一点贡献。

二、会计计量的目标

人们对会计目标的研究和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1885）的第二卷《流通费用》一章中认为：

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就越

是有必要建立对过程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这里主要强调

的是过程控制与结果总结。

1966年美国学者将会计计量定义为：“为了使信息使用者

能够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和决策而确认、计量和传递经济信息

的程序”。从定义中我们能够看出计量的重心已经转向为未来

服务了。

发展到现在，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两种观点就是受托

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向

资源所有者如实反映资源受托者的受托责任和履行情况，即

对受托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应主要反映企业历

史的、客观的信息；决策有用观则认为，会计的目标就是向信

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会计信息。

当前市场下会计双重计量模式构建：

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

谯小霞 罗华伟 兰真丽

渊 四 川 农 业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成 都 611130冤

【摘要】本文针对会计计量的目的，以可靠性与相关性这两个基本的会计质量要素为基础，建立了效用函数模型，对不

完善市场中两种计量方式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的市场状况下，双重计量模式是财务会计计量的必然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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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可靠性与相关性的讨论

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应能如实表述所要反映的对象，尤

其要做到不偏不倚地表述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根据IASC

和FASB的定义，相关性是指信息与使用者的决策相关联，并

具有影响使用者经济决策的能力。二者是会计信息的两大质

量特征，二者的权衡得到的是对会计信息使用者最有用的信

息。投资人、债权人、公司管理人员等都需要了解会计信息，他

们了解这些信息的重要目的便是了解现状，并利用这些信息

做出决策。葛家澍（2007）认为，如果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绝大

多数商品均有可观察的活跃市场（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有大宗

买卖，且有公开的标价，包括出标价、投标价和中间价，并随时

可以取得），公允价值可在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中广泛运

用，并在每个报告中均按新点（新的市场价格）重新计量，那时

的特定主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将有可能反映企业的价值

（不再是成本）。英国ASB的财务报告原则认为，可靠性优先于

相关性，会计信息披露应该从可靠性的信息集合中选择最相

关的信息。FASB比较赞成相关性的优先，而理想的状况则是

会计信息既满足相关性又要可靠。

四、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

1.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定义。计量的目标决定了计量

的信息质量要求，而信息质量要求又决定了我们的计量方式。

在受托责任观下，资产计量强调可靠性，故而倾向于采用历史

成本计量属性。而在决策有用观下，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报

表应尽量全面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故倾向于公允价

值计量属性。历史成本计量基础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作支持，计

量的内容是劳动创造和转移的价值，计量的时间是交易实际

发生时，并且不再重新计量。对于公允价值，国际会计准则委

员会（IASC）将其定义为：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

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另一项负债进行结算

的金额。FASB在2006年9月发布的《公允价值计量》中将公允

价值定义为：在计量日，市场交易者在有序交易中，销售资产

收到的或转移负债支付的价格。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对公允价

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

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从本质上讲公允价值是一种基

于市场信息的评价。

2.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议。20世纪80年代，美

国一些储蓄及房屋贷款机构利用历史成本原则掩盖问题贷

款，导致投资者的判断失误，400多家金融机构随之破产。许多

破产之后的金融机构出现了负的经济净值，但在历史成本模

式下，其对外披露的、超出资本管制要求的资产净值仍然为

正，由此使广大公众对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有用性产生了怀

疑，严格的历史成本会计开始转向公允价值会计。然而，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却再次引起了各界对公允价值计量的

争议，一些团体（主要是金融机构）批评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

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效应，导致损失加重，从而增加金融

系统的总体风险并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反对者认为公允

价值会计有益于投资者，它限制了企业操纵其净盈余的能力，

其变化导致的收益和损失使得企业和投资者可能发现有价值

的附加披露信息。

五、两种计量方式下所产生结果的比较分析

为了分析当今市场下计量属性的具体选择，有必要根据

资产和市场特点来进行权衡，据此笔者作出如下假定：

1. 基本假定。

（1）现有（0，1，2）三个不同的时点，两种证券（长期证券与

短期证券）。短期证券仅代表一种短期存储技术，即在t时点投

入1单位，在t+1时点产出也将是1单位的收益；长期证券则是

具有稳定回报规模的投资技术，在0时点投入1单位将在2时点

获得大于1单位的收益（R）。起初，我们假定在1时点不存在这

一长期证券的市场清算价格。

（2）银行可以向企业贷款，每个企业在0时点借入1单位资

金并投资于高风险企业，其在2时点获得B单位收益的概率为

茁，获得0收益的概率为1-茁，同时假定这样的公司数量有限，

贷款为z单位，各自支付给银行的剩余收益为b（b臆B），在1时

点不存在贷款清算的市场价格。

（3）储户在0时点拥有1单位的资金，并将其投入银行，此

处将储户数量标准化为1，他们并无特定的时间偏好，故将其

划分为姿比例的早期消费者及1-姿比例的晚期消费者。由于市

场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银行，为吸收存款，银行便会选择最大

限度满足用户效用的合同，否则其他银行就会介入，并把储户

吸引走。此处将用户的效用函数设为U（c）。

（4）市场上有一些可能为银行提供资金的风险中性投资

者，他们在0时点拥有W0（大量的资金），其提供资金的合同为

e=（e0，e1，e2），其中e0逸0代表在0时点的投资，et逸0代表t为1、

2时点的消费。虽然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仍然假定他们在任

一时点的消费为非负，否则，他们可以承担所有风险并提供无

限流动性。故其效用函数被定义为：

U（e0，e1，e2）=籽w0-籽e0+e1+e2

其中籽代表资金成本，假定籽>R，故全部在0时点投资是不

值得的，这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在0时点，投资者拥有大

量的资金，市场存在过剩的资本，他们最多只能赢得资金的机

会成本，二是分别在不同时点投资可以分散风险。

（5）所有问题的解决均是在1时点进行的，银行会确定是

在1时点还是2时点收回贷款，储户决定自己是早期消费者还

是晚期消费者。

2. 利益相关者效用最大化模型的构建。在0时点，银行从

储户处获得1单位资金，从投资者处获得e0的资金，并将其分

配给x单位的短期资产、r单位的长期资产、z单位的贷款。由于

投资者并不关心在1时点消费还是在2时点消费，故银行的最

优选择为e1=0，投资者投入的e0将全部用于长期资产和贷款，

最大化各方利益，即：

MaxEU=姿U（c1）+（1-姿）[茁U（c2H）+（1-茁）（c2L）] （1）

其中：c1= （2）

c2H= （3）

c2L= （4）

x

姿
yR+zb-e2

1-姿
yR

1-姿

阴窑12窑 援 下旬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x+y+z=1+e0 （5）

e0籽越茁e2 （6）

c1臆c2L （7）

其中，U（c1）代表早期消费者效用；（2）式代表银行用短

期资产的收入来提供早期消费者c1的消费水平；（3）式代表茁

概率下贷款收回收益为b，1-姿比例的晚期消费者的消费；（4）

式代表1-茁概率下贷款收回收益为0，银行仅仅从长期资产中

获取收益，并且晚期消费者获取c2L的收益；（5）式是总资金约

束；（6）式代表投资者收益至少应能弥补其资金成本；（7）式代

表激励要求晚期消费一定会大于或等于早期消费。

将（2）~（6）式代入式（1）有：

MaxEU=姿U（ ）+（1-姿）［茁U

+（1-茁）U ］

先考察贷款市场的均衡，考虑银行一阶条件，看银行如何

对z和e0进行选择。

=茁（b-R）U'（c2H）-（1-茁）RU'（c2L） （8）

=茁（R-籽/茁）U'（c2H）-（1-茁）RU'（c2L） （9）

假定银行改变贷款数额使得贷款额与资金筹集额相等，

将以上两式相加可以看到关于预期效用的影响：

+ =茁（b-籽/茁）U'（c2H）

当b=籽/茁<B时，贷款市场平衡。这样，银行便满足了所有

贷款者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短期资产：

如果c1约c2L，则x的选择由 =U'（c1L）-R［茁U'（c2H）

+（1-茁）U'（c2L）］=0来确定。

如果c1约c2L，则x=姿酌R/（1-姿）

3. 资产存在市价情况下两种计量模式的比较。假定在1

时点金融市场中的保险公司破产，且该行业拥有与银行相同

或相似的长期资产，其清算价格为P（P<R）。这是因为如果P>

R，则投资者不会购买该资产，而是愿意将资金投入原本在2

时点可获得R收益的资产；如果P=R，那么投资者也不会交

易，因为这样的交易毫无意义。

对于银行业，如果仍以成本价计量，假定最初所有资产的

成本均为1单位，则银行全部资产即为x+y+z，早期或者晚期消

费者均可以在1时点取款，其总额为c1，银行在1时点的全部负

债即为c1。则成本法下1时点有x+y+z逸c1，银行具有足够的偿

债能力，其在1时点不需要清算任何资产，而将继续经营下去。

如果其他条件均不发生变化，那么各方效用不会发生改变。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银行要继续经营，则需要使x+yP+z逸

c1，那么银行有三种办法可以选取：淤银行通过提高e0来提高

z，这种状况不会影响储户在1时点或是2时点的消费，故储户

效用不会发生变化，但是银行增加贷款后偿付能力不一定是

满意的，相反，银行必须以降低利率b为代价来增加z；于银行

以减少酌来增加x，此时c1约x/姿，并且除去1时点使用的短期资

产，晚期消费者得到的这部分在2时点得到将会是（x-姿x）/1-

姿；盂减少x来增加酌，然而，由于P<1，因此并不能提高偿债能

力。

如果银行选择破产，则c1=c2=x+yP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

流动性不足时，对于长期资产来说，公允价值计量方式下无论

采取哪种方式均会引起总效用的损失，而应历史成本计量方

式下则不会。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对于短期资产及流动性较强的

资产，其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均较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

够比较好地同时满足两个基本质量要求。而长期资产在流动

性不足的情况下，资产价格可能反映了流动性，而不是资产的

未来收益权的金额。用市场价格来评估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取的。采用公允价值的结果是资产负债

表由短期市场波动所驱动，而不是对资产基本面或者资产到

期收益的反映。

由此可见，对于流动性强的资产及一些短期资产采用公

允价值计量方式，而对流动性差的资产及长期资产采用历史

成本法计量，这样既满足了投资者的需要，同时也对保持金融

市场的稳定性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市场存在众多的不完善因

素的情况下，单纯地由历史成本计量转向公允价值计量或者

由公允价值计量返回历史成本计量，均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

福利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关于在财务会计中采用公允价值的探讨.会计

研究袁2007曰11

2.陈旭东袁逯东.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会计院源起争论与

思考.会计研究袁2009曰10

3.任世驰袁李继阳.公允价值与当代会计理论反思.会计研

究袁2010曰4

4.葛家澍袁窦家春袁陈朝琳.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

择双重计量.会计研究袁2010曰2

5. James Cataldo袁Morris McInnes.从净收益视角看公允价

值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作用.会计研究袁2009曰7

6.黄世忠.后危机时代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与重塑.会计

研究袁2010曰6

7.黄世忠.公允价值要要要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会计研

究袁1997曰7

8.李明.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向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演化的

理论依据.集团经济研究袁2007曰9

9.朱丹袁刘星袁晏国菀.会计计量误差及其对公允价值会

计研究的启示.审计与经济研究袁2010曰4

10.夏冬林.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及其特征.会计研究袁

2004曰1

11.李玉敏.论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博弈问题.中国

管理信息化袁2010曰3

x

姿

（1+e0-x-z）R+zb-e0（籽/茁）

1-姿

（1+e0-x-z）R

1-姿

鄣EU
鄣z

鄣EU
鄣e0

鄣EU
鄣z

鄣EU
鄣e0

鄣EU
鄣x

援 下旬窑13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