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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2年中国会计教授会是其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 本文就以下八个方面加以综

述：（1)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会计的影响；（2）公司治理与会计问题研究；（3）现代财务理论和实务研究；（4）审计

理论及实务研究；（5）资本市场案例研究；（6）实证会计研究；（7）现代成本管理会计研究；（8）会计新领域及其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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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会计教授会由西南财经大学承办，来自我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美、英、日、韩等

国会计学者共400多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本届年会共收到论文270余篇，其中140余篇在会上

进行了交流，与会代表主要针对中国加入WTO后的会计、审计与财务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探

讨，充分展示了会计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其发展趋势，现将主要内容和观点综述如下。

一、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会计的影响

加入WTO后，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 全球化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机遇和可

能，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 为经济服务的会计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是全面的，涉及到会计思想、会

计工作、会计市场、会计研究和会计教育等各个方面，为此，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适应全球化，建立健全已初步形成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是我国会计改革中必须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会计的国际协调过程中要保持会计的中国特色。 其中，郭道扬

教授比较分析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建立和形成的基本特点后得出：会计法

律制度体系建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而维护与保护市场经济下的所有者权益问题

是会计法律制度建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必须始终注意解决会计法律制度体系的制定机制和

执行机制的统一性问题，并伴随着环境的变化进行适时修订和补充。 代表们还认为，我国应积极

参与国际会计事务和合作，通过深化改革提高会计水平并形成自己的会计特色，进而取得在国际

会计组织和事务中应有的地位和发言权，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入世后将在更宽更广的范围内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竞争的关键要素是人才。 因此，人才

培养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计。 对会计而言，就是培养适应全球化的会计人才，这就要求改革

现有的会计教育体系，代表们就此提出了各种建议。

收稿日期： 2003-02-14
作者简介：储一呴(1964-），男，安徽潜山人，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中国会计教授会执行副

秘书长；

林起联(1978-），男，福建大田人，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 。

• 71 •



财经研究2003年第5期

二、公司治理与会计间题研究

20世纪末，随着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各国采用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去适应经济一 体化和市

场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去应对信息时代的冲击和知识经济的挑战。 世界

范围的公司治理热促进了包括会计控制在内的全部控制理论的重大发展。

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密切相关。 对此孙铮教授在研究论坛的发言中指出，高质量的会计信

息不但有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而且最终能够通过公司治理机制的渠道来提升公司的经营

业绩，推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过来，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形成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而

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Robert Trezevant教授则从东南亚国家的富有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相关

的信息去寻找内幕交易的证据，发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富有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

的价值相关信息在公开之前就已通过内幕交易反映在股价上，进而去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

响信息在股价上的反映，并认为具有越多内幕交易机会的公司，其股价信息含量也越多。

在理论方面，代表们提出了以下观点：（1）企业文化是内部会计控制之魂，认为内部会计控制

正是融入了企业文化，才有可能通过
“

自控 “

实现其目标；（2）融资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应

优化融资结构，并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培育机构投资者、提高银行对企业的监控能力、发展

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来创造融资结构发挥治理效应的条件；（3）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公司治理中的任一领域均需通过财务治理来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

处的地位和作用；（4）财务控制的实质是决定财务活动变化的轨迹。

在实践方面，有的代表对安然事件进行反思，认为独立董事制度是美国模式公司治理结构的

关键，而独立董事独立性的丧失是安然公司破产的根源，得出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基石和灵

魂。 有的代表则针对我国涌现的家族公司上市潮分析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出现的间题，

提出了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下的内部会计控制构建应关注的间题。

三、现代财务理论和实务研究

我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与财务相关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理论的指导，

又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近年来，有关财务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但重点还是放在资本市场和上

市公司的财务问题上。 本次年会则比较全面地探讨了现代财务理论及其基本实务问题，并提出

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

在理论方面，赵德武教授在研究论坛上的发言将财务问题归结为财务资源的配置、利用及其

效率问题，集中介绍了财务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由此来重构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框架。 孙芳

城等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对传统财务管理目标
”

企业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

观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提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下的
“

收益合理化“

新财务管理目标观及收益合理化曲线，并以

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给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方程式及可持续发展基本途径。 郭复初教授则剖析了

加入WTO对中国财务管理实践的主要影响，并提出了对策。

部分代表研究了财务分析方法的应用，就我国公司决策层有效运用杠杆提出了建议；有的代

表在综合考虑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基础上，设计了最佳激励契约；还有的代表认为运用财务

失败预警模型是财务分析方法的提升；探讨以合并报表为基础而非母公司报表为基础计算存货

及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来分析企业经营绩效；提供了对财务估价模型的修正，用以较准确地评估公

司的价值。

部分代表针对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一个过渡性机

构的历史使命及其退出障碍，指出组建投资银行是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根本出路；有的代表就国

有股回购、国有股配售、协议转让方式对各方的财务效果进行分析，指出不同类型的国有持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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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应根据其自身的特征和具体情况选择适用的方式，债转股实际上只是政策实施的起点，而

非目标，股权的成功盘活和企业经营机制的真正改善才是关键；在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应

从动态角度把握产权结构和资本结构，债转股和股转债的调整模式都值得高度重视。

四、审计理论及实务研究

独立审计制度是市场经济社会查错防弊的一种有效机制，注册会计师担负着过滤会计信息

风险确保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会计信息识别成本的重任。2001年以来，我国独立审计质量受到

了全社会的空前关注，本次年会主要围绕如何保持审计的独立性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李若山教授从著名的厄特马斯判例展开，论述了在银广夏事件中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法

律责任，并指出在目前很不成熟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只有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明确各方责任，切实

保护投资者利益，才能使证券市场向良性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代表们提出了
＂

审计控制论
”

，认为审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 有的代表研究了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认为要保证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公信力，就必须解决会计师

事务所中的人力资本的
＂

偷懒
“

和非人力资本的
＂

滥用
”

问题，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有

的代表指出审计人员的理性是有限的，对审计人员行为的管制非常重要。 有的代表则针对双重

审计的结果进行研究，发现目前境内审计净利润仍显著地大于境外审计净利润，境内注册会计师

的独立性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还有代表提出了模糊审计的改进方法，探讨了电子商务审计的一

系列相关问题。

五、资本市场案例研究

美国杜兰大学李志文教授就实地研究方法的应用来谈中国的会计研究。 中国处千双重变革

的特殊经济下，西方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通常不适用于中国，因此，我们应该从实地研究开始，脚

踏实地为中国积累经济与管理的有关知识。 他认为在中国如果没有仔细深入的实地研究，大样

本的实证研究将显得空洞和虚假，并指出实地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异同点。 实地研究和案例分析

都以实际案例为出发点分析问题，但实地研究属于学术研究范畴，在方法论上严格于案例分析。

宋衍衔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对深圳赛格集团做了深入的分析，挖掘上市公司配股及变脸的前

因后果，从而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圈钱游戏有了较深的认识，认为
＂一股独大

”

并不是中国上市公司

的症结所在，股东权益不对等、缺乏相应的市场机制、存在便捷的隐性投资收益获取渠道，才是问

题的关键。 刘峰教授等则讨论了新潮实业合并新牟股份的案例，认为这是一次政府导向型合并，

合并的动因主要来自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研究结果表明，该合并并没有明显的资源联合效

应，市场反应也不明显，但政府通过放宽政策来降低其给企业带来的负担，从而促成合并。

六、实证会计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实证会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巳有十多年的历史。 短短10年间，

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有效市场检验和盈余管理等方面初显成果，向学术

界展示了一种新颖、务实的研究方法的魅力。 未来的实证会计研究将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占据重

要地位，但规范性研究并不会因此而衰落，相反，高质量的规范性研究将从实证会计研究中得到

巨大的支持。 一些国内院校已在大力推行实证会计研究。

美国会计学会前副会长、休斯顿大学C. S. Agnes Cheng教授介绍了她们针对盈余和经营现

金流量的信息含星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公司估价中只有非极端的经营现金流量才对盈余起

信息补充作用，同理，只有非极端的盈余才对经营现金流量起信息补充作用，且在盈余是极端的

而现金流量是非极端时现金流量才成为主要的业绩指标，因此她建议投资者和研究人员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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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和现金流量的信息含量时应考虑到这两个变量的 极端情况。 美国卡内 基—梅隆大学的
Zhaoyang Gu讨论了分析师先前关于盈余信息预测无效性的研究设计问题，主张后验盈余水平

由于在预测误差和盈余水平的关系有误导而不能作为解释变量，相反可用预测的盈余和以前的

实际盈余作为解释变量，另外应该考虑对坏消息的反应不足和对好消息的过度反应的选择性解

释，实证研究表明极端的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动与导致乐观主义的较高预测分布相联系。
张为国教授则从会计信息的编报与使用、审计意见的质量与作用、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三个

方面综述了历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总结了我国会计和财务研究

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范围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进步，也指出了现有实证分析的问题所在。

陈晓、刘琦对我国契约、封闭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季度公报的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季度公报具有一 定的信息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合中上市公司

股票的交易价格与交易量的变动，但难以得出
“证券投资基金能够稳定市场、吸收系统风险”的结

论，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信息的作用和证券市场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对称，原本用来增加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透明度的组合公报反而成为了引致部分股票交易波动的源头。 陈信元、朱红军通
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管人员更换的公司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经营业绩变化趋势，从总体来

看，低劣的经营业绩能够对高管人员的更换产生显著的影响力，但是高管人员的更换并没有在短
期内对经营业绩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只是带来显著的盈余管理。

另外的相关实证研究有：（1）对同时发行 A、B股的上市公司在1997-1999年3年发放股利
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A、B股市场对股利政策的反应存在着显著的单向Granger因果
关系，即A股市场显著地影响着B股市场，但B股市场不影响A股市场；（2）针对上市公司不分
配股利逐年增加的态势，选取中国上市公司1998-2000年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各个
年度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是不一样的，且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是不

连续的；（3）以上市公司2000年度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受
到监管政策很大的影响，但是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注册会计师
的审计质量令人堪忧。

七、现代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本次年会的一个特色是在全国著名的大型企业四川长虹集团举办现代成本管理会计运用研

究的现场报告会。 通过交流，会计学者直接把新的观念和方法传递给会计实务人员，体现了研究
成果的应用价值。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林文雄教授认为，战略成本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由财会人员

参与制定现代成本管理制度，提供正确、相关、及时的成本与收入等资料和信息给企业经营管理

者作战略决策，以提高竞争力，实现企业长期目标。 他分别介绍了平衡计分卡、价值链分析、目标
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这四种战略成本管理方法，并指出战略成本管理制度实施成功的因素。 潘
飞则以许继电气为例具体说明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并指出作业成本法与作业成本预算、作业成本
管理和作业成本决策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还有代表研究了构建战略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原

则、方法、逻辑起点以及战略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

在主题学术报告中，余绪缨教授提出了从
“物本管理”到“入本管理”的转变，分析了管理与管

理会计的人文性在管理决策和知识管理上的体现，认为智力资本管理同管理会计更有内在的“

亲

和力”。 林万祥教授从宏观成本理论的角度，探讨影响企业业绩评价的宏观因素及其对策。 他主
要分析了宏观决策成本、企业社会成本、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环境责任成本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在分组讨论中，代表们也交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中国台湾管理会计学会名誉理事长李宏

健把作业成本法与传统的标准成本会计加以整合，认为可以对当代的制造费用密集的制造环境

提供决策上相关的信息。Wen-Hsien Tsai等研究了在能力扩张时混合产品的作业成本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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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方法的应用。 Wen-JeengDing则分析了使用现有的平衡计分卡系统将遇到的问题，提出了

对其衡量指标体系的改进建议。 还有代表提出了管理会计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的改进建议，介

绍了管理会计的新领域 一环境管理会计。

八、会计新领域及其他研究

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计要主动去适应环境变化，才能更好地

为经济服务，因而，对会计新领域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许多会计学者积极投入到了会计新领域

的研究，不断有新成果产生，展现了会计的生命力。

来自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的陈立齐教授作了关于全球性政府会计准则的主题报告。 他认

为政府会计及其财务报告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持和经营公共资财，并解除受托责任。 政府会计的

核心问题有会计与预算的关系、非互惠平等交易及补助、政府特有资产及债务责任和非货币计量

的绩效等，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制定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尚未正视这些问题。 他还提出了

改良建议，即确认各国的多样化、评价当前的实务、为全球性统一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并指出在

当今原则比准则更重要。 徐国君教授在提出三维簿记、三维会计构想的基础上，即在资产、权益

两个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将
“

行为 ”作为第三维基本要索纳入会计系统，针对三维会计可行性作进

一步论证。 有的学者全面归纳了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及其理论基础，阐明了研究和采用公允价

值的现实意义，并概括了国际会计界有关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及其审计的最新成果。

一些代表研究了人力资源会计，有的提出了解决人力资源价值难以确认与计量这两大难题

的基本构想：即细分化一定量化一价值化一货币化模型CSQVC-MODEL)；有的提出了新的人力

资源价值计量理论，即当期价值理论 ；有的指出平衡计分卡和导航仪的实践是管理控制系统的创

新设计，通过揭示企业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有效地反映了智力资本的影响。 部分代表则从经

济学角度研究和解释会计问题，认为代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委托人的股权资本成本未被计量以及

代理人的人力资本未被作为资本加以确认和计量，而资本成本会计和入力资本所有者 权益的计

量将对代理理论产生较大的冲击。 还有代表研究了数字经济等对传统会计的挑战。

An Overview of Accounting Research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s 

-A Review of 2002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Accounting Professors Association

CHU Yi-yun,LIN Qi-lian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Uni匹立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加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2002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Accounting Professors Association is 

the largest academic meeting ever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CAP A.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pa

per are as follows: (1) The effect of WTO on accounting of China; (2) Studies on corporation 

governance and accounting issues; (3) Forum on contemporary financ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4)Studies on audit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5)Case studies on capital market; (6)Forum on

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 (?)Presentation spot on modern cost management accounting ap

plication research; (8) New areas of accounting and other topics.

Key words: corporation governance; case study; 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 less ex-

treme cash flows;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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