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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赵锦爱

试论稳健屎则与收益质量

人们通常认为，稳健原则之所以重要是

由千商品经济中必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商品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是稳健原则

形成和存在的基础，这一点固然不可否认，但

是，稳健原则之所以 成为会计的一个重要惯

例，其直接原因和充分条件取决于会计面对

多变环境和不确定因素而规定的运行原则
一一会计基本原则。 从会计基本原则的高度

来看，稳健原则是弥补基本会计原则适用性

的修订性惯例，其具体应用有助千提高期间

收益的质量。
一 、收益是质和量的统一

收益是会计学的重要概念之一。 亚当·

斯密首先对收益问题作出专门的论述。 他在

《国富论》中指出，收益是财富的增加。这个概

念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暗示，即为了计算收益

或财富的增加，必须在期初、期末对资产进行

计价。 此后，亚当·斯密在他所著的《国民财

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把居民个人的收益

解释为不可侵蚀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这种解释第一次将

收益与资本直接联系起来。 嗣后，以此为起

点，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资

本来探讨收益问题。 1946 年，牛津的经济学

家约翰·希克斯所著《价值和资本》一书，发

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在这本书中，他将个

人收益表述为在期末期初保持同样良好的境

况的前提下，在此期间个人可消费的最高数

额。这种关千收益内涵的描述，引入了资本保

持的概念。所谓资本保待，是指在期末资本保

持 不变（即维持在期初资本的水准）的基础

上，才可能确定真实收益。 对千一个企业来

说，这就意味着收益是企业在某 一会计期间

可以予以处置，而不致于损害其原有财力的

那部分金额，或在能够保持原有资本前提下

所取得的盈余。

由上可知，收益概念及其计批的研究，皆

以保持原投入资本的不受侵蚀为前提。 换言

之，必须在资本完整无损的基础上确定期间

收益。这样，保持原投入资本的完整成为区分

资本收益与资本回收的先决条件。那么，应当

如何判断资本保持的完整性，即资本保持的

程度呢？围绕着这个问题，形成了财务资本保

持观念和实物资本保持观念两大学派。

L财务资本保持观念。

财务资本保持观念侧重千保持企业资本

的货币价值。 这种观念认为会计学上的“资

本”是 一种财务概念。财务资本概念是指企业

所有者投入企业的经济资源以货币形式加以

表现的价值。因此，财务资本保待也就是要求

企业所有者投入资本的货币价值保持完整无

损，并以此为前提确定企业的收益。
2. 实物资本保持观念。

实物资本保持观念侧重千保持企业原投

入经济资源所代表的实际生产能力。这种观念

认为会计学上的“

资本“应视为一种实物现象，

指的是企业所有者投入企业的经济资源所代

表的实际生产能力。 因此，实物资本保持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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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在企业所有者投入的经济资源实际生
产能力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确定企业的收益。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物价
基本特定 情况下，社会再生产价值的补偿和
实物的更新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物价上涨情
况下，虽然可以实现货币形态的原始价值补
偿，但是要实现同数量、同质量的实物补偿则
有困难。 具体来说，在物价普遍上涨期间，企
业按照已消耗资产的原始价值进行补偿，虽
然再生产所 需资金的货币盘绝对额保持不
变，但以这个货币量的绝对额所能 重置的经
济资源实物数董却减少了。因而，在物价普遍
上涨时期，按照财务资本保持观念确定收益，
其资本保待程度较低 ，收益分配中带有部分
资本返还。

在物价普遍变动时期，按照一般购买力财
务资本保持观念，即考虑货币购买力的变化，
着眼千按照固定的货币购买力来保持资本的
完整性，用一般物价指数对历史成本会计计量
进行调整，与面值货币财务资本观念下确定收
益相比， 显然会使资本保持程度有所提高。

在实物资本保持观念下，由千考虑了现
行重置成本因素 ，着眼千按照同样水平的生
产能力来保持资本的完整性，即企业所有耗
费或出售的经济资源皆可在同等经济水平上
完成同样功能的资源替换 ，因而，按照实物资
本保待观念确定收益，其资本保持程度最高 。

综上所述，期间收益与其他事物 一样，也
｀

是质和掀的统 一体。在物价变动情况下，上述
三种资本保持观念确定收益中所体现的财务
成果具有差别，即：当按照面值货币财务资本
保持观念时，收益是面值货币资本的增批；当
按照货币 一般购买力财务资本保待观念时，
收益是 一般购买力资本的增世；当按照实物
资本保持观念时，收益是实物资本的增量。这
种差别体现了资本保持程度的不同，即所谓
收益质批层次的差别。

二、资本保持与成本补偿的关系
基本会计要素的计批属性主要有历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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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行重置成本两种。 历史成本是指按照取得
经济资源 当时的原始交易价格对经济资源进行
计价。 历史成本是会计计量中最重要和最基本
的传统计蜇属性，具有可验证性，因而较为可
靠，长期受到普遍的推崇与应用。现行重置成本
表示在当期重新购置或制造持有同类资产所运
用的一种计橄属性，它反映在现时条件下取得
同一经济资源所需的交换价格。 历史成本与现
行重置成本都是经济资源的外在表现形式，这
两者的金额在初始确认之时（如在取得经济资
源之时）往往相等。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
当物价发生显著变动时，同一经济资源的历史
成本与其现行重置成本则通常反映为两个不同
的金额。 例如，在物价上涨情况下，同一经济资
源的历史成本通常比为恢复原有生产能力而重
置已消耗经济资源所需的成本低。

显然，当物价呈显著上涨趋势时，按照财
务资本保待观念，无论是直接以历史成本作
为补偿标准，还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按照一

般物价指数 调整后的历史成本作为补偿标
准，都较难实现同数批、同质量的巳消耗经济
资源的实物补偿；而要达到同数量、同质量地
重置已消耗的经济资源，维持原生产能力，实
现实物资本保持，则必须采用现行重置成本
作为补偿尺度。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成本补偿
与资本保持 源于收益确定同一 问题，成本补
偿程度与资本保持程度乃是决定收益质量层
次同一 问题的两个侧面。

三、应用稳健原则，提高收益质量
从上述分析可知，成本补偿与资本保持

一脉相通。收益质蜇主要取决千资本的保待，
而其关键则在于如何进行成本补偿，即如何
根据不同物价变动状况相应采取不同的成本
补偿形式和方法。

我国近几年来虽然物价水平处于保持上
升状态，但物价总体水平始终处千政府的控
制之下，目前尚不具备采用不变币值会计和
现行成本会计的条件，因此，仍宜采用历史成
本会计计盘，适当结合应用稳健原则。其具体



处理方法对于消除物价上涨带来的虚假收 期提取的折旧费较少，从而使固定资金的回

益，维持资本完整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收和补偿得以加速，使前期营业成本相应提

L存货计价采用后进先出法。 高，净收益相应减少。

物价上涨情况下，将当前的收入与当前 3. 营业收入的计量扣除预计将发生的

的成本相配比确定的收益额最少。 如果存货 坏帐损失。

计价采用先进先出法，使当前较高的收入与 体现于货币形态的营业收入，即完成产

较低的存货历史成本相配比，结果从已实现 品的产销活动，并已经收妥货款的营业收入，

的收入中补偿存货耗费的历史成本低千其当 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完成程度 最高，巳达到营

前的重置成本，造成收益额虚增。这种虚增的 业收入实现过程的终点，因此，这种形态的营

收益是现时价格与历史价格之差额，理应为 业收入质量层次最高。但是，在现今信用交易

补充已消耗或出售存货的重置资金，却没有 盛行的经济环境中，确认货币形态的营业收

用于这个方面，结果必然造成原投入资本得 入不能全面、及时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并

不到保持。 使营业收入信息的提供在时间上出现严重的

相反，如果存货计价采用后进先出法，由 滞后现象，从而大大限制和削弱会计潜在功

千后来购进的存货价格接近于当前重置成 能的发挥。

本，使得销货成本能够与销货收入在几乎 一 体现千产品形态的营业收入，即在销售

致的物价水准上进行配比，由此确定的收益 活动、市场交换行为实际发生之前的营业收

基本上不受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而且，按反 入，虽然反映企业所完成的生产活动，但还需

映当前物价水准的后来购进的存货成本进行 要经过销售活动和收款活动才能转化为现金

价格补偿，大体上足够重置同数量、同质量的 形态。 如果相应的销售、收款嗣后未能实现，

已售存货实物，使资本得以充分保待。 则按此所确定的收益就成为虚计收益，与稳

2. 改进固定资产折旧费计算方法。 健原则相悖。所以，尽管确认处千产品状态的

固定资产价格上涨对固定资产折旧带来 营业收入从衡量企业经营业绩上看有其合理

的影响是，按固定资产的价值回收的折旧费 性，但它尚不能作为营业收入的确认原则。

必然发生贬值，固定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越大， 确认体现千债权形态即生产、销售活动

折旧年限越长，脱离当前重置成本的部分也 已完成，并已取得索取货款权利的营业收入，

就越大。我国现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较长，折 能够适应现今信用交易盛行的市场经济环

旧率偏低，按照直线折旧法计算的低额折旧 境，因此，将确认债权形态的营业收入作为营

费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收回与原始投资 业收入确认原则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体现千

等额的货币。 而且，由千物价普遍呈上涨趋 债权形态的营业收入，处千产品形态营业收

势，所收回的固定资产原始投资额远不够更 入和货币形态营业收入之间，其质量层次居

新原有的固定资产实物。 适当缩短固定资产 中在向现金形态转化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发

折旧年限，广泛采用加速折旧法，能够使用固 生坏帐损失（虽然发生坏帐损失的概率可能

定资产的大部分价值在其使用期的前几年得 不太大），因此，为了提高期间收益的质量层

以回收。依据货币时间价值原理，早期收回折 次，很有必要采用稳健原则，对当期采用除销

旧费的价值较大，这样可以部分抵消物价上 方式实现的营业收入，应当扣除预计可能产

涨对固定资产补偿的不利影响。而且，采用加 生的坏帐损失，按其可实现净额计价。

速折旧法能使折旧费逐年递减，即固定资产 （作者单位：上海旅洘高等专科学校财会系；

使用寿命的前期所提取的折旧费较多，其后 单位邮编：200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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