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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后果学说对会计准则制定理论的影响
＊

王跃堂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上海 200083)

摘 要：经济后果对会计准则的制定理论提出了挑战，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实质上已演化为政治过

程。 本文对西方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经济后果对会计准则制定理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对我国会计政策是

否也存在经济后果，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应对经济后果的挑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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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

自Stephen Zeff (1978)在其“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
一文首次正式提出会计政策（本文会

计政策是广义的，包括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的经济后果以来，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不仅对实
务界和准则制定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正是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使人们对制定会计准则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使会计准则的制定
理论发生了变革，促使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更加理性和成熟。 由于会计政策经济后果的影响，
当今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与其说是一项专业技术过程，毋宁说是一个政治过程。

Zeff(1978)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
影响。”他认为会计报告能影响经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所作的决策，而不只是简单地反应这些决
策的结果。 William R Scott(1977)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一 书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经济后
果是一个概念，它是指尽管存在有效市场理论，但会计政策的选择还是能影响公司的价值。”他
认为尽管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只要公司对其所运用的会计政策作出充分披露，市场便会识破
由会计政策变动所引起的盈余变化，并对之不作出价格反应，但问题是会计政策的改变会影响
公司的利润，而公司利润往往又是制定各种契约最常用的依据，因此会计政策会涉及到公司的
契约成本，这就可能影响经理人员的决策行为，改变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从而影响到公司的
价值。 若这些影响是负面的，而且众多投资者受到影响，投资者就会给其政治代表施加压力，
结果政治家也会对会计政策及其制定机构发生兴趣，使准则制定走向政治化。

会计政策之所以会影响经理人员的决策行为，产生经济后果，主要是公司盈利常被用作制
定企业各种契约的依据。 譬如，就经理人员的红利计划而言，最常见的计划是以盈利水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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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依据；就债权人与公司所订的债务契约而言，通常会规定一个利息保障倍数，这样公司的

盈利水平就直接关系到是否可能违约；对千一些垄断企业或受政府管制的公用事业企业，其产

品或服务价格常受到政府的管制，而政府管制的依据通常是根据企业的盈利水平判断价格或

费率的高低，经理人员为避免管制可能引发的管制成本常有意识地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工会

要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通常也是以公司的盈利水平为基础与资方进行谈判。 因此对公司盈

利水平有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会计政策会产生经济后果就不足为怪了。

西方国家对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极为重视，学术界不遗余力地对众多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进

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 相比之下，我国对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甚少谈及，研究更是缺

乏，因此在我国是否也存在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准则制定机构如何正视这一 问题，西方国家

的经历及研究成果或许能给我们借鉴和启示。

二、经济后果使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演化为政治过程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以下简称FASB)在1976年颁布的第13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

（以下简称SFAS 13)将资本租赁业务由表外附注说明改为表内的负债项目予以披露。 Imhoff

和Thomas(1988)就此项会计政策对公司资本租赁业务及其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

究。 研究结果发现SFAS 13确实对公司的资本租赁业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SFAS 13颁布

实施后，资本租赁明显地转向经营租赁和非租赁性筹资，资本租赁占整个筹资的比重大幅下

降，权益性筹资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公司对SFAS 13反应的程度与其以前在附注中披露的

资本租赁的水平相关。 SFAS 13之所以会产生经济后果，是因为它将资本租赁由表外负债项

目变成了表内正式的负债项目，由此迅速提高了公司的负债比率，从而增大了违反债务契约的

可能性。 为减少违约成本，公司管理者在实施第13号准则后，不得不减少资本租赁这种债务

性筹资，增加发行股票这种权益性筹资，降低负债比率，以维持债务契约所要求的负债水平。

因此可以看出SFAS 13的出台对企业管理者的筹资决策行为确实产生了实质影响，就经理人

员而言，这项会计政策有经济后果。

FASB在1977年颁布的第19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以下简称SFAS 19)，将石油和天然

气公司勘探油井的成本核算方法规定为有效努力法（简称SC法），取消了完全成本法（简称

FC法）。 SC法和FC法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将废井的勘探成本费用化，后者却将其资本化。

因为会计核算方法的改变并不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根据有效市场理论，这一会计政策的变更

不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 但经济后果学说却认为这一会计政策的变更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

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使用FC法的大多数是小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现在要求其改用SC法会

降低其盈利，尤其对那些积极勘探油井的小公司更是如此，而更低的盈利对于小公司无疑是雪

上加霜，由此会使其募集资本更加困难，从而严重影响其勘探能力和竞争力。 鉴于SFAS 19 

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l978年在其第253号会计文告（简称

ASR 253)中声明公司可以使用SC法或 FC法进行报告 ， 这实际上又一次因经济后果使

SFAS 19成了一纸空文（在此以前曾发生过，见下文。）。 结果FASB不得不在1978年颁布

SFAS 25，恢复FC法。 Lev (1979)运用事件研究法(events study)就SFAS 19是否对股票市

场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SFAS 19确实对原来采用FC法的公司的股价产生了

显著的不利的影响，证实了经济后果学说，即SFAS 19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了影响。 这
一研究成果的意义还在于它提供了市场对没有现金流量影响的会计政策也会作出反应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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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的论点。

关于投资税减免(Investment Tax Credit)的会计政策，曾引起政府对准则制定的干预。

对于投资税减免的会计处理有儿种备选方法：（ l)将减税额通过抵销当期所得税费用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 2）将减税额直接冲减投资所得资本性资产的成本，然后在资产的有效寿命期内通
过减少折旧费用分期计入各期的损益；（ 3）将减税额列为资产负债表的递延贷项，然后在相关

资产的寿命期内分期计入损益表。 这与方法(2)对损益表的影响是一致的，只是在资产负债表
上的处理不同；（4)48—52法，指当资产以扣除投资税减免来作为其应计折旧的成本时，当税

率为52%，公司实际节税只有减税额的48%，因此减税额的48％ 计入当期损益，减税额的

52％作为递延贷项分期计入。
传统会计理论似乎不可能解决哪一种方法最好的问题，因为无论哪一种方法在理论上都

符合收入与成本配比的原则。 譬如方法(1)，既然减税额是因为投资资本资产这一努力获得的
结果，按照配比原则，减税额就应与这种努力相配比，作为当期的收入计入损益表。 但同样配
比原则也可以用于方法(2)、(3)，即既然减税额是因某项具体的资本资产而获得的，那么它就
应属于该项资本资产的整个寿命期，因此应在资产的整个寿命期内减少折旧费用或确认为收
入，使这项资产产生的收入和成本配比。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 以下简称APB)在 1962年颁
布了第2号会计原则公告（简称APB 2)，对投资税减免业务规定只能采用方法(2)或方法(3)。

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使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面临一个窘境：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不仅要从会
计理论的角度制定准则，而且必须从经济后果的角度考虑准则的制定。 之所以出现如此窘境，
一个基本原因是按照财务会计模型及传统的配比和实现概念，除了 能对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
的转换提出一些模糊要求外，并不能提供能清晰的描述应该采用什么会计政策的理论，这就为
各种利益团体采取行动，争取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正如Zeff (1978)所
说：＂会计准则的制定已成为一种政治过程，这一过程要求准则制定机构有 ｀ 精致平衡'(deli
cate balancing)的能力，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三、经济后果及其对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的挑战

有效市场理论预测对于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会计政策变化，市场不会有价格反应，并认
为关键是充分披露，一旦对所用的会计政策充分地进行了揭示，市场就会根据会计政策阐释公

司证券的价值，而不会被会计政策所引起的利润波动所迷惑。 但从本文所述案例可以看出，财
务报表的三大用户一一管理者、投资者以及政府确实对会计政策的出台和变更非常关注，尤其
是管理者的反应程度更是令人惊讶，他们甚至对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游说，以期望按自己的利益
对准则的制定进行干预，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会计政策有经济后果。

当前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从西方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历史看，会计政
策的经济后果对准则及其制定过程的演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会计政策是否也有经
济后果，准则制定机构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我国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

平有效的会计政策所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亟待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探讨。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经济后果的动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别

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作为市场经济必有其共性，因此在我国也必然存在经济后果的动
因，只是具体动因可能有所不同。 在美国，会计政策之所以有经济后果，主要是鉴于红利计划、
债务契约以及政治成本这三大假设(Watts and Zimmermanl990)，因为无论是红利计划、债务

• 5 .



契约，还是政治成本通常都以公司盈利为考察的主要依据，由于会计政策对公司的盈利有直接

影响，因此对公司经理人员的决策行为也会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价值。

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奖励计划、债务合同往往也是以公司盈利作为制定依据，因此与美国

类似，契约成本无疑成为会计政策经济后果的动因。但由千两国的政治环境不同，美国所谓的
政治成本在我国就不一定存在，如果说在我国也有政治成本，则可能与美国的正好相反，即公

司规模越大，政府越予以重视和扶持，公司经理人员的政治任务越重，政绩对其越重要，因此经
理会想方设法利用会计政策做大盈利，而不存在受到政府管制的风险。此外，我国证券市场有
其独特性，其监管政策与美国相比，带有更多计划经济的色彩，常以行政手段和具体的盈利指

标（如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监管的依据，这可能给公司带来昂贵的管制成本（如争取上市资格、
获取配股资格，被暂停交易等），公司为减少这些可能发生的管制成本，常利用会计政策操纵盈
利水平。这些可能构成了我国会计政策有经济后果的特色动因。

2．经济后果的例证。我国的证券市场与美国的比较，市场有效性要低得多，在美国这样有
效的市场中，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尚且存在，在我国尚未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会计政策有经济
后果似乎很难否定，1998年财政部颁布实施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其三大减值准备（指
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三项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就是例证。《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制度》规定：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对B股等外资股公司强制执行，对 A股公司自愿执行。 这
一规定使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执行结果在 A股公司和B股公司之间形成极大反差，统计
数据（重庆国投研发中心1999)如下表所示：

A股公司

表1 A股公司和A、B股公司提取三大减值准备的情况

短期投资减值准备 存货减值准备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3.16% 10. 20% 6.'10% 

A 、B股公司 36. 36% 81. 80% 64. 20%

注：表中数据是指在某类公司中采用某种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公司所占的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那一种减值准备，A股公司的运用比例都远低千B股公司，这显
然不表明这三类资产项目的质量，A股公司要远好千B股公司，而只是反应两类公司管理人
员对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态度上的差异，是自愿执行和强制执行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有人
会认为只要公司披露三大减值准备政策的运用情况，市场就不会被这些会计政策所造成的利
润差异所愚弄。但问题是：（1）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是否能完全识别因会计政策不同而造成

的利润差异尚未有实证结论；（2）大多数声明执行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公司含糊其辞，并
未按要求详细列示计提减值的方法、提取的比例以及各项减值准备对会计利润的影响数，因此
即使市场有效，也无法辨别会计政策选择对利润的影响数。因此会计制度区分不同公司执行
三大减值准备的政策客观上加剧了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影响了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判
断力。正是鉴于这一政策的经济后果，财政部于 1999年 10月26日发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

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财会字[1999]35号）对原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规定

进行了修正，废除了 A股公司自愿执行的条款，规定所有上市公司都强制执行三大减值。
3．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将驱使准则制定过程的政治化。经济后果学说要求制定具体会计准

则应该多方参与，要认可准则制定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由千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美国会
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巳演化为政治过程，从 APB2 的历史也可以看出，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甚

至危及到 APB的生存，并促使FASB决策机构的人员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准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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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涉及到的主要利害团体在FASB中均有其代言人。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准则制定过程的

政治化和民主化实际上已成为制定公平、有效的会计政策的制度保证。 诚如Watts和Zim

merman(1986)在其《实证会计理论》一 书中所说：“任何一个会计准则都是政治行为的结果。

会计准则存在的理由就是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成功的团体所给予的理由，如果其存在的理由是
一种折衷的结果，譬如会计原则委员会有关企业合并的第 16 号意见书，那么所给予的理由就

是一种混合的理由。“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体制与美国不同。 在美国，会计准则由民间团体制

定，讲究公认性，通过公认性达到权威性，而在我国，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通过政府的权威性

使会计政策达到公认性，两者正好相反。 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优势在于权威性和高效率，但其

缺陷是往往忽略会计政策的公平性，会计政策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会计准则存在的理由主要

是政府给出的理由。

传统上，我国制定会计准则更多地是从政府的立场出发，讲究企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政

府管理的需要高千企业管理的需要，国有企业的要求重千非国有企业的要求。 但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越来越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说，非公

有制企业同国家的关系与国有企业同国家的关系有很大区别，前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

全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 在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中，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也与传

统国有企业的模式有很大差别。 这些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将对我国会计

政策的公平性提出挑战。 正如 Lev(1988) 所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会计政策的公平性是其有效

性的重要条件，而有效性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基本途径，因此会计政策只有做到公平、有效

才能促进市场繁荣。

我国税务与会计的分离，已使会计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大为减弱，关键是准则制定者要从

单纯为政府服务变成为市场服务，这样才能为我国制定公平、有效的会计政策提供有利的环

境。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多种利益团体，譬如企业经理人员将来就可能形成一种

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要求会计政策符合本团体的利益，因此市场经济越发展，会计准则制

定者越需要协调各团体的利益，这就要求准则的制定要有一个充分程序(dueprocess)，借助这
一程序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更多地吸收各利害团体参与其中，体现公平的原则，否则会计

政策的经济后果很可能影响会计政策的有效性，甚至危及准则制定机构的权威性。

四、结语

经济后果对传统会计准则的制定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实质

上已演化为政治过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必然对

会计政策的公平性提出要求，这将驱使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政治化。

为应对这一挑战，对会计准则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对将要出台的会计准则可能产生的经

济后果进行预测不失为提高准则制定质董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对会计政策的研究大多局

限于规范研究，借助于逻辑推理和主观判断，研究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会计政策来规范企业的会

计处理，很少去考虑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即会计政策对企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有无影响，是

否会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 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政策的制定必不可少，但制定的会计政策是

否公平、有效则必须经过实际调查才能下结论。 笔者对应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尽快制定完整

系统的具体会计准则的观点不敢苟同，赞成针对证券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逐个制定具体会计准

则的做法。 因为正如本文所述，有理论基础的会计政策不一定就有效，这里有经济后果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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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何况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科学性在西方至今也未得到实证方面的支持。

对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开展实证研究，不仅能对已有的具体会计准则作出客观的评价，起

到完善的作用，而且对将要制定的具体会计准则也有指导作用，因为在颁布实施准则之前对其

经济后果进行预测，将可能的经济后果视作准则的重要成本源，考虑其对准则需求和准则被利

益团体所接收的影响，能防患于未来，提高准则的有效性。

＊感谢孙铮教授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建议和郭永清博士生的评论。 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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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on the Theory 

of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WANG Yue-tang 
(School of Accounting,Shanghai Un切叮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China, 200083) 

Abstract: Economic consequences put forward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theory of ac-

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In America the process of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has become 

a politic proces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ising of economic consequence theory and the im

plication of it for the theory of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whether china's accounting poli

cies have consequences, how the standard-setting institution shall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of 

consequence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Key words: accounting standards; economic consequence; politic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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