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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研究会计信息需求差异，对现行的以通用型财务报告来满足所谓
“

共同需要
”

的作法提出

了质疑，认为 ： 通用型财务报告形式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相关性要求日益强烈的个性化信息需要。 从而形成了

本文的制度安排建议，即实行会计核算与会计披露在理论上适当分开，分别建立以真实性为基本质量特征的会

计核算制度、以相关性为基本质量特征的会计披露制度和在相关性得以充分体现基础上保证真实性为基本目的

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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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由会计目标决定的： 一是由于不同历史时

期会计目标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历史时期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有所不同；二是从20世纪70年
代初期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争论，最终都集中在对会计目标的不同认识

上。1980年5月FASB发布的第二号概念结构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被认为是有关
”

会计

信息质量特征“论争的集大成之作。 该报告从
“

会计的目标是向企业外部利害关系人提供决策有

用的信息
”

出发，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即相关性与可靠性。 如果承认这一判

断的价值，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即什么是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

么？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关系又是什么？怎样解释和评价目前会计信息相关性水平及成因？在提

高会计信息相关性方面，会计准则委员会、注册会计师以及会计人员应尽的职责是什么？这些问

题正是本文将要研究的内容。

一、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内在矛盾

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问题至今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199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

主席Levitt在题为
“

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性
”演讲中提出诚信、透明、公允、可比和充分披露等

特征为主要质量要求，并未提到相关性和一致性。 不过，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形式两

个方面，会计信息的质量也是如此。 相关性和一致性是会计信息作为信息最基本的特征，否则它

就失去了信息的性质和基本作用，这些质量可称为会计信息内容的质量，它不仅存在于信息的集

合中，而且存在于单个信息中；如果没有相关性，会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

认识，我们才专门讨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问题，并认为将之简称为会计相关性也是符合逻辑的。

关于会计相关性的涵义及概念，人们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致。FASB认为相关的会计信息

是指，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预测未来事件的结果来坚持或更正先前的预期并在决策中起作用的

收稿日期： 2002-04-01
作者简介：马晓芳(196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 59 •



财经研究2002年第8期

信息；信息对决策的影响是通过提高决策者的预测能力或提供对先前预期的反馈来实现的。 由

此，FASB进而认为，一项信息是否具有相关性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预测价值，如果一项信

息能帮助决策者预测未来事项的可能结果，则此项信息就具有预测价值，决策者可根据预测的可

能结果做出最佳决策，因此预测价值为会计相关性的重要因素。 二是反馈价值，如果一项信息能

使决策者证实或更正过去决策的预期后果即具有反馈价值。 反馈价值与预测价值往往同时并存

或相互影响，会计季报信息对该季的绩效具有反馈价值，而对该年度的绩效则具有预测价值。 由

于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存在着诸多困难，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反馈价值是重要的质量特征。 三是

及时性，如果一项信息在失去影响决策能力之前提供给决策者，即具有及时性，及时的信息未必

相关，不及时的信息则肯定不相关。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Jemkins委员

会）于1994年发表了题为
“

改进企业报告一面向用户
”

的一份报告。 在该项报告中就会计相关

性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为分析相关性，表述了会计信息用户需求的七个方面；二是

建议把企业财务报表的内容划分为核心和非核心活动与事项，重新加以组合，突出核心项目而重

点是从净收益中划分出核心盈利和非核心收益与财务成本。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

在讲到会计相关性时是这样定义的，“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

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
”

我国《企业会计制

度》则是这样定义的，”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能够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即要求会计信息与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对使用者有用
”

。

虽然上述各种定义的表述方式略有差异，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会计相关性是指企业提供的

会计信息应与使用者的决策相关，能够充当决策的依据并且能够满足决策的需要。

会计相关性确实蕴含着诡辩的危险：与谁的决策相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成分极为复杂，其

决策取向也不尽一致，甚至往往相互冲突，会计信息如何满足各自不同的口味？这个问题在《财

务会计概念公告》以及其他会计规范性文件中并未得到明确的回答。 FASB只是提出了一个
“

通

用报表
”

的说法，认为报表使用人对主要会计信息有着
“

共同的需要
“

，这正是编制会计报表的原

因。 但是，什么是
“

共同需要
“

？非
“

共同需要
＂

的信息是否还要提供？如果是肯定的回答，那又应

如何理解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因为这样一来可能全部的会计信息是为全体使用者所需要的，则

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完整性的关系又该如何理解？所有这些都是在提高会计相关性方面需要研究

的问题，也许这也正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Levitt不愿意提出会计相关性的一个原因。

看来，要形成对相关性的统一认识还尚待时日，所以，简单地给出武断结论是不明智的，我们

权且将其理解为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性质或特性较为妥当。 不过，既然是与信息使用

者联系在一起的，那要对其做更深入的理解，还需从会计信息需求角度对相关性做进一步分析。

二、从需求入手分析
“

共同需要的会计信息
“

存在的可能性

既然会计相关性问题是与会计信息需求相关联的，那么不妨从需求入手进行研究。 研究会

,1相关性与研究其他问题一样也应当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我们只有对会计信息使用者

其个体需要的会计信息进行个别分析后，才能够进行适当的综合考察以回答是否存在
“

共同需要

的会计信息
”

这一问题。 如果获得肯定的回答，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共同需要的内容及披露方

式。 如果得到的是否定的结论，那么，我们就要寻找提高会计相关性的新途径。

在我国，政府部门是会计信息需求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政府在行政职能、

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行使形式等方面的转化，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也开始有所变化。 政

府部门的宏观调控需要统一的、符合国民经济核算要求的、客观真实可比的会计信息，因为只有

这样的会计信息才便于审核与汇总，才能够实现统计会计化的最终目标。 税务部门由千税收征

管而需要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虽然我们允许税务与财务会计分离，但由千税务对会计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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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以及大批中小企业的存在，事实上两者不可能绝对分离，这也正是我国会计政策要尽量与

财政税务制度相协调的原因，这也决定了税务部门需要的是由企业提供的符合税收法规规定的

会计信息。 在我国，财政部门作为国有企业代理所有者，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的利

润分配，二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又决定了财政部门所需要的是由企业提供的放弃谨慎性原

则以尽量少反映损失的会计信息。 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各部门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也各有侧重，并

非完全一致。

简单地说，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层对会计信息的需要，既有来自管理者出于内部管理目的需

要，又有来自管理者出于对下层的考核监督目的的需要以及所有者对管理者进行考核监督的需

要。 从管理角度出发，企业管理者所需要的是那些更趋向于客观真实、所采用的会计方法前后各

期一致、便于预测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会计信息。 由于企业管理使用的会计信息具有解脱经济

责任的作用，所以不希望会计信息中包含有更多的谨慎性原则（减值准备）的内容。 他们更多地

希望有一套能够公平、合理、公正计算企业利润、确定企业经营业绩的会计核算制度，既不同意

＂厂长利润"、
“

书记利润
＂

的存在，也不希望有
“

会计准则委员会利润
＂

的存在；不能因为有个别上

市公司操纵利润的事件发生，就增加多项缺乏可靠根据的减值准备并取消开办费用递延的办法。

在会计核算上过分放任是错误的，但过分谨慎也未必完全正确。

自从国有企业
”

拨改贷
”

之后，银行就成为国有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 在上市资源向大型企

业倾斜、上市成本高昂以及各种政策约束的情况下，银行资金几乎成了绝大多数企业的命脉。 根

据我国银行通用的
“

企业信用等级评定表
“

，银行在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估时主要考察5个方面的

内容，即经营者索质、经济实力（包括净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长期投资）、企业资金结构

（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债务／股本比率）、企业经营效益（包括销售／应收帐款比

率、存货周转率、净利润率）和企业发展前景。 可见，银行是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 银行需

求的企业会计信息主要是能够客观、真实反映企业现有经济能力、经营规模和偿债能力的会计信

息。 如果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过分地谨慎就有可能失去银行的资金支持；当然，过分的夸张也会

造成失信甚至造成金融犯罪。 一般希望资产计价是现值的，利润计算是保守的。

股票市场投资者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会计信息需求者。 中国股市的投资者主要有三种： 一

是拥有不可流通股份的国有股与法人股股东；二是机构投资者（基金与自营券商），这类投资者几

乎可以说是我国会计信息最大的主动需求者；三是个人投资者即股民，股民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取

决于股民投资的风险偏好、对会计信息的信任程度和证券市场的有效性。 市场投资者希望获取

的是与股票市价有关的会计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他能总结过去、预测未来从而做出新的投资决

策。 他们希望在会计核算中，更多地采用谨慎性原则确保资产的真实性与负债的完整性。

三、提高会计相关性的制度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不仅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集团对会计信息有着不同的要

求，而且各集团内部不同使用者之间也存在着需求差异。 可见FASB所论述的会计信息的
“

共

同需要
“

是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不同的使用者使用会计信息的目的不同，他们各自进行的决策

也不同，企业会计信息正是为这些与企业相关的各种经济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因而必然要与所

有这些经济决策相关，也就必然应当提供不同的信息内容来满足需要。 这就是说，企业提供的一

份通用型财务报告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所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而我们又不能放弃会计相

关性，因为它是会计行为存在的基础。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两难选择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本文借

鉴我国企业对税务部门提供企业所得税会计信息和外商投资企业向国外投资者提供会计信息的

作法，试提出解决的设想。 其基本思路是将会计资料与会计信息区分开来，会计信息可以按照不

同使用者的不同要求进行不同程度和内容的充分披露即形成不同的披露组合，但作为信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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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依据的会计资料却应保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形象地讲，就是如果将会计信息看作一个生
产过程的产物时，会计核算资料就可看作是待组装材料或零部件，而会计信息就是根据不同客户
的个性化要求而组装好的一组产品，再由注册会计师在这里充当产品质量检验员的角色。为此

我们设想将会计核算和会计披露在理论上适当地分开，分别建立以可靠性为核心特征的会计核
算制度、以相关性为核心特征的会计披露制度和保证可靠性与相关性有效实现并恰当联接为目
的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从而形成既相对独立又互为约束的制度体系来保证对外提供的所有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充分披露。

1.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建立。会计核算负责形成作为基础材料的会计资料。 每项经济活
动或交易发生之后，会计人员可根据有关凭证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一般地，会计核算应以企
业内部管理需要的会计信息为标准来确认、计量和记录每项交易活动，在处理会计相关性和真实
性矛盾时以会计真实性为主，确保会计资料的客观、真实，使之具有历史档案的性质。保守使用
谨慎性原则以免蓄意隐瞒资产和收益，虚减利润，逃避纳税。坚持实际成本原则，除非有确切的
证据证明因技术进步、市场供求变化等原因造成的财产减值外，严格限制计提减值准备，其目的
是便于公平、合理、公正地确认企业资产、负债和净收益的价值，便于企业进行经济预测从而做出
科学的未来决策，便于合理地考虑评价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业绩或过失。企业会计资料应客观、真
实、完整，尽可能减少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使会计核算工作具有科学性。把会计核算工作规范
为对经济活动运用科学的会计方法进行真实、客观描述的一项工作。

2.会计披露制度的建立。1996年4月11日SEC发布了关千LASC“核心准则”的声明，在
该声明中SEC提出了三项评价“核心准则”的要素，其中第二项是

“

高质量” ,SEC对“ 高质量”的
具体解释是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1998年联合国贸发局CUNCTAD)调查报告直接讨论
了会计信息披露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从此“充分披露” 已经成为对会计信息的一项主要质
量要求。充分披露的实质在于披露的会计信息是相关的，在于质量而不在于数量，在于满足会计
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而不在于企业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本文的设想是坚持企业会计核算资料
的客观、真实、固定不变，而作为对外披露会计信息载体的会计报表或财务报告则应当根据会计
资料和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来编制并对外传递，一如我国目前给税务部门编制的“企业所
得税报表”是根据会计核算资料和《企业所得税法》的要求编制并向税务部门报送的一样。根据
这一设想，例如当债权人如银行需要企业会计信息时，企业就会按照银行的需要根据企业会计核
算资料来编制财务报告。在编制该项财务报告时，可以依照法学概念将资产按现行市价计价，将

比较确定的＂预收帐款”作为
“

收入“，在负债中剔除没有法律效力的结算负债，以便客观、真实、公

平、合理、公正地反映企业的经济实力、偿债能力和信用保障程度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研究一套
能够专门反映企业现实的未来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披露规则，要求企业按照规则来编制财务报
告。上市公司向股东大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提供定期或不定期财务报告时，
或者非上市公司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及实施公司改制而需要提供会计信息时，就可以以保护股
东投资人的利益为目标，根据会计核算资料按照股东和债权人的需要编制财务报告。显然，会计
准则委员会在会计核算制度建设过程中应贯彻的指导思想是建立一套能够客观、真实反映企业
经营活动，公平、合理、公正反映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能预测企业未来并有利于企业加强资产管理
和财产保管的会计核算系统，严格强调会计资料的客观、真实、准确；而在会计披露制度建设过程
中则应通过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大量调查，了解每一类使用者的确实需要及其获取该项信息的
目的，同时研究企业按上述核算制度所形成的会计资料与信息使用者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之间的
差异，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各个主要使用人所需财务报告的编制规则和方法，形成如以保护国家利

益为目标的以政府部门为对象的会计披露准则、以保护股东／投资人利益为目标的以所有者为对
象的会计披露准则和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目标的以债权人为对象的会计披露准则，形成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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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形式完整的会计披露规范体系。
3. 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建立。 在我们设想的系统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对外报送

的财务报告是一个因报送对象不同而使数据之间存在差异的财务报告体系，并且财务报告的项

目内容与会计核算资料（会计账簿中的资料）的项目内容也存在不一致。 这是否说明，在该系统

中，企业可以按照使用者的需要胡编乱造会计信息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对此问题，我们设想

采取两种方式予以解决。 一是进一步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企业对外提供的每一份财务报

告都必须经过注册会计师的验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依据是企业会计核算资料和会计披露准则。

二是采取充分披露措施，即在财务报告中说明会计报表中重要资料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通过这

样的制度化规范，就可以实现会计系统能提供既真实可靠又相关适用的会计信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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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need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the paper op

pugns that the current practice which satisfies the so-called "common need" with the general 

accounting report. It insists that system arrangement in the form of general accounting report 

can't satisfy the increasingly strong individual need for information. Hence the proposal of sys

tem arrangement is formed in this paper, that is, the appropriate separation of accounting data 

processing from accounting disclos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counting data processing sys

tem which features truthfulness and the accounting disclosure system which features relevance 

and the CPA auditing system to the purpose of guaranteeing truthfulness on the basis of com

plete embodiment of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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