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统计 《财经研究》1997年笫2期 总笫183期

口 陈汉文 林志毅

对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的思考

本文立足千方法论视角，对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的历史流变、现存分歧及发展趋
向试作探讨，从中引发出对我国会计理论建设的启示。

一、历史探源

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 ＂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

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化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
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
指导性理论。 从历史层面考察，描述性理论可谓源远流长，其中某些会计概念可上溯至希腊和

罗马时代。不过，在当时，由千会计概念之间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会计
理论。因而，会计学术界一般认为，1494年帕乔利复式簿记理论的提出，是描述性理论体系化
的标志。 指导性理论的历史则相对较短，大约产生千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当时，西方各国实用

主义思潮盛行，会计实务缺乏理论的指导，处千自由放任状态，会计人员随意地选择和变更会
计程序和方法，由此导致了会计报表缺乏可比性，会计信息严重失真。面对实务界的混乱现象，
社会公众颇多不满，于是，不少会计学者开始力图构建内在一致的会计理论以达规范会计实务
之功效。基千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透彻理解和对经济行为的深入观察，佩顿 CW• A• Paton)、

坎宁(J • B • Canning)、斯威利 CH• W • Sweeney入麦克尼尔 CK • Macneal)等人在此期间相

继发表了颇具规范演绎特征的经典性论著，提出应按照反映使用者决策所需的现行成本或价
值信息为目标重构会计学。 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均从经济学中引入收益和财富等概念，以此
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力求将其融入会计理论中，进而对会计计批模式提出规范性建议。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 一套关千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

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实证会计理论中的“实

证”与哲学上的“实证＂涵义有别，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思想强调以经验事实证明一个假说或推论

的正确性；而实证会计理论所指的“实证”则系沿用西方经济学界对该词的理解。西方实证经济
学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主要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五十年代之后则主要受证伪主义哲
学思潮影响。与此相应，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实证会计理论，其实证思想系承自证伪主

义哲学，即 “强调的是对理论进行批判，并试图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试图验证它们是正确

的。”。1968年，美国会计学者鲍尔和布朗首开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之先河，研讨了会计收益与股
票价格之间的实证关系。 继此之后，经简森 CM • C • Jensen) 、瓦茨 CR· L • Watts)、齐默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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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L • Zimmerman)等学者的开拓性发展，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终千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扼的潮
流，迅即风靡于西方会计学术界。其成因可归于：首先，在西方国家，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实

证经济学一直居千主流地位。经济理论研究中所流行的实证性思想以财务研究领域为中介，向
会计研究领域强力渗透。受财务理论实证研究以及初步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人们逐渐

认识到规范会计理论中的许多假设（如财务信息是外界了解企业情况的唯一信息来源）不切实

际。而另 一方面，受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许多会计学者益发清醒地认识到，规范会计理

论的价值判断标准往往受以利已为动机的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不成其为真正合理的
规范，由此导出会计学术界排斥价值判断的思潮。 两者合流，促成实证会计理论的兴起。其次，
受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大公司纷纷变更其会计政策。 这一会计现
象亟需人们作出合理解释并预测其影响，这从客观上推动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 最后，二战

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日趋小型化和多功能化，在社会中得以广泛运用，这
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

二、方法论分野

实证会计理论是在规范会计理论遭受非议之时出现的，其在产生之初便是作为规范会计

理论的对立物而存在。 两者在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上存有根本性的区别，表现在：
1．理论研究应否奠立千特定价值判断基础之上？

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者主张，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应坚持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他们力图立
足千对现有会计环境（包括经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因素）、会计惯例及报表使用者偏好的
分析，从中抽象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以之作为构建会计理论的前提，提出达到既定目
标的若干原则，并作为制订会计准则的依据和分析处理会计问题的标准。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所形成的规范会计理论，不仅能从抽象分析的角度出发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而且能够用千指
导现行会计实务的优化和未来会计实务的发展。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者则认为，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是分离的，
“理论只是提供一种限定所必需的两个因素中的一个：特定行为对各种变量的影响；使用者提

供了另 一要素：目标以及反映变批对目标实施影响的函数。”＠他们坚持客观的经验调查，排斥

非理性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主张象自然科学那样，以仔细、客观地观察一个实验或一定期间

所发生的事实而获取的感性经验为依据，来构建具备真正科学性的会计理论。在这一思想指导

下，所形成的实证会计理论往往只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它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来解释

和预测会计实务，但不具备对实务的规范指导作用。
2.理论研究应采用何种方法为宜？

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不同，其研究者的科学世界观和理性思维模式

存有差异，由此导致了理论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各具特色。

规范会计理论研究既可采用归纳法，亦可采用演绎法，而以演绎法最具代表性。 演绎法是

从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在当代西方会计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多以会

计假设、目标等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

的会计方法程序。他们认为，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逻辑演绎推理的主导地位，可确保所得出

的会计理论层次分明、首尾一贯、具备逻辑严密性，从而有助千理论的优化与发展。

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采用颇具特色的实证法，亦即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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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所产生的相关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相对或近似正确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
究的一般步骤包括：（1）设计并进行观察和实验；（2）用定性和定批方法对实验和观察结果作系
统整理和计量分析；（3）概括和归纳计最分析结果；（4）以逻辑和数学分析方法演绎出研究结
论；（5）理论注释和建立模型；（6）检验研究命题或某一理论，得出接受、推翻或修改的结论。 实

证会计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实证法具有如下优势：其 一，实证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具

有相似性，注重经验检验，所获取的证据是客观的、可直接或间接观察的事实，因而有助千消除
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主观膀断现象。 其二，实证研究中运用了定最分析方法，能以数量化的

形式，较精确地描述会计现象微妙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可使理论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这符合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三、趋势与启示

七十年代之前，规范会计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界居千绝对统治地位。之后，随着会计研究
中实证性倾向的出现，这一 格局被打破，实证会计理论异军突起，对规范会计理论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由此掀起了一场理论论争。从近一、二十年来理论论争的态势来看，实证会计理论由千

获得了正统经济学所提供的实证性思想观念支持，并得到了广大中青年学者的极力推崇，因而

已跃居主流地位。但这是否意味着，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传统的规范会计理论日渐式微，并最

终将为实证会计理论所替代呢？其实不然。
首先，从方法论上考察，两大会计理论均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哲学思潮从兴起到

体现千具体科学中，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目前，实证会计理论欣欣向荣，但其方法论本身已在科
学哲学领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千历史主义哲学观。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方法论
的主要内容是证伪主义，归属千逻辑主义哲学观。该哲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

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亦称“价值中立“)。 但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观
则对此待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库恩(T • Kuhn)强调指出，理论系统或“范
式 ”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理论系统不仅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
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合并在内。©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
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在真正客观的事实和感性经验基础上（这一

点已为西方很多科学哲学家所承认，只是就其影响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学都是

如此，逞论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要关注作为现象基础的社会因素

和人类心理因素，从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主观价值
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就此而言，应该说，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

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当然，我们无意据此否认实证理论应有的地位，一则，逻辑主义哲学观
和历史主义哲学观各有其适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况且科学哲学界目前也倡

导方法论的多元化；二则，不管实证理论的实证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确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的客观性。 不仅如此，而且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欧肯(W • Euchen) 

看来，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任务，一为不

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为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间题。 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之学，
应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此则意味着，经济学在最终服务千政策制订时，不可避免地须有价值
判断介入。但与此同时，欧肯又指出，经济学家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又须首先摆脱经济政策上的
愿望，致力千完成第一个任务。©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规范性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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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更具科学合理性。再看会计理论的研究，无论是方法论抑或理论准备上，哲学和经济学均是
其基础，科学哲学所受的震荡，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结论，最终必将体现到会计理论研究当中。我
们据此推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

其次，从会计研究的实际情况考察，两大会计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似有一

种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趋势出现。 经过多年来全面深入的理论论争，西方会计学术界对于两

大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趋客观全面。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会计学者开
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两大会计理论。他们认为，就规范会计理论而言，它缺乏严格的事实检验，此

为其弊；然其力图找出较佳的会计规则和较优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这有利千优化
和发展会计实务，并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
是近年来，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有利

千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这无疑使规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和有用性大为提高。就实证
会计理论而言，它奠立千观察和实验而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业经严格的经验验证，而且
由于研究过程中数量模式的引进，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确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当代经济科
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颇有可取之处；而且，它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影响颇大，开辟了研究

新思路，调整了会计研究方向，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在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 一新，大大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但实证会计理论亦有其弊，认为
“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无疑会堵塞会计发展道路，使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

基千以上分析，我们感到，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两大会计理论各有其优缺点，偏废任何一种
均非善策。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消解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成两者实
现一定程度的结合。那么，这种结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它或可理解为是认知过程中各有侧
重的两个阶段先后承继、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事实性、描述性论述向规范性、伦理性见解的过

渡。 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地排除价值判断，侧重于通过实证性或近似
实证性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而后，在此基础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

订为己任，侧重千树立合宜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理性思维构建规范会计理论。 这些规范会计
理论在形成之后，又须在应用中不断接受经验检验，以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规范
方法与实证方法得以综合运用，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
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

在上述相互结合的理想模式中，两大会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废。依此见
解，反观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则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
属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则为鲜见。 这使得整个会计理论大厦缺乏实践经验的基石，理
论与实务脱节。这一现象在会计准则制订之前尤为严重，体现在：从理论的形成过程看，会计理
论经由纯粹逻辑演绎推理而得，并非从实践中来并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从理论的应用看，会

计理论未能有效地规范和指导会计制度的制订，无法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受此

影响，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往往流千假说和推论，缺乏应用价值。 八十年代末，随着会计准
则理论研究的开展，这一现象有所改观，理论的应用价值大为提高，但仍未消除理论形成过程

中缺乏经验验证这一事实，许多基本会计概念，如会计对象、会计目标等均具有很大的抽象性

和主观性，缺乏来自实践经验的直接支持。有鉴千此，为弥补传统会计理论的缺陷，使理论与实
践紧密联系起来，必须打破规范会计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积极推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 尤其

在当前情况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会计研究领域内新的问题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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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尤显迫切。一方面，公司制企业日益增多，资本市场渐趋活跃，会计信息
对 资本市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倍受关注；另一方面，企业自主权不断增加，内部经济利益关系
日趋复杂，企业内缔约各方受经济利益驱动而 对 会计行为施加的影响不容忽视。 这意味着，西
方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两大重要领域－－ 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业已在我国出现，这无疑
昭示着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大有用武之地。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模式，繁荣我国会计理论，不仅有赖
千规范会计理论的充分发展，而且也有赖千实证会计理论的滋生成熟。在当前规范会计理论一

统天下的格局下，发展实证会计理论意义尤为深远。各学术刊物、大专院校应有意识地强化实
证研究方法的宣传与讲授，促使一批理论研究者适时转变思想观念，调整研究方向，促成我国

会计理论研究实现新的突破。各种 会计团体和组织，在科研课题的审批和科研经费的划拨上，
也应向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提供政策性倾斜，以切实扶植起一支新兴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力量，
从而为我国会计理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注：

CD®R. L.瓦茨，J. L •齐默尔曼合著《实证会计理论》（中译本），第 17页、第10页，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江天骥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樊纲著《经济文论》，第79页，三联书店 1995年版。

（作者系厦门大学会计系博士生；单位邮编：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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