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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理论及其在会计和审计方面的研究

代理理论正在经济学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 然而将其应用于会计和审计研究之中则不多

见， 本文试图在这 一 方而做一 此尝试。

一、 概念和假设

（ 一 ）主权人一一 代埋人关系。

当某一 当事人（主权人）聘佣另 一 当事人（代理人）完成某项工作时， 主权人和代理人

关系就成立了。 这个关系要求主权人授与代理人一 定的决策权。 主权人和代理人的权利和责

任由他们共同认可的聘佣合同来确定。 这种代理关系在企业中随处可见， 比较典型的例子

如： 企业的业主或股东（主权人）聘佣总经理（代理人）， 总经理则必须为业主或股东的最

大利益经营公司；企业的总经理作为主权人聘佣部门的经理人员（代理人）作为其代理人管

理企业中的分散经营单位，企业的业主或股东（上权人）聘请审计师（代理人）， 审计由经

理们准备的财务报告。

（二）研究代埋理论的几支假设条件：

止具有自我利益的个体。 主权人对预期的资本收益感兴趣， 而代理人则关心自己的丁

作报酬， 他们均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前者若处理不肾， 后者便会成为前者的消极因素。

2. 有限的、有代价的可观察性。主权人不可能完全且没有代价地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

3. 信息不平衡。 代理人具有关于企业状况和主作业绩的私人信息。 这些私人信息是主

权人必须花费 一 定的代价才能得到的。

4. 不同的风险态民。 主权人是风险中性者， 代理人见风险反感或逃避行。

（三）代理关系协调处理的方案。

在主权人一一代理人关系中， 协调处理的理想方案）L他们之间的利益完全 一致。 然而，

信息不平衡、 代理人的消极态度或行为和风险反感情绪往往会使理想方案不可能达到， 所以

我们的目标只是通过设立一个主权人一一代理人契约来降低代理成本， 从而获得次佳方案。

（四）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下列三项成本之和： （l）激励报颅计划成本， （2）监督代理人行动成

本； （3）剩余损失（即使有激励和监督计划， 代理人的决策仍然可能偏离主权人的最大福

利， 这个剩余的偏离成本叫剩余损失）。

二、 基本的代理模型

代理模型包含不同的变只， 这些变埽有 个牡定时期的不同阶段会影响主权人一一代理

人关系。 这些不同阶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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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代理模型中的代理关系

第 一 阶段 第二阶段 布兰阶段

主权人和代理人选择 一个共代理人决策行动（不同努力主权人和代理人联合观察产出结

同认可的契约和信息系统 程度） 果。 代理人获取报酬（根据阶段 一

制订的契约）

在第 一 阶段， 代理人在自由劳务市场寻找雇主， 而主权人聘佣代理人完成某项工作。 代

理人知道自己所受的教育、 具有的知识和技巧是否能完成某项工作， 但是主权人不能完全评

估这些素质。在第二阶段， 代理人被聘后， 他可以选择任何行动或何种努力程度使他自己的

效用函数达到最大值。 尽管主权人在第二阶段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和努力程度， 但

最终的企业产出可由主权人和代理人共同观察。 该最终产出是代理人的行动、 努力和其他外

界环境变量的函数。

在第 一 阶段， 主权人和代理人必须达成两项协议： （1）选抒某种用来衡盘代理人业绩

的信息系统； （2)选择合适的酬金计划。

在选择某 一 特定的会计系统时， 被强咐的往往是会计估息的价值， 这一观点在不少会计

文献论述中得到肯定和发展。 总之， 本文提仗 一 些关千估息系统选择的结论：

第 一 ， 信息系统被描述为选择酬金计划(I)、 代理人行动(a)和会计信号(11)， 其

中假定： ＠主权人和代理人双方都可以狄得关于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信号（例如从成本会计系

统中获得）， 酬金计划(I)以这种会计信号(n)为基础， 这样将在代理人报酬函数中加进

风险因素， 风险由主权人和代理人共同分担； ＠代理人的期祖最大效用是他的行动与努力

(a)和会计信号的函数。

第二， 对选择信息系统来说， 由于信息系统的选择会影响到主权人一一代理人关系， 所

以进而它也会影响到两者中任何一方的个休决策。 既然如此， 若 一个信息系统能有助于提高

风险分担和激励机制， 那么该信息系统将比另 一估息系统更优。

第三， 在主权人一一代理人环境中， 某 一会计信息系统选择是个体目标的函数， 没有任

何千个单 一 的信息系统能满足所有的目标。 信息系统的选择是以个体的特定目标为基础的。

以上这些结论尤论对会计人员， 还是对会计准则制定部门、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部

［j, 都有亟要意义。 因为这些结论说明了仅仅依赖企业提供的 一套财务报告是难以满足所有

不问类序的报右使用者的＇面要的， 而且， 选择 一个梢确的会计制度（如永续盘存制）较之千

一个租略的会计制度（如定期盘存制）来说， 并不 一 定能提高其使用者的效用。

在第 一 阶段， 际了选择 一个信息系统外， 还须选择 一个酬金计划。 然后， 代理人报酬按

照既定会计系统产生的信号予以支付。 这些可共同观察的信号可按不同的标准来说明。 以下

足其中讷种情况：

1. 只有产出(X) ·11」被观察的模式。

当只有产出(X)可被共同观察时， 代埋人旧报酬只根据酬金计划I (X)来支付， 那么

主权人得到其剩余效用函数X-l(x)。 这样， 代理人将会选择 一种努力行为 “a"' 使他

自己的效用泊数G达到最大， 即：
Ma:'\l; L I (\) JP (x/a) d'\ － I l (｀ i) (I)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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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I(x) J＝代理人某一酬金计划I (X)的效用， P (x/a)＝某一行动a产出

x的概率，h（a) ＝行动a对代理人的不利效用，dx表示在 一 定范围内对企业产出x的积分。

另 一 方面， 主权人将使他的剩余效用函数K达到最大， 即： MaxK [ x - I (x) ] P 

(x/a) dx (2)式

要使主权人的期望效用函数达到最大， 首先必须要求制定一 个理想的代理人的酬金计

划。 制定这样一 个积金计划， 另外 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满足：该酬金计划必须能够提供 一个最

低的期望效用(u)， 以便从劳务市场上吸收代理人， 即要求：
G [ I (x) ] P (x/ a) dx - h (a));, u 

总之， 代理问题的基本数学公式为：

使(2)式最大： Max (2)式，

条件： （1）式和(3)式成立。

(3)式

这些数学公式说明了主权人在选择最佳聘佣契约时面临的问题。 主权人必须选择使他自

己的期望效用最大的聘佣契约， 而这又受到代理人要求自我利益最大和自我效用最大这两个

条件的限制。

当只能观察到产出时， 主权人不能直接从选定的会计信息系统中决定代理人的努力程

度。 这样， 假如出现较低的经营利润， 代理人总会归咎于不利的不可控因素而不是他自己努

力不够。 这种代理人的努力秤度的不可观察性及其对经营结果的不利影响被称之为 “ 道德

问题” 。 一个含有道德问题的酬金计划只能被称为次佳方案。 因为它依赖于对代理人努力程

度不能完全反映的会计信息， 且用风险分担的利益来迫使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不断提高。 为了

减少道德问题的后果， 主权人可选择一个更精确的信息系统(n 2)， 该系统不仅能反映企业

的产出x， 也能反映代理人的努力a。 这就是下而讨论的内容。

2. 企业产出(x)和代理人行动(a)均可观察的模式。

因为在实际情况中， 要取得有关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完整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或者须花费昂

贵的代价， 所以戎们的讨论只能限于会计信息系统反映的有关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不完整的信

息(y)。 因为x和y可被主权人和代理人共同观察，酬金计划就变为l(x、y)即由x和y共

同影响的函数。 用上面所列的公式， 主权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可重新用下式表示：
MaxK [ x- I (x、y) JP(x、y/a、 n2) dxdy 

条件为： G [ I (X、y), a]P(x, y/a, nddxdy-h(a)>u 

其中： m指(2)式中选择的更精确的会计信息系统， u指酬金计划提供的给予代理人

的最低期望效用。
MaxG[I(x, y), a]Pa(x, y/a, n2)dxdy-h(a) 

上述讨论的间题中， 我们必须知道代理人的风险态度。 要使酬金计划I (x, y)达到最

佳， 我们应考虑到代理人对风险反感的这一特点， 这是 一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如果代理人

对风险持中庸态度， 那么任何契约只是受过胪业产出的影响， 此时反映代理人努力程度的

信息将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 能否取得关丁代址人努力程凡的信息为会计在选择会计信息系

统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而且， 有关代理理论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 代理人对待风险的

态度在是否要取得另外信息的决策时起着兀炎的作用。

三、 基本模式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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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本代理模式能帮助我们理解代理理论中的一 些基本问题， 但是基本代理橾式只限

于单一代理人模式、 单 一 期间模式和单 一 目标函数。 为了使代理模式更适合千会计应用， 有

必要将该模式扩展到多个代理人、 多个期间和多个目标的环境中。

（ 一 ）多个代理人模式。

基本模式扩展到包含多个代理人时， 将会出现三个问题。 首先， 代理人之间的不当共谋

将对聘佣契约产生不同的结果。 其次， 协询、计划和监督代理人的行动和努力变得更加重

要。 再次， 因为 一个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会对另 一代理人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基本模式中单 一

行动计划不再适用。 因此， 将店本代理摸式扩展为多个代理人怕形时， 存在许多行为上、 组

织上和经济上的不利因素。

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可将基本模式扩展为在主权人—一代理人模式中加入一 个审计

师， 起监督、 制约作用；可以通过根据代理人之间不同的努力程度和不同的产出水平给予不

同的报酬， 减少多个代理人中的努力 一一激励问题。 另外， 若 一种酬金计划中代理人报酬总

额是多个代理人各自相对业绩的函数， 那么这种带有竞争性的酬金计划就具有理想风险、 激

励和灵活性的特点。

总之，把基本模式扩展到多个代理人环境中， 在一定条件下最佳方案仍可取得。 而且，

衡最代理人行为的最佳方法是着重于一群在不同部门工作的许多代理人业绩， 而不是每个代

理人的业绩。 对管理会计来说， 这些研究的含义在于可能导致财务报告中部门业绩和控制系

统报告的改呛。

（二）多期间杖式，

多个期间代理模式比单一期间模式具有较多优点。 首先， 它允许企业根据连续儿个期间

内所实现的经营成果更精确地揭示代理人的行为， 进而评价代理人的业绩。 其次， 因为环境

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 所以环境影响将比单一期间模式更明

显。 再次， 多个期间模式同会计上持续经营假设相 一致， 因此， 它比单 一 期间模式更能精确

反映会计问题。

（三）多目标桵式。

正如基本模式所示， 单一目标是主权人要使他自己的剩余效用最大。 在单一 目标模式

中， 主权人的目标能否达到只受代理人效用函数最大化和提供效用最低这两个条件的约

束。 为了达成最理想的契约， 将这种主权人效用函数来精确分析主权人面临的各种间题是不

够的。 例如， 主汉人可能还需要考虑、 评价和保证其他不相关的目标， 如社会责任的最大

化、 遵守管制、 代理人专业素质的提高等。 即使在单一 目标情况中， 要达到理想方案， 主权

人也需要满足各种子目标， 如代理成本和附加信息成本最小化等。

四、 代理理论对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的影响

（ 一 ）对会1+ ＂）t'心的影响。

代理理沧为研究一个组织中个体行为提供了 一 个有用的模型。 它对会计研究（尤其是性

理会计研究）的主坐贡献在千提供了 一 个钉用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可以评价某些会计

方法和提出会计问题。 例如， 预算系络、 方异分析系统、 奖励系统、 成本分配系统和转移价

格系统等。

此问归已引起1司内外会计·，肾片的兴胞， 如在何种爷件下l 廿述的各种系缭对千韶决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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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理间题是有价值的？怎样将这些系统产生的信息包含在聘佣契约中以解决代理问题？由

于代理模式强调企业内部 一致性和选择理想方案， 而管理会计方法的研究主要侧重千如何提

高企业内部的效率问题上， 因此， 代理理论为管理会计研究带来了 一 些新思路。 下面介绍在

管理会计方面实证和理论代理关系的研究成果， 并且粗浅地提出我们的 一些看法。

1. 经理人员行为的实证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 一般都基千这样一个观点， 即经理人员的决策要受到经理人员酬金计

划的影响。 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个论断： 即经理人员的决策， 如投资决策、 兼并和收购决

策、 会计方法的选择等， 跟经理人员的酬金计划是相联系的。 但是， 我们发现， 尽管实证研

究能够成功地发现 一 些代理理论的规律性， 但是并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被观察的

实证规律性。 显然， 建立一 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要研究一些特定的实证规律性很有必要。

2. 企业内部监督系统。

管理会计中的许多研究是关千企业内部监督问题， 最近这方面的研究已扩展到监督系统

的理想设计。 实证研究表明当代理人向主权人报告一个较低的经营水平时， 主权人将会更多

的投资于监督系统， 以提高该系统的功能， 而且代理人的酬金更多的取决于监督系统本身所

产生的信号。 反之， 代理人报告 一个较高的经营水平时， 主权人对监督系统的投资将会减

少， 此时代理人的酬金取决千可观察的企业经营成果。 实证研究还反映， 主权人可预先提出

监督政策， 该政策是以观察企业经营成果为条件的。 经营成果越低， 花费在监督代理人行为

方面的成本越高， 监督系统也就更加准确有效。

3. 授权选择监督系统。

我们认为， 主权人所以要委托代理人选择企业经营的报告方法， 是因为代理人具有私人

信息， 这些信心对主权人来说或许是有价值的， 这样授权选择监督系统所花费的成本可能相

对较小。

4.丿这本分配，

管理会计中最常｝ij且扂难以合理化的方法之一 是成本分配。 实证分析表明：在一个多个

期间代理校式中， 将项目生产能力成本跨期地分配给代理人是可行的， 即使这些成本对于代

理人来说是不可控的。 我们认为， 这是因为某 一 时期所能观察的生产能力成本往往包含着未

来生产能力成本的信息， 而这些未来的生产能力成本正是主权人用来决定是否要继续经营的

依据。 因此， 在代理人行为抉择时， 主权人未来投资决策所能依赖的最好信息是过去的生产

能力成本。 主权人希望代理人能根据未来的投资决策来调整他的行动， 出千这样的考虑， 主

权人使会将代理人的酬金计划建立在已实现的生产能力成本基础之上。

（二）叶审计研究的影响。

审计的本质是证实。 在业主一一经理关系中， 要证实的对象是经理的财务报告。 业主希

望用财务报告来评价经理的业绩， 但这种由经理准备的财务报告往往带有 “水份 ” 。 因此，

业主就不得不求助千证实。 解决的方法是业主方佣 一 名审计师来鉴证经理递交的报告， 这种

证实对经理必须真实反映起到监控作用。

代理理论对审计研究的影响预计会产生一 种市计师激励理论。 这些理论可以帮助人们更

好地理解审计师的行为。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1)合理的审计师契约。

(2)审计师的法律可靠性及审汁人员与经押人员共谋行为 0 (3)审计研究的实ii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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