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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会计信息公共产品论在会计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位置，然而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缺

陷，并且也受到了现实的挑战。 会计信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本文以马克思的商品理论作为分析基础，论证了

会计信息本质是一种商品，而现实生活中会计信息之所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公共产品的形态，完

全是受制于现阶段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结果。 随着条件的变更，会计信息必然恢复其商品的本来

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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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
“

，这是近年来会计学术界所持的一种主要的观点（刘峰， 1996 ；陈

建文，2000 等），特别是对于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来说，会计信息确实呈现
“

公共产品
”

的形态（杜

兴强，1997) 。 然而，任何一种物品一旦成为一种公共物品，随之而来的外部性是不可避免的。 对

于会计信息而言，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较大的缺陷，而且，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 例

如，近年来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严重，却无治理之良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千信息提供者的

责任不明，信息需求者、政府有关监管部门无法象对待商品那样运用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如运用

《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其实施有效监督造成的。 我们认为，会计信息就其本

质而言是一种商品，它具有浓厚的经济属性。 所谓的公共产品论，只是在现阶段特殊的社会条件

和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下过高的交易成本造成的。 因此，本文将以马克思的商品理论作为分析基

础，对该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一、会计信息的商品本质

1. 会计信息的产权归属

会计信息要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首先必须是私人品，具有明确的产权归属。 在此，我们首

先要对会计信息的产权进行界定。 一般认为，企业供给的会计信息包括财务报表及附表所包含

的信息、财务状况说明书及其他相关的业务报告所包含的信息。 审计报告可以看作是企业财务

信息质量的
＂

鉴定书
“

，因此也包括在会计信息的范围之内。 因而，会计信息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经

营管理人员（也包括会计人员）对企业发生的经济交易或事项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确认、计量、分

类整理和记录，运用文字、数据或其组合并以一定的形式（如帐、证、表）表达出来以供人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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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 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以取信于相关利益集团，企业还需付费聘请独立的注册会计
师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由此可见，不仅会计信息生成的基础是企业所发生的经济交易和事
项，而且，企业也为信息的生成付出了劳动和相应的成本，因此，会计信息无疑是企业的一项经济

资源（陈冬华，2000)。 所以，我们认为会计信息是属于企业法人实体所有的。。
2. 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
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意即物品成为一种商品的首要条件是它必须具有使用
价值。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具有价值，因而不会是
商品。 会计信息也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它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使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作出关于资源使用的合理决策，从而使自己资源的使用能为自己带来价值增值的极大化。 不同

的商品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同种商品可能具有多种使用价值，就会计信息这种特殊商品而言，它

的使用价值也是多种多样的。 具体而言，财务报表对于投资人的决策和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运
转、债权人选择贷款对象，供应商了解协作单位货款能否收回，了解企业的供货质量、价格、按期
交货的能力、售后服务质量及持续供货能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政府部门利用会计信息了
解企业参与市场资源配置、履行社会职责方面的情况，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企业员工在选择企
业应聘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会计信息。 以上简要分析表明，尽管不同的信息用户对会计信

息的具体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是，都证明了会计信息是具有使用价值的。
3. 会计信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
一切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因此，任何物品要成为商品必须具有价值。 具体

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作为商品的任何物品首先必须是劳动
产品，一切商品中都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会计信息的生产无疑耗费了人类劳动，这种劳动
主要是一种智能型的劳动，不仅包括企业内部会计人员对经济活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所花费的劳动，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报告进行审计签发的审计意见也是会计信息生产劳动
的体现。 当然，即使会计信息的生成耗费和凝结了人类劳动，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会计信息都是
一种商品。 会计信息要想成为商品，还必须是为交换而生产的。

简要回顾会计的发展史，在两权分离以前，企业的经营者和资源的提供者是合一的，那时没
有进行会计信息交换的必要。 随着两权分离的发生，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也相应分离（薛

云奎，1999)，使得会计信息的交换成为一种必要，同时也是一种必然。 此时企业法人经营资源所

有者提供资源，以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则想获得资源投资回报的最大
化，企业法人只有通过向外部的资源提供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以及人力资本的提供者等等）
提供有关企业经营状况和成果的信息以取信于他们，才能换取他们对企业的投入。 而企业也只
有获得外部资源的投入，才能生存、发展，从而不断地创造价值，最终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由此

可见，在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提供的背后，双方都有着深刻的经济动因。 这说明会计信息确实是为

交换而生产的。

马克思还认为，商品二因素的对立性表现在： 一切商品对于购买者才具有使用价值，对于生

产者而言，他必须让渡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相互排斥的。 只有生产出来的商品能

够交换出去，生产者实现了价值，购买者得到了使用价值，商品的内在矛盾才能得到解决。 解读

商品二因素的矛盾，我们认识到，对会计信息而言，会计信息的生产者让渡其使用价值（即外部资

源提供者利用会计信息作出资源供给的决策），从表面上看，换入了资源的流入，但实质上换入的
是某一特定会计信息使用者或资源所有者所拥有的资源的使用资格，这便是会计信息交换价值
的表现，资源使用资格的使用价值就表现在企业能够利用这种资源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值
（相比次优的资源使用资格而言）。 因此，会计信息无疑实现了其交换价值。 当然，会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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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信息的生产并不单纯是为了外部的交换，其重要目的之

一是为企业内部的资源管理和财富分配提供决策依据，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这些信息主

要包括管理会计信息，由于这部分信息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对外报告，无法实现其交换价

值，因此它不能成为商品。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会计信息产品作为商品有着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征：即信息产品是

不灭的，所有原始数据、中间信息和最后的报告可以在加工过程中共存；可以不断地进行合计与

再分解或分类与再分类；可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在不同媒体上再现；可以与外部的不同用户进行

多次交换，交换次数越多，其实现的价值越大，但生产者仍保留着对会计信息的所有权和终极使

用权，即信息生产者在让渡了其信息产品的使用价值，获得了相应的交换价值后，仍拥有会计信

息的使用价值，这似乎与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的矛盾性理论是相冲突的。 其实，这是由会计信息

商品价值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

类劳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而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在商品交换中，应按商品价值

量的大小进行交换。 但是，凝结在会计信息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一信息的生产成本和费用

大部分是沉没成本，而且是固定成本，而会计信息具有可复制性的特点，且复制成本很小，它只占

会计信息生产成本的极小部分，会计信息的可复制特点决定了生产者可同时与多个用户进行价

值交换，而仍拥有其使用价值。 并且，生产者也只有同时与多个用户进行交换，才能真正实现其

内在价值，且交换次数越多，其实现的价值越大。 这如同有线电视这一特殊商品一样，收视用户

越多，其实现的交换价值就越大，但电视台仍拥有终极版权，但这并不影响有线电视作为一种商

品所固有的属性。 因此，会计信息的每一次让渡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其内在价值，生产者也只有部

分地让渡了其使用价值。 只有当生产者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所有的潜在利益相关者）进行

了信息交换后，会计信息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了实现。 同时，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由于会计信

息具有共享性，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就表现为一个
“

面
”

或
“

点集
“

，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商品交

换，生产者可能只让渡这个
“

面
”

或
“

点集
“

中的一个点，或者其中的一个
“

子集
＂

。 相应地，使用者

也就只能得到这个
“

点
”

或者
”

子集
＂

的使用价值；使用者依据自己所得的使用价值
“

点集
＂

的份额，

而付出相应的使用价值所承担的价值量（张远，1992)。 可见，会计信息作为商品有其特殊之处，

但是，这种特殊之处并不表现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不具备对立性和排他性这一方面，只是表现在对

立性和排他性的表现形态上。 这样就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所定义的作为商品应是使用价值与价值

的矛盾统一体上。

其次，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用千交换时，其交换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凝结在其上的人类

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决定的，用户购买会计产品也不是以占有会计产品的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

是通过会计信息为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 显然在这里，企业提供会计信息本身不是目的，其直接

动机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权，并尽可能战胜对手而不断地发展壮大。 如果把企

业看作是推向激烈竞争市场的一件结构复杂、体积庞大、价值巨大的产品，那么会计信息就象是

介绍这个产品的一份精细的说明书，虽然制作这个说明书花费了一定的劳动，是劳动产品，是企

业这个整体产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出售说明书不是生产者的直接动机，它的真正动机是借此推

销主要产品——企业的使用价值，并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可见，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商

品的价值实现，是通过解释、说明、推销企业的使用价值来实现的，会计信息越能真实、公允地反

映企业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现金流量，越能得到信息用户的认可，其实现的交换价值就越大。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会计信息和一般的商品不同，一般商品只要买者消费了它的使用价

值，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价值支付。 而会计信息则不同，在信息的使用者阅读信息及消费了它的使

用价值之后，既有可能提供经济资源的使用权，也有可能不提供，即会计信息的交换行为有可能

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所以，会计信息不一定是商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从信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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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特殊性中寻找答案。如果消费者必须尝试一种产品才能对它作出评价，经济学家就把它称

为
“

经验产品”。几乎所有的新产品都是经验产品，但是，信息在每次被消费的时候都是经验产品

（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2000)。会计信息就是这种特殊的经验产品，会计信息反映了特

定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特定信息的“购买者“只有在了解企业的具体经营情况和风险

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提供资源的使用权；即使资源的所有者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即信息的内容）不

满意，最后决定不投资，交换行为没有发生，也不能否定会计信息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的本质，

也不能否认会计信息具有商品的一般性特征，因为交换行为没有发生只是对于特定的提供者和

使用者而言的，你能肯定你一到商店里看到的第一件衣服就一定会购买么？回答是否定的。会

计信息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会计信息在每次被消费的时候都是经验产品，任何一种商品都有

自己的个性，试图以这种特殊性来否定会计信息的商品本质是站不住脚的。

二、会计信息公共产品论：为降低交易费用的无奈选择

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使理论上的分析确实能够得出会计信息是一种商品的结论，但是，在现

实的经济生活中，会计信息有时确实呈现出公共产品的形态。例如，杜兴强(1998)认为：”在公开

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交易使得股东经常处于变动的状态，以至很难辨明公司的股东

是哪些人，最终形成所谓的 ｀ 委托者 ＇ 虚位。在此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即

所谓的潜在的投资者），因而他们也都有权获得公司的会计信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会计信

息已经由 ｀ 私益产品 ＇演变为 ｀ 公共产品'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错，但是，

这种观点的成立不能脱离现阶段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我们应当用系统的

观点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从而发掘间题的本质。其实，在会计产生发展的早期阶段，所有者

与经营者”

两位一体”的组织形态中，信息的提供者与使用者也是合一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

存在会计信息交换的，会计信息没有成为一种商品。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步分离，由于外部

资源所有者的数量非常有限，只要通过企业的管理者和外部有限的资源所有者之间订立契约，便

可解决会计信息商品交换的有关问题，满足他们信息的个性化需求，并且交易成本也是可接受

的。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近乎完全分离，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

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已经变得很多，甚至无法一一辨认时，此时如果再通过会计信息的

交换双方订立契约的形式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个性化的需求，这样做不仅不现实（存在巨额的

交易成本），而且也不可能（在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传统意义上的委托者－—－股东

具有极大的流动性，绝大多数已不可辨认！），因此，为了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以法规、

制度、准则的形式来规定公司应当公开提供会计信息，并且这种会计信息也只能是满足会飞官息

使用者共同需求的通用信息，便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法规、制度、准则在这里其实扮演了一种

公共契约的角色，强制性地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通用信息是为了避免巨额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可

以看出，如果不考虑巨额的交易费用，或假定交易费用为零，此时信息的用户与送户之间便可以

进行有关信息交易的自由协商，则一对一的会计信息交换关系是可以成立的，会计信息也必然以

商品形式呈现。即使法规、制度、准则不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难道公司就不愿意披

露会计信息了么？从会计信息提供背后隐藏的巨大经济利益来看，从会计信息作为企业这个商

品的说明书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回答是否定的。因此，我们只能说，会计信息在表面上呈现为一

种公共产品只是现阶段特殊的条件所决定的，只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的现实选择的结果而不是

原因。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观点仅仅是针对上市公司而言的，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会计信息的

需求方是较易辨明的，一般是少数债权人和股东，生产者只与这些少数债权人和股东进行信息交

换，其他人不能也无权得到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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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信息商品化：未来经济社会的必然选择

1. 会计信息作为公共产品的缺陷

现阶段，会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公共品的属性，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当前，我国会

计信息质量较差就与此有关。 一般认为，会计信息的供给和需求是制约会计信息质量的两个主

要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一般商品的供给者从商品的供给中可以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其

有创造需求和引导需求的主动性。 而会计信息的公共品特性决定了供给方不能从信息的供给中

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甚至不能补偿信息的生成和披露的成本，所以信息供给缺乏创造需求，引

导需求的主动性，甚至于有可能为了降低成本，会尽可能地少披露会计信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一般只求达到要求的最低披露标准），从而造成信息供给不足，无法充分满足用户的需要。 再加

上，作为公共产品的会计信息，必然只能是为满足用户基本需求的通用信息，在会计处理方法、会

计政策，以及披露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的选择上都留有较大的
“

弹性
”

，从而信息生产者很有可能会

保留而不愿披露反映企业重大经营风险的会计信息，相反，一旦给信息用户造成损失，却又无法

追究提供者的责任。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会计信息作为一种公共品的特性使得会计信息使用者

无法对信息质量加强监督，不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因为，任何信息需求者的监督行为如果

导致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由此带来的利益，所有信息用户都可以免费享受得到，但付出的监

督成本却只有发生经济监督行为的用户承担，如果大家都意识到信息用户的
＂

搭便车
“

行为带来

的
“

好处
“

，那么必然无人愿意主动实施监督行为。

2. 会计信息商品化的必然性

尽管，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会计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出某种公共品的形态是降低交易成

本无奈选择的结果，但是，现实生活中仍不乏会计信息商品化的证据。 对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企

业来说，银行贷款依然是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当企业采用银行贷款来融资时，企业的债权

人一般是特定的少数，企业为取得银行贷款，在契约签订前，一般都要按照银行要求提供特定的

会计信息，而且，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也必须按照银行的需要定期提供会计信息。 这种会计

信息交换行为不仅为会计信息的商品属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也说明会计信息的商品化已

在较大范围内客观存在。 现阶段制约会计信息成为商品的主要因素有：（1）会计信息的生产仍然

无法脱离手工操作，使得信息的生成成本很大，而且会计信息的生成成本被归入到企业管理费用

之中，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成本核算对象，这使得会计产品正常的价值确定失去最重要的成本依

据。(2)会计信息的传递手段和形式落后使得信息的传递成本很高。(3)对千上市公司而言，会

计信息的外部使用人不仅数量多，而且难以辨认，这使得信息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对一的协商

成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4)传统媒体的有限信息容量和固定的界面形式使得会计信息用户的

个性化需求根本难以满足，更重要的是不能实现特殊会计信息的排他性和保密性。 因此，一旦这

些制约条件得到解除，会计信息必然完全恢复其作为商品的本来面目。 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使得会计信息的生产有可能实现非手工化，较为复杂的会计方法和多种计量属性的同时使用成

为可能，企业可以低廉地将各种经济交易的
“

原始数据
“

定制成符合特定顾客需求的信息产品，通

过建立个性化服务系统，在企业数据库与用户终端之间架起直接沟能的桥梁，真正实现klCPA

所谓的
“

以用户为导向
＂

的目标。 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会计信息的传递主要通过信息容量

大、界面灵活、信息披露形式丰富的网络媒体来实现，这不仅使信息的传递成本低，速度快，而且

有助于会计信息交换双方就具体的会计信息需求达成协议，从而顺利实现会计信息商品的交易。

在这样的条件下，会计信息将真正成为企业这个
“

商品
”

的精致的
”

说明书
“

，这份说明书的价值就

体现在能恰当地说明和反映企业这个商品的内在价值，能帮助用户理解和接受这个商品，并最终

促成双方交易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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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自从两权分离使得会计信息的交换成为必然之后，会计信息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用千交换

的商品，但是，却以 一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存在并表现出来。 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组织形

式的变更，为降低交易成本，会计信息的交换无法直接采用商品交换的形式，因此，会计信息在这

样特定的背景下、 一定的范围内不得不呈现出
“

公共物品
”

的形态，但这并不能掩盖会计信息作为

商品的本质。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更，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会计信息生

成和报告过程中的广泛运用，为实现会计信息一对一的交换创造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到那时，会

计信息必然完全恢复其商品的本来面目。 会计信息商品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过程也应验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注释：

O关于企业的所有权理论有两种论述，一种是所有权理论，另外一种是主体理论。 根据所有权理论，企业不论在

持续经营中或歇业清算时，其净资产的所有权和其他权益均应归属于 所有者；而按照主体理论，企业在持续经

营中，其净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的权力应归属于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和会计主体本身，否则，企业

就不能成为法人，实行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会计信息是企业生产的，如果按照前一种理论，会计信息的产权

所有者应该属千企业的股东；但是按照第二种理论，会计信息的产权所有者是属于企业这个法人实体。 为了

阐述问题的方便，本文认为，会计信息的产权所有者是属于企业这个法人实体。 本文假定会计信息具备较好

的信息质量，主要是指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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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dity Attribut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JING Yao-ming, WANG Qing-fang 
(School of Account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xi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argument that accounting informnation is public goods are holding an im

portant position in accounting academia However, this argument not only has as theoretical 

defects, it is also challenged by the reality. What is the essenc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With Max's commodity theory as the analytic bas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rgumentation 

that accounting informating is commodity in essence. Nevertheless, limitted by the special so

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level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nowadays, accounting informa

tion appears in our economic life as public goods to an extent. With the conversion of condi

tions, the commodity attribut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will be renewed. 

Key words: accounting information;commodity; public goods;· transaction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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