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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对象的统一性

·张 鸣 －－－

一、 关于管理会计对象的有关论述

关于会计对象， 学术界议论已久， 虽然对其特点和认识的多种表述各有侧重， 但通过广
泛的讨论， 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价值）运动作为会计对象， 已得到我国会计界人士
比较一 致的公认。 既然承认管理会门和财务会计都是会计分支， 两者同属会计学范畴， 那么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必然应有共同的会计对象—一资金运动， 两者的共同基础和本质联系也
应在这归属点上得到充分统一 。 但学术界关于会计对象的讨论， 往往偏重于财务会计， 这种
现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在科学推理上， 理论只有面对现实， 并得到现实的支持， 才能具有说服力。 把资金运动
解释为会计对象， 有它符合事实的一面， 但仅此尚不能揭示会计对象的全貌。 因为以往在论

述会计对象时， 既没有对资金运动的各种特殊性加以深入研究， 也没有把管理会计包括在会
计对象的内涵之中， 这不能不讲是一大遗憾。 另外， 以往单纯的资金运动的表述虽然已抽象
出会计对象的 一 般化， 但它具有一定的静止性， 资金到底是如何运动的， 并没能真正地揭示
出来。 因为作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不可能是资金运动的某些具体形态， 而只能是资金运动
的整体。

要论述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具有本质联系， 并能协悯 一 致地整体发展， 那两者会计对象
的 一 致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财务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已得到公认， 那么管理会计的
对象又是什么呢？现已有一 些初步的观点， 就我手中的资料所及， 对管理会计的对象有这样
几种不同的论述：

1、 “现金流动...…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
2、 “价值差星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 。
3、 “管理会计研究的对象是企业资金的流量” 。
4、 “管理会计的对象可归纳为： 企业资金的运动方向、 数最与时间对经济效益关系的

分析研究和控制 ” 。
5、 “管理会计的对象是以财务会计的对象为基础的资金总运动 ” 。

笔者对上述几种观点均有不敢苟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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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一种观点并未能反映出忤理会计作用对象的全貌， 因为 “ 现金流动 ” 只是资金运动整
体中的 一部分， 企业资金运动涉及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全部领域， 跨度很大 ， 实质上并非全
部是现金流动。 现金流动只是为了在不同时点上比较 ， 为了在狭义的资金、 成本和利涧之间
川统一 的尺度进行折算和衡橇而采用的特殊方式。 我们不能用这种主观的形式来代替资金运

动整体本身的客观运动形式。
第二种观点， 如果我们假定承认 “价值差蜇” 是管理会计的对象， 那么计提的固定资产

折旧、 收入与成本配比所行的利润无疑是价值差哥， 而这两项内容却是公认的财务会计的内
容（尽忤本文并不认为有明确划分财务会计对象和管理会计对象的必要）。 还有在 “材料” 、
“现金” 、 “产成品 ” 等帐户中材料的发出、 现金的支付、产成品的销售， 哪 一不涉及价值

差卧呢？如果说 “ 价值差琵” 是会计对象， 那只能是财务会计和管狸会计的共同对象。 然而
笔者的观点是 ， 会计对象不能从星的方面去寻找。

村说第三种观点。 从资金运动整体来看， 整个资金的运动表现为流唱和右鴃两种现象。
如果说符则会计的对象是资令们流釐， 那么请问， 最佳定货措、 最佳生产批量等是不是流
卅？同答是否定的。 因此， 把管理会计对象狭义地定义为资金流彗是不能解释的。 再者， 管
理会计如果是与财务会计并列的分支， 其对象是资金流鼠的话， 那么财务会计对象可否认为
是资金的存掀呢？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事实上无论资金的流械和存抵， 它们都是管理会计
和财务会计共同的作用对象。

至于第四种观点， 则更不能成立， 因为其在表述上就很成问题。 会计的对象无论是什
么， 必定是客观外在的东西， 而第四种观点却把 “分析研究和控制 ” 这种主观的行为作为会
计对象的定义。 这种主客倒置的定义本身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第五种观点（孙宝厚＜＜管理会计对象管见＞）， «会计研究» 1987年第3期， 以下简称孙
文）笔者以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孙文在论述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整体时， 引入了运动的时
空概念， 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可喜的开拓。 然而作者最后又将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整体割裂开
来， 认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对象分别是资金运动整体的不同部分， 这样就又落入了习惯
性的思维方式之中。 本文想就此作进一 步探讨， 来论证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在会计灯象上的
统一，性。

二、 关于会计对象的统一性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本质属性， 现代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把研究对象挫于运动
着的系统中来加以观察和分析， 对资金运动的考察亦应在此入手。 资金运动时、 空观中的时
间当然是指资金作为会计对象的过去已发生、 现在正在进行和将来预计实现的资金运动序
列， 这过去一一现在一一将来便形成了不断运动的资金流。 资金运动的空间概念， 同样具有
空间长 ， 宽、 高三维的基本属性。 资金运动的 “ 长” 是指其运动阶段， 作为 一 种周转性的价
值， 资金具有货币资金—一生产资金一一成品资金兰个基本阶段。 “宽” 是指资金运动的领
域， 作为一 种多层次的范围， 资金可分为企业一 级资金—一车间 一 级资金一一班组一 级资金
三种资金层次。 作为 一 种垫支性的价值 ， 资金运动可从零－—－无穷大的金额。 所以， 资金运
动在时间 一 维性的统驭之下， 通过空间三维性的纵横交错， 构成为资金运动的整体系统， 并
形成了包括 一 切会计管理对象在内的会计对象整体， 有如下列立体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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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维坐标中任何一 点M(V、G、E)的运动轨迹的集合都可以形成一个（曲）面E=F
(V, G.）。当然对于资金莲动的时空（曲）面，我们可以给出其存在的 一个条件， 即; E 
=F(V•G)>O。因为 ， 当资金金额 �o 时，便元所谓资金运动了。

因为资金运动三维空间内的各种形式都可能并存在一个时间概念上， 所以从时间意义上
来看应当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三个立体图，构成了资金运动的整体。

“孙文” 在论述会计对象时的一大不足 ， 便是把空间也看成是一维的，并将其与时间并
存在一个平面坐标中：

空间

班组

车间

企业

\
 

m___ I I 时间

过去 现在将来

孙文认为: “因此构成的网络结构称为
资金运动系统 ” ，并称 “会计不同分支的对
象， 不过是这一网络结构中的不同网结 ” 。
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三维空间的 一 种残缺性
的理解。因为在时间的 一维性上，它始终与
空间中的任何一维相交错，而不仅仅与资金
的企业一一车间一一班组的资金运动中的某
一层次相交错。如果我们让时间与空间的三
维共同交错 ， 或让空间三维自行交错，那不
是可以产生出更多的网结，而形成更多的会
计对象吗？显然这样米推论会计对象是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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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我们所讨论的不是会计具体业务的对象，而是会计整体的对象， 它不可能是一个或儿个

网结，更不能由财务会计管理儿个网结，由管理会计负责另外几个网结。所以，会计对象（包括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只能是由资金时空概念所组成的资金运动的整体。这个整体的详细表述

便是： 企业各个层次的 一定数量资金的各个阶段所体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资令运动整体。

“孙文” 进一 步认为： “财务会计的对象一企业一级过去的资金运动…．．．仵理会计的

对象
－

�企业一 级现在和将来及所属各级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资金运动” 。 这便使我们产生
了这样的疑虑： 为什么财务会计不能涉及现在和将来的资金运动呢？为什么管理会计不能涉
及企业一 级的过去的资金运动呢？ “孙文” 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会计要反映和监督资金运

动， “因为只有过去的才能反映， 也只有对现在的才能予以实时的监督 ” 。 其实不难看出，

这是一 种会计职能分离的观点在会计对象认识上的反映。 据此推论：财务会计只有反映职

能， 所以其对象只能是过去的资金运动，而管理会计有监督（控制）职能， 所以它的对象是

现在和将来的资金运动。 在这里我们暂不论会计职能分离的不科学性， 而要澄清的是： 就是

承认会计职能的分离也不可能推论出会计对象会分离， 因为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职能， 而不

是相反。 同时， 时间作为连续不断的历史长河， 现在只是短暂， 过去和将来才是永恒， 空间

更是一个多维交错的立体结构，复杂而多变。 在环境的影响下，这种时空间的交错是多变的和

不规则的。 我们可能很难去确认什么 “ 企业一级的过去” 和 “ 车间 一 级的现在” 等等， 并且

在会计对象的研究中也无此必要。 因为， 会计反映职能和监督职能是对资金运动这个会计对

象的整体而言的， 不可能把会计对象和会计职能进行双重分割， 并形成对应关系。 财务会计

的职能不只限千过去的资金运动， 而管理会计的职能同样也不仅于现在和将来的资金运动。

时空概念不可能使会计对象和会计职能产生分离， 并以此划分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各自的

会计对象。 因为， 资金运动在时间上是继期的， 在空间是多维并存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那样： “资金的每一 部分都不断依次由 一个阶段过渡到另 一个阶段， 由 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

另 一 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 一 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 ((（马恩全集））第24卷，

第121页）。 另外， “从继续经营的角度看， 在任何一 时点价值运动都可按过去、 现在和将

米加以时间区分或推进， 对过去价值运动的总结反映可用于控制现在的价值运动， 姚而预测

未来的价值运动， 依次循环， 周而复始＂ （林志军＜＜会计对象增议＞）， ＜＜财会探索＞＞1985年

第6期）。 所以作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整体， 其时间上的继期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 既是

保证资金周转的重要条件， 也是会计对象整体性的理论依据。 而三式簿记理论的提出， 使会

计对象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时间序列上的整体得以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三式簿记理论的意

义， 可能已远远超出其记帐方法的范围， 它预示了 一 种会计对象整体发展的必然性。

可见， 管理会计作为会计整体的 一个组成部分， 它并没有什么新的会计对象， 它的对象

也只能是资金运动。 但这种资金运动的意义已不可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运动相提并论。 它是

指带有时空观念在内的资金运动的整体， 体现了包括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在内的会计整体的

对象， 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某一领域、阶段或时点的资金运动。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在会计对

象上体现的统一性， 反映了它们两者本质联系的 一个重要方面， 并揭示了会计系统的不可分

离性及其整体发展的必然性。

三、 关于会计对象研究的侧重点

虽然资金运动整体是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共同对象，但应该认识到，在目前会计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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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尚不完善、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关系还不十分协调的情况下，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在
对象的研究中 ， 必然会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会计学科研究的各个侧重
面。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儿方面：

首先 ， 财务会计对资金运动整体研究更偏向于对以往资金运动的分析、 考核和报告及对
现实资金运动的记录、反映和控制，虽然财务会计对未来资金运动的预测同样是可能的和必不
可少的，但应该承认这不是其主要任务。 而管理会计则不同 ， 在对会计对象一资金整体的研
究中，它比较注重资金运动整体中趋向于未来的意向，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更加广泛的领域，
正如余绪缨教授所指出的： “管理会计解析过去并非对财务会计的简单重复 ， 而是把它延伸到
更广、 更深的领域 ， 使之在管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4期）。

其次 ， 管理会计在会计对象即资金运动整体的研究中 ， 比较注重资金运动整体中各种资
金屈的概念 ， 无论是一个特定会计主体中资金的总擞， 还是具体各个部门或各个环节上各种
形态的资金屈， 均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点， 并试图寻找出最合理和经济效益最佳的资金量。
而财务会计 一 般是在既定的资金撬的条件下 ， 实施其反映和监督的基本职能。 财务会计的目
的， 往往是提高 一定资金占用侬下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加快其周转速度 ， 以求得资金占用量的
相对节约。 而管理会计的目的是要去寻找 一 种期望的和适合的资金占

、

用总蜇在不同阶段的合
理组合 ， 以及在企业各个环节和部门间资金屈的合理分布。

再次， 管理会计对千资金运动整体的研究， 并不象财务会计那样十分强调其连续性和不
间断性。 尽管资金运动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各个时期、 各个阶段和各个层次均可作为管理会
计的对象 ， 但管理会计根据自身发挥职能的特性和要求 ， 可以把过去、 现在或将来的特定时
期的资金运动单独地揭示出来 ， 作为会计管理和决策的资料来游和依据， 使管理会计的资金
运动既可以是一个完整、 连续的资金运动整体 ， 也可以是资金运动中的某 一部分， 并形成一
种板块型结合的结构。 如管理会计中的销售决策， 便是把过去 一定时期的会计和业务资料作
为依据，在长期投资决策时， 要根据现行的会计和业务资料， 更要充分考虑未来一 定时期内
可能的现金流入晨等来计算出投资回收额、回收期及合理的更新期等等。 相比较之下 ， 财务会
计对于资金运动整体的研究，则更强调资金运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这是因为财务会计具有十
分系统完整的帐户处理体系 ， 每 一部分资金运动的变动，都会引起整个企业资金运动整体结构
和经营成果的变化，具有牵 一 发而动全身的功效。所以，作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整体 ， 在具体
研究和应用过程中， 往往会表现出会计各个研究领域所研究重点的不同和研究手段的差异 。

综上所述 ， 无论是财务会计还是管理会计， 虽然他们在会计管理的理论和实务的研究中
各有其特点， 但它们都通过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作用千企业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资金运
动 ， 并受到这种整体资金运动的制约 ， 同时 ， 这种会计对象—一资金运动整体是不可能被割
裂、 被划分为由某一 种会计研究领域米负责某一 阶段或某一 部分的资金运动管理的 ， 充其蜇
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这就决定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是密不可分的。 在当今社会中 ， 无论
是财务会计还是管理会计 ， 都不可能有其 一而没有其二 ， 因为， 若是那样便会大大削弱和影
响会计的管理功能。 没有财务会计的管理会计， 便会没有充分、 完整的数据资料 ， 使管理会
计成为元本之木、 空中楼阁 ， 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同样， 没有管理会计的财务会计，

只能停留在传统会计数据的汇总和处理上 ， 而不能很好地发挥会计趋向未来决策的功能。 而
要使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整体上有效发挥会计符理功能， 即充分认识会计对象的统一 性 ， 认识
会计整体内的本质联系可能是最为义捷的 一步。

一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