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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信息技术下财务报告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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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有了相应的提高, 但同时也引发了会计信息相关

性与多样性、原始化以及可靠性与安全性等若干方面的矛盾。对于信息技术给会计所带来的影响, 应该辩证地加以

看待, 尽可能发挥信息技术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所起的促进作用, 从而推动会计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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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高科技浪潮席卷全球, 人类迈

入了全球信息化的知识经济社会。信息技术产品、网络技

术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繁荣的主导力量, 并将逐步

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崭新的经济环境。

正如著名会计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说的, “会计的发

展是反应性的”。会计是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 并随着会

计环境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受到经济信息化的影响, 会计

作为经济的反映, 也必然从各个层面发生深刻的变化。特

别是财务报告的方式和内容有了更大的拓展, 以网上发布

代替了报刊发布, 其形式也更为多样化。财务报告的内容

也更重视相关性、可靠性等质量要求, 能够更好地为不同

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服务。

二、信息技术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财务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向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

息。FASB 指出, 信息是否有用主要取决于“相关性”和“可

靠性”两个质量要求, 如果完全不具备这两个质量中的任

何一个, 那样的信息将是无用的。在信息技术环境下, 财务

报告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 一) 信息技术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
1. 报告内容多样化

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 使得企业增加财务

报告披露内容的边际成本以及财务报告使用者获取和分

析利用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财务报告模式披露的信息将

逐步向定性化、前瞻性、非财务化扩展。例如: 增加对衍生

金融工具的揭示, 充分披露它的价值变动、风险与报酬的

转移、潜在风险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拓展公司治理状

况、高管人员介绍及其薪酬、担保诉讼事项、募集资金及其

投资情况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等等。

2. 报告内容原始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相同、单一、通用、格式化的报

告信息已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全方位反映企

业生产经营过程和事项的即时信息将是发展趋势, 即企业

将反映各项交易的原始信息及时完整地储存到计算机中,

由信息的使用者根据需要, 对信息进行必要的归集、整理

和分析, 把原始信息转化为决策有用信息, 实现会计信息

使用者主动筛选会计信息的根本性转变, 最终解决用户信

息需求的差异问题。

3. 报告传递时效性

企业经营风险日益加剧, 不论是从企业控制经营风险

的角度, 还是从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角度, 都要求尽可

能地缩短报告周期, 将尽可能新的信息呈报出来, 以便迅

速控制风险。运用财务软件的自动生成功能, 不仅节省了

大量的人力, 还缩短了账务处理时间。实时报告的应用, 又

使财务报告不再受到时间和周期的约束, 不同时期的财务

报告可以随机快速产生, 使会计信息的传递更加快捷。

( 二) 信息技术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
1. 降低人工错误

过去人工做账, 由于账务繁多, 登账、转账、核算等复

杂手续, 容易产生误差或错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速

发展普及, 使传统的账簿系统彻底被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

所代替, 日常核算工作大大简化, 节省了大量记账、登账、

对账等工作时间, 大大降低了误差, 提高了准确度, 提高了

会计信息的质量。

2. 加强内部控制

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 大大简化了日常核算工作, 从

而使会计人员可以从烦琐的登账、转账、核算等过程中解

脱出来, 转而更多地关注原始数据审核、交易过程控制以

及财务数据分析等方面, 加强了企业内部控制环节, 使进

入会计信息系统的数据更具真实性, 防止虚增利润, 从而

显著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3. 减少虚假信息

在因特网技术的支持下, 网络会计系统能够更好地实

现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者参与和使用会计信息的功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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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原始凭证业务直接由系统内部产生或外部提供, 从来

源上杜绝了只选择对企业有用的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可

能, 从而更有效地满足了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要求。

4. 防止信息失真

以前, 会计数据从最初的录入到报告输出, 需要经历

长时间的加工、处理过程。因此, 会计信息的时效性会大打

折扣, 会计信息使用者无法及时查阅进而作出投资决策。

信息技术的发展, 会计信息处理速度的提高以及财务报告

网络化, 使得信息使用者不必担心因为时间过长而导致的

数据陈旧和会计信息失真。

三、信息技术下财务报告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虽然信息技术从可靠性和相关性两方面极大地提高

了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 但其同时也凸现出来若干弊病,

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视线, 因而需要引

起我们的关注。

( 一) 信息相关性与多样性的矛盾
网络为会计领域提供了更为灵活丰富的信息空间, 同

时, 随着信息使用者对于会计信息多样化的要求, 财务报

告披露的信息将逐步向定性化信息、前瞻性信息、非财务

信息方向扩展。但反过来看, 网络平台提供的多角度多方

位的会计信息可能使本来就缺乏会计知识的投资者更加

陷入无法甄别的境地, 不知哪一种信息对自己有用, 与投

资决策更相关。因此,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对信息技术提

出了挑战, 即系统应能帮助信息使用者从众多的会计信息

中找出与自己最相关的信息, 而不是将尽可能多的资料堆

砌在一起呈现给使用者。

( 二) 信息相关性与原始化的矛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企业对进入会计系统的原始数

据只进行初步归类, 用户可根据不同需求, 从数据库中调

取原始数据进行即时的适应具体需要的组合、报告, 也即

将信息的处理环节转嫁给了信息使用者。这种由会计信息

原始化所带来的与相关性之间的矛盾, 类似于多样性与相

关性之间的矛盾, 弱化了信息使用者进行快速、高效投资

决策的能力。最后, 会计信息使用者只能被若干原始信息

所淹没, 无法鉴别自身所需的决策有用信息; 或者会计信

息使用者会基于成本效益原则, 最终放弃对于原始化的会

计信息的加工、处理、筛选、甄别。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违背

了财务报告对于使用者的决策有用性这一初衷。

( 三) 信息过载与使用者素质的矛盾
会计信息过载一方面来源于会计信息多样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也来源于所披露信息的原始化倾向。信息技术带

来了企业财务报告信息量的激增,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扰

乱了信息使用者的视线, 产生了信息过载与使用者素质的

矛盾问题。目前财务报告所载信息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使用

者的阅读能力范围。目前, 大多数的投资者仅仅是围绕着

市盈率、净利润等数据打转, 对于大量的会计信息是否真

正需要以及如何使用, 还是一个问题。因此, 多数信息使用

者对于财务报告的利用程度低下, 也无法了解信息背后的

经济实质, 无法真正识别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 四) 可靠性与安全性的矛盾
信息技术一方面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但其前提

是要保证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 这也是目前亟待解决

的问题。在企业内部, 会计信息系统缺乏成熟完善的监督

机制, 对于深谙电脑技术和会计操作的人来说, 篡改账目

和隐藏真实数据变得更加容易, 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

靠性。在企业外部, 网络的安全性问题也日渐成为危及会

计信息可靠性的重大问题, 包括黑客入侵, 网络技术因素

引起的网络瘫痪以及电脑病毒引起的系统崩溃等, 这些都

是亟需弥补的安全漏洞。此外, 虽然信息技术降低了手工

操作可能导致的人工错误, 但因工作疏忽、操作失误等所

引起的后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手工系统的危害更甚, 极

大地冲击着会计信息质量。

( 五) 信息透明度与保密性的矛盾
信息技术的发展, 财务信息由封闭走向开放, 使得企

业信息安全受到威胁。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可以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 但很可能会危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出于维护企

业自身利益, 管理层势必会采取相应控制措施。例如, 公布

一些无用的财务信息, 或者避重就轻地进行会计信息披

露。这些信息就可能混淆本来就缺乏辨别能力的信息使用

者。如果企业故意披露虚假信息对使用者进行诱导, 那么

就有可能阻碍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特别是相关机构对互

联网上的财务报告问题仍处于观察、研究阶段, 尚未形成

完善的规范, 使用者很难识别经过审计的财务信息, 这无

疑将影响使用者对这些财务信息的使用。

四、总 结
信息技术对于财务报告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

极的一面。因此, 不能一味地看到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有利

影响, 也应该正确地看待其所引发的诸多应注意的问题。

把握财务信息多样化、原始化“度”的问题, 不断提高会计

信息使用者的自身素质, 维护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 从

而尽可能发挥信息技术对会计信息质量所起的促进作用,

减少其负面影响, 从而使信息使用者对获取高质量可信赖

的会计信息更加充满信心, 提高资本市场的诚信度, 充分

发挥信息技术对会计行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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