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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务会计 目标是财务会计基本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开展财务会计 目标

音 义 又有深远的

实践价值
。

本文运用主观与客观
,

可能性

乌现实性的基本原理论证了“ 务会计 目
行

作为开展财务会计活动的前提条件和评价

财务会计活动成败优劣的基本标准
。

目前在会计理论界
,

财务会计目标的
研究仍处于见仁见智的状态

。

必埂等件吧
务会计的客观职能和会计信息使塑首甲牛
观要求基础上辩证认识

,

并提出了财替计目标作为一种主观愿望
,

其字现手男
取决于财务会计的客观职能

,

而财份芍琶
目标的实现程度则取决于财务会计信总项

为会计信息

使用者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
。

众所周

知
,

财务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
。

由于财务会计目标既是进

行财务会计活动的前提条件
,

又是评价财

务会计活动成败优劣的基本标准
。

因此
,

从上世纪 年代起
,

财务会计目标就成

为各国会计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

难点和焦

点
。

但就目前而言
,

财务会计目标的问题
,

在会计理论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
、

可

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

甚至可以说
,

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在目前仍然处于各抒

己见
,

尚未定论的局面
。

纵观会计理论界

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
,

归纳起来主要有

两大流派
,

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
。

正如葛家澎教授指出
“

从信息使用者的

划分来看
,

⋯ ⋯不同的投资人和债权人
,

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

⋯

⋯如果将潜在的投资者纳入信息使用者范

畴
,

财务报表信息应能帮助其作出是否进

行投资的决定
。

这时
,

以帮助投资者做出

是否投资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

如关于会

计主体未来现金流动的时机
、

金额和不确

定性的信息
,

就成为财务报表的主要目标
。

如果不考虑潜在投资者的需求
,

而认定会

计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现在的投资人
,

那

么他们就需要会计系统提供在过去一段时
,

期里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信息
、

以

判断管理当局的经营是否有效
。

这也就是

西方会计目标理论研究中
‘

决策有用学派
’

和
‘

受托责任学派
’

之争
。 ”

葛家澎
,

, 从以上精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

财务信息 一 一二
、

财务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职能与

客户
、

证券经营机构
、

经济研究机构
、

新

闻机构等等皆可视为会计信息使用者
。 ”

吴水澎
,

又如
“

投资者
·

一关心

他们投资的内在风险和投资报酬
。

他们需

要资料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应当买进
、

保

持或卖出
。

股东们还关心能帮助他们评估

企业支付股利的资料
。

⋯⋯贷款人关心哪

些使他们确定自己的贷款和贷款利息能否

得到按期支付的资料
。 ·

一供应商和其他

债权人关心能使他们确定企业所欠他们的

款项能否如期支付的资料
。 ⋯ ⋯政府及其

机构关心资源的分配
,

因此也关心企业的

活动
。

为了管制企业的活动
,

决定税收政

策和作为国民收入等统计资料的基础
,

他

们也需要资料
。 ”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

正是由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是多元

的
、

因此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财务会

计信息的有用性
,

必然有不同的需要
,

甚

至有时即使是同一个会计信息使用者
,

在

不同时期出于对不同利益的追求
,

其对会

计信息的有用性也会有不同的要求
。

而财

务会计作为加工
、

生产会计信息的系统
,

其所提供的
“

产品
”

只有一种
,

即会计信

息
。

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
。

由于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所生产的
“

产品
”

目前尚无其它
“

产品
”

可以替代
,

因此从

经济学的角度看
,

财务会计必须是在考虑

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情况下尽其可能地

提供
“

物美 质量高 价廉 成本低 的

会

曙
相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由于其

对财务会计信息的理解程度和驾驭能力的

不同
,

其对财务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也会有

不同的评价
。

因为
,

财务会计信息对会计

信息使用者而言
,

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

会毫无保留的将其所包括的内涵
,

全部地

呈现给会计信息使用者
。

先不说在某种程

度上存在着会计信息的不对称的情况
,

即

使是在会计信息对称的情况下
,

会计信息

使用者也会由于其对会计信息的理解程度

和驾驭能力的不同
,

失去或部分失去财务

会计信息原本就有的有用性
,

而认为财务

会计信息无用或用处不大
。

这就如同文化

水平程度不同的人在报纸上所获得的有用

信息必然是不同的道理一样
,

没有外语水

平的人则同样不能从外文资料中获得有用

的外文信息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

济
、

政治
、

文化
、

教育
、 · ·

⋯的小助及辰
,

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财务会计信息有用性的
出

,

在受托责任观的情况下
,

财务会计目

同



要求也会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

而财务会计

作为人为的信息系统
,

却有其运行的固有

规律及相对固定的要素
、

结构与功能
。

从

系统论的观点看
,

一个系统如果其要素
、

结构没有改变
,

则其功能一般也不会改变
,

而功能没有改变
,

则该系统满足人们需求

的能力也不会改变
。

当然系统的要素
、

结

构是可以改变的
,

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
,

在系统的要素
、

结构和功能尚未发生变化

之前
,

我们不能仅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

观愿望出发
,

去对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提出

不切合实际的要求
。

正因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是多元的
,

不

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有用

性
,

有不同的要求
,

而且相同的会计信息

使用者由于其对会计信息的理解程度和驾

驭能力的不同
,

对财务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也会有不同的评价
,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

日新月异和经济
、

政治
、

文化
、

教育
·

一
不断发展

,

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财务会计信

息有用性的要求也会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

所以在考虑会计信息有用性或财务会计目

标的时候
,

除了要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

度来分析
、

考虑以外
,

也要从财务会计作

为会计信息系统的角度来加以考虑
,

力求

做到财务会计信息系统职能 功能 与会

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

一
。

即要在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所具有的职

能基础上
,

再考虑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

只有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具有某种职能的前

提下
,

它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会计信息

使用者的需要
。

三
、

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范围
,

取决

于财务会计的客观职能

笔者认为
,

财务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

统
,

在结合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情况下
,

只能从其力所能及的范围 从其固有的职

能 方面来谈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或财务会

计目标
。

脱离了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力所能

及的范围或说其固有的职能来谈会计信息

的有用性或会计目标
,

在财务会计信息系

统没有相关职能的情况卞
,

来要求会计信

息的有用性
,

来谈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

和决策有用观
,

迫使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不

得已而为之
,

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财务会计

信息系统成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金融风险
、

投资风险
、

决策风险的替罪羊和受过人
。

因为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

影响金融
、

影响投资
、

影响决策的因素是众多的
,

会

计信息只是影响金融
、

影响投资
、

影响决

策等众多因素的其中之一
,

而且也不一定

是决定性的因素
。

在某种程度上
,

即使是

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正常运转
,

得出的财务

会计信息也真实
、

可靠
,

但债权人和投资

者等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可能由于其他因素

的综合影响而蒙受损失
,

使原本为有用的

财务会计信息成为无用
。

就 目前而言
,

财务会计作为一个信息

系统
,

其所具有的职能一般被认为有反映
、

控制
、

评价
、

预测
、

决策等 项职能石 其

中会计信息系统的反映职能是指
“

财务

会计通过其一系列程序和方法
,

把已经发

生或已经完成的经济活动 的数据记录下

来
,

并经过必要的计算
、

分析
、

综合
,

加

工成为全面
、

系统的财务信息
,

包括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增减的信息
,

费用发生

的信息
,

收入取得和利润实现及其分配的

信息等
。

这些财务信息主要反映企业已经

形成的财务状况
、

财务状况的变化和经营

成果
。

而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职能
,

则表现为会计信息系统对经济活动的控

制
,

其目的主要在于引导经济活动按照预

定 的计划和要求进行
,

以实现既定的 目

标
。 ”

卢永华
,

会计信息系统的

控制职能主要体现于财务会计监督方面
,

会计监督通常是通过会计确认来实现的
。

在我国
,

国家财经政策
、

法规和企业财务

会计制度
、

计划或预算等
,

是实施会计监

督的依据
。

财务会计通过对企业经济活动

有关数据进行会计确认
,

把符合会计确认

标准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

提供反映计划

或预算实际执行情况的财务信息
。

至于会

计信息系统的评价
、

预测
、

决策等职能
,

由于都要在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会计

信息基础上
,

通过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

信息的分析
、

比较
,

综合运用才能进行
、

才能发挥
,

这实际上是涉及到会计信息使

用者对会计信息的理解
、

运用和驾驭能力

问题
。

因此
,

我们认为 财务会计信息系

统的基本职能就是反映和控制
,

财务会计

作为一个信息系统
,

它所能给会计信息使

用者做到的
,

就是对已发生或已完成的经

济活动实施或执行反映和监督职能
,

将已

发生或已完成的经济活动数据加工成会计

信息提供给会计信息使用者
。

这讲的是财

务会计 目标为财务会计职能所决定的问

题
。

那在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只有反映和控

制职能的前提下
,

考虑到与会计信息使用

者的需求关系
,

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应提供

怎样的会计信息才算是有用呢 笔者认

为
,

这实质上是涉及到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的问题
。

四
、

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程度
,

取决

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具备程度

尽管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信息使用者

对会计信息系统的一种主观愿望
,

它体现

为会计信息使用者主观需求和财务会计信

息系统客观职能的辩证统一
,

并为财务会

计信息系统的客观职能所决定
,

但这并不

意味着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实施或执行了反

映和监督职能以后会计信息就能有用
,

财

务会计目标就能实现
。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

会计信息加工出来以后是否
“

适销对路
”

和
“

价廉物美
”

的问题
。 “

适销对路
”

在

这里指的是会计信息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所

需要
,

而
“

价廉物美
”

在这里指的是以较

低的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

笔者

认为 在考虑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情况

下
,

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会计信息
,

如

果具备可靠性
、

可比性
、

及时性
、

明晰性

和重要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则可认为

是会计信息系统已提供 了有用 的会计信

息
,

财务会计目标已经实现
。

由于任何事

物都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
,

因此对于财务

会计目标的实现程度
,

则体现为可靠性
、

可比性
、

及时性
、

明晰性和重要性等财务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具备程度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我们提财务会计

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以上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的具备程度
,

会计信息有用性是指会

计信息具备了可靠性
、

可比性
、

及时性
、

明晰性和重要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是

因为从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客观职能看
,

其力所能及的方面就是这些方面
。

至于相

关性的问题
,

笔者认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有个体和总体相关性之区分
。

从个体相关

性看
,

由于其所涉及的是各会计信息使用

者的主观愿望和各会计信息使用者分析
、

驾驭
、

使用会计信息的能力等因素
,

而所

有主观愿望和能力因素都不是财务会计信

息系统所能左右的
。

因此我们认为
,

不宜

将个体相关性作为会计信息是否有用或财

务会计目标是否实现的会计信息质量特

征
。

如从总体相关性看
,

由于财务会计是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繁荣而

产生
、

发展的
,

所以财务会计的
“

产品
”

—会计信息
,

就必然为社会生产和经济

建设所需要
,

也就是说
,

对社会生产和经

济建设而言
,

会计信息具有与之俱来的总

体相关性
。

在这种情况下 会计信息对社

会生产
、

经济建设相关
,

财务会计信息

系统如果将已发生或完成的经济活动数据

加工成会计信息
,

并且会计信息也具备了

可靠性
、

可比性
、

及时性
、

明晰性和重要

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则我们应该认为

会计信息有用
,

财务会计目标已经实现
。

同样会计科研成果 会计理论
、

会计思想
、

会计观点等 如果能指导
、

规范会计实践

最终得出具备以上特征的会计信息
,

则可

认为该会计科研成果是科学
、

客观
、

可行

和有效的
,

且价值为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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