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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发表《论会计

基本理论》，在分析各类外部信息使用

者的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总结了外部使

用者对于会计信息的共同需求，并以此

作为制定会计规范的指导。之后，研究

者们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会计信息需求调

查分析。

为了解我国广泛的会计信息需求

者的需求情况，笔者通过设计新的调

查问卷和调查方法对其进行了进一步

的研究。

笔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包括四部分内

容：第一部分要求被调查者表述其基

本情况，目的在于了解被调查者是以何

种利益相关者的身份陈述其会计信息需

求，以便未来的分类统计；同时也对被

调查者进行利益相关决策时阅读会计

报告的情况进行了解，以便将根本不阅

读财务报告的被调查者的数据剔除。第

二部分给出了《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一

般企业必须填报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

动表等主要会计报表所能提供的信息，

要求被调查者对其重要性进行评价。评

价采用重要性评分的方法，从1分至10

分，10分为非常重要；1分为不重要。为

了方便被调查者接受调查，也同时节省

其接受调查的时间，防止出现因时间过

长导致的烦躁情绪进而影响调查结果，

调查表特别注明“如您认为现有报表的

各项目均同等重要，可以不必填列这部

分的调查，而直接阅读第6页以后的调

查项目”。第三部分汇集了现有多种文献

中所提到的描述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业

绩情况、有助于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的

68项其他信息，要求被调查者按1-10分

的重要性程度打分。第四部分考虑到笔

者收集到的指标可能仍不能满足使用者

的需要，笔者列了一张空白表，请被调

查者将需要的其他信息填列于表中，并

在得分栏按1-10分的重要性程度打分，

进行需要程度的标识。

通过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笔者

认为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初步结论：第

一，从每一个接受调查的客体来说，他

们对每一项信息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存在

着较大差异，这说明信息使用者个体对

各个信息指标的需求并不相同，而是依

据自己决策的需要和信息偏好进行信息

选择；第二，从每一个信息指标的重要

性评分来看，即使同一类型的信息使用

者也给出了较大差异的重要性评分，更

加说明信息使用者个体在决策时对同

一信息的需要程度并不相同；第三，从

每一类信息使用者来看，虽然各个信息

指标的平均评分存在一定差异，但并未

表现出较大的结构性特征，即无法依据

重要性评分的差异将各项信息分类；第

四，各类信息需求者所认为重要的前20

项信息并不能较好地体现出其间的信息

需求差异，而且将其中不重复的信息汇

总竟达 59项之多，占全部68项信息的

87%，剩余的9项信息也基本可以在某

类信息需求者的前40位中找到其身影，

可见，各类信息需求者的信息需求并无

差异；第五，信息需求者并未表现出对

货币性信息的偏好。

总之，本次调查表明：外部信息使

用者要求获得与内部信息使用者同样多

的信息量。也就是说，在信息需求量上，

外部信息使用者和内部信息使用者差异

不显著，而且各类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信

息需求也无明显差异。以往的会计理论

认为会计应该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只提供

各类信息需求者的共同信息需求的观点

是不合适的，会计应该提供的不是各类

信息需求者需要信息的交集，而应是各

类信息需求者需要信息的并集，这样才

能满足内外信息使用者进行谨慎性决

策的信息需求。当然，增加信息报告的

总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信息生产与披

露成本，但在会计信息化和企业信息化

的今天，ERP系统已经能够整合企业大

量的生产经营过程和结果的数据，并迅

速将之加工成所需要的报告信息，信息

的生产和披露成本不会有大的增加，而

信息报告的收益和水平却会有极大的

提高。

本次调查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是：第一，调查得到的各类信息需求者

的样本数量不相等，而且部分种类信息

需求者的样本量相对较少，这可能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可靠性；第二，

调查表包含的信息指标项目过多，有可

能是被调查者产生烦躁情绪，进而影响

其重要性评价的客观性；第三，本次调

查未能让被调查者考虑信息的提供成

本，信息使用者可能会切实感受到信息

量增加而带来的效益，即有助于降低决

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但对信息披露成

本无切肤之痛，易于忽视其存在，感觉

会计信息多多益善，从而造成广泛的信

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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