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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因果关系链，首先是指资产负

债表是结果报表，其中的利润是经营活

动的结果，以这一结果为起点逐层深入

地分析和寻找形成利润的各项影响因

素，从而形成因果关系链，这一链条的

起点就是引起利润变化的最终原因。那

么这种以因果关系链方式形成的报告体

系是否能弥补传统会计报表所固有的缺

陷呢？传统会计报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四个方面 ：一是会计报表只披露结果信

息，不披露原因信息 ；二是会计报表只

披露数量信息，不披露质量信息 ；三是

会计报表只披露总括信息，不披露细节

信息 ；四是会计报表只披露过去信息，

不披露未来信息。以因果关系链方式形

成的报告体系确实能较好地弥补这四大

缺陷。

一、以因果关系链所形成的报

告体系不仅能披露结果也能披露原

因

传统的会计体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

会计报表，是采取分类、归纳、总括的

方式把分散着的各类会计信息汇总成三

张会计报表，使得这三张报表只具有披

露过去一定时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特征，它所披露的信息显然只具有结果

性，所有引起这一结果的原因都被舍弃。

按照因果关系链所形成的报告体系则是

逆其会计核算过程，以求形成披露这一

结果的原因的报告体系，具有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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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不仅如此，在这种追根溯源的

过程中，还能有效地将价值信息和引起

价值变化的功能（或作业）信息有效地联

系起来，这就使得对结果的原因追溯能

够达至最终的因素。不言而喻，按因果

关系链形成的报告体系能够克服传统报

表只披露结果信息而不披露原因信息的

缺陷。透过这种原因报告体系，使得报

表使用者能够了解哪些原因对利润是有

利的，哪些是不利的，从而有助于报表

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以因果关系链所形成的报

告体系不仅能披露数量也能披露质

量

传统的会计 报表主要在数量方面

披露过去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对质量方面的披露却涉猎很少。主要

表现在对资本质量保全的披露只涉及整

体资产的变现能力，而无法披露单个资

产的变现能力 ；对资本质量增值的披露

只涉及利润的收现程度，而基本难以披

露利润的稳定性。而以因果关系链所形

成的报告体系，在对利润形成的原因的

追溯过程中，一方面分析了利润数量变化

的原因，另一方面通过结构性分析能够

进一步说明利润的稳定性。如透过利润

表的不同业务所显现的利润结构的变化

就可以分析利润的稳定性程度的变动 ；

透过主要商品销售明细表所形成的新的

商品排序结构，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每种

商品的利润比重的变动也可以分析利润

的稳定性程度的变动 ；等等。在分析利

润数量变动原因的过程中，将稳定性分析

贯穿其中，使得形成的原因报告不仅能披

露利润的数量成因，也能披露利润的质

量。这种对利润质量的披露在投资人（包

括债权人）进行投资、考核经营者、比

较不同企业的竞争优势时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原因在于在同等数量利润的条

件下，比较何种投资更为有效，哪个经

营者的业绩更好以及哪个企业更有竞争

优势，利润的质量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

会计报表既能披露数量又能披露质量，

将会使报表使用者对企业优劣的判断更

为全面、准确。

三、以因果关系链所形成的报

告体系不仅能披露总括信息也能披

露细节信息

传统的会计报表既然是披露过去一

定时期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显

然就只具有总括性，这种总括性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 ：①披露了一定时期的全

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状况 ；②

披露了一定时期现金流入流出及其净流

量的总体状况 ；③披露了一定时期收支

及其收支净额的整体状况。以因果关系

链所形成的报告体系从结果追溯原因，

且原因报告体系依原因链逐层深化，在

这种深化的过程中原因因素也逐渐细化，

形成一种树状型的原因报告体系。这个

一个基本的总结：

基于因果关系链的报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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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体系不仅披露了形成结果的原因，

而且由于原因不断被细化就使得报表能

够披露细节。细节当然不会存在于结果

之中，而只会存在于原因之中。正是通过

这种细节的披露不仅使得报表使用者了

解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的具

体因素，而且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各构成项目的最终形成因素也能逐

一披露。这就使得报表使用者不仅能够

掌握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整体状

况，而且能够把握构成这一整体状况的

每一个细节，从而能够鸟瞰企业全貌。

在细节决定成败的企业实践中，提供能

够披露细节的报表显然对企业形成差别

化的竞争优势和寻找不断降低成本的途

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以因果关系链所形成的报

告体系不仅能披露过去也能披露未

来

传统会计报表所披露的都是过去一

定时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显然就

只具有过去性。由于报表使用者特别是

投资人在使用报表时不仅要了解企业过

去一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整体状

态以评价企业的业绩，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为了决定未来的行为，更需要了解企

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未来的变化趋

势。透过因果关系链所形成的报告体系，

能够在两个方面对未来给予比较准确的

预期 ：一是按照因果关系链形成的报告

体系不仅能够披露利润的数量，而且能

够披露利润的质量。利润的质量主要是

指利润的收现程度和利润的稳定性，一

般来说在同等利润的条件下，收现程度

越高，利润在未来的稳定性也相对越高。

至于基于利润的稳定性所形成的相关报

告则是直接说明利润未来变化趋势的。

按照因果关系链形成的报告体系不仅能

披露资产的数量也能披露资产的质量，

后者主要是指期末资产的变现能力，一

个企业的期末资产变现能力越强，意味

着在未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越大，获得

收益的数量越高。二是按照因果关系链

形成的报告体系还能由果溯因，由整体

溯细节，从而可以披露引起利润变化的、

最终的细节原因。从理论上说，一个企

业所披露的引起利润变化的原因信息越

细，判断这种原因对利润变化的影响程

度越直接，判断这种原因在未来变化的

趋势越准确，进行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

素的决策就更准确，采取变不利因素为

有利因素的措施也就更容易。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说，报表的使用者能够据此更

好地预期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

来变化趋势。

整体上说，按因果关系链形成的报

告体系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传统报表存

在的主要缺陷，同时还使得对收益的披

露由过去的部分收益披露向全部收益披

露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传 统会 计 报 表 对收 益的披

露只是基于所有者的视角（即利润）。但

企业获得收益的主体不仅包括所有者，

也包括政府、经营者和员工，如果站在

获得收 益的所有主体的视角上，显然

利润表是 无法实现披 露目标的。按照

马克思的理论，一个 企业的价 值包含

C+V+M，其中 C 是用来补偿投资的价

值，而 V+M 则是企业的新创价值，这一

新创价值是所有者、政府、经营者和员

工所共同创造的，必须在他们之间进行

分配。因此，对于收益的披露不能仅仅

局限于所有者视角，而必须是全部要素

提供者的视角 ；不能仅仅局限于利润，

而必须是全部新增价值。正是基于这一

点，在一些西方国家就 形成了增值 表。

显然增值表不只是对基于所有者视角的

利润的披露，而是基于上述四个主体的

视角的全部新增价值的披露。只有以增

值表作为结果报表衡量企业的经营成果

才具有完整性和全面性。这一报表所披

露的内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利润表所无

法企及的 ：一是利润表主要是从所有者

视角披露利润，所以直接称之为利润表

（尽管表中也披露了政府所获得的税收，

但其直接目的还是为了披露利润）。与此

不同，增值表不仅披露了所有者所分享

的利润，也披露了政府、经营者和员工

分享的收益，也就是披露了企业的全部

新增价值，这一点对于评价经营者和企

业业绩的好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

果仅以利润作为评 价经营者和企业业

绩的好坏，那么，一个企业通过改变新

增价值分配比例，就可以使所有者的利

润增加或者减少，从而达到改变业绩的

目的。如果以全部新增价值作为评价经

营者和企业业绩的好坏，就不仅实现了

对业绩评价的整体性，而且也使得改变

分配比例而操纵业绩的可能性消失。二

是利润表只披露所有者所取得的利润，

而无法全面地披露 其他主体从企业新

创价值中所获得的收益，也就无法表明

每个主体所获得的收益在全部新创价值

中的比重，从而无法判断各个主体在企

业收益分配中的地位的变化。增值表既

能披露全部新增价值，又能披露每个主

体在全部新增价值中的分配比重，从而

能直接反映每个主体在企业分配中地位

的变化。每个分配主体可以以增值表所

披露的信息相互讨价 还价达成收益分

配的均衡性。

第二，传统会计报表对收益的披露

只是着眼于过去和已实现的视角。但企

业获得的收益不仅包括过去已实现的部

分，而且也存在潜在的收益。这种潜在

的收益是否在当期的报告中披露，虽然

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在现实中确有必要，

主要表现在潜在的收益能够表明业已存

在的未来可实现收益，能够更好地使报

表使用者对企业的收益能力做出全面评

价。潜在的收益也是现有经营者和员工

的行为所带来的，在业绩评价中如果不

将其确认在相应的报表之中，就使得收

益不具有完整性，就不能全面地评价其

业绩。实际上，对收入成本的确认计量

由过去的成本费用向资产负债观转换，

就意味着由过去的、部分的收益确认计

量向全部的收益确认计量转（下转 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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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根本值不了那么高的价格。而对于净

资产十几、二十几元，业绩两三元的股

票，80 元、100 元的股价真的高了吗？暂

且不说它的高成长性和分红送配能力，

最起码它的每股收益是实实在在的。所

以，到底哪些股票便宜、哪些股票贵，不

能单纯地从股价上来判断。

散户还有一个心态就是，总以为这

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却不知道自己

以为不可能的时候，事实却是一定的。就

拿 2007年的大盘来说，年初时大盘能不

能突破 3 000点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时

大多数人都认为（当然也包括大部分的

机构）大盘不可能会突破 4 000 点，谁又

能想到大盘会突破 6 000 点呢？同样，在

从 6 000 点一路狂跌至 3 000 点又反弹

到 3 500 点的时候，大家又都认为 3 000

点是铁底了，笔者也是在那个时候抄底

的，可大盘却在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中调

整到了1 664 点，笔 者的股票市值就是

在这一波下跌中缩水了60%。正像市场

上传说的 ：地板之下是地下室，地下室

下面还有地狱，地狱还有十八层！

散户总是忙着给自己的决策找理由，

买股找买的理由，卖股找卖的理由，涨了

找涨的理由，跌了找跌的理由，却不管这

些理由是否成立以及建立在什么基础之

上。也许你认为，这个股票底部放量形

成了“红三兵”的走势，接下来肯定要大

涨了，而该股历史的走势也验证了自己的

判断。然而，第二天一个带更大量的阴线

吞掉了三个小阳线。这时你也许受不了

折磨，认赔出局了。可第四天又一个带大

量的大阳线收复了失地，形成了良好的

上攻态势。这时你可能又会想，原来这

个阴线是洗盘啊，原来自己的判断是正

确的啊，可就是没有坚持住。等后来股

价再跌的时候，你又会想，幸亏我卖出

早，要不然又栽进去了。就这样，你会反

反复复地改变自己的想法，重复着昨天

的故事，心态随着股价波动，操作更 加

频繁，更加失败，亏损面就这样越来越

大了……

笔者接触到不少的股民朋友，炒股

没有目标和规划。就是走到哪儿说到哪

儿，只要赚钱，只要比存银行强就行了。

到底是赚是亏，赚多少亏多少，反正自己

控制不了，只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了。这样的想法是要不得的。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所以炒股一定要对投资

目标和投资计划有个规划。首先要确定

目标，看是要进行长期投资（10 年、20

年）还是短期投资（1年、半年、1个月）。

然后按照这个目标逐一进行分解并确定

子目标。最 后再 确定自己的操 作思路，

比如是中长期的投资还是短期的投机交

易 ；是选择成长股、业绩股，还是选择

题材股或垃圾股。接下来只需要照单做

菜就行了。假设有 10 万元资金，设定的

目标是年收 益率 30%，分解到每个月，

收益率就是 2.5%，而每个月有 20 个交

易日，不管是采取短线操作，还是中线

持有，只要每个月的目标完成了，你就胜

利了。当然，股市不可能只涨不跌，尤其

是股指期货推出后，改变了单边市赚钱

的局面，目标的实现会有一定的难度，一

个月赚 2.5% 容易，但连续 12 个月都能

赚 2.5% 就相当困难了。其实，这也不要

紧。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在一个

月实现几个月的目标。比如，大盘突然

走好了，一个月赚了10% 甚至更多，这时

应见好就收，及时获利了结，静等下一次

机会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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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61页）变。过去对收益的确认计

量主要是通过利润表进行的，而利润表

中所确认计量的收益只是已销商品或提

供服务的收益，对于已购进的资产已经

潜在的收入和成本却基本上没有计入其

中。而以资产负债观为基础来确认计量

收入和成本，不仅意味着要对已销商品

或提供服务的收入和成本进行确认，而

且对未销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的潜在收

入和成本也必须进行确认。在前面论及

的以资产负债表计算利润的方法中，可

以看出利润可以以期末资产扣除本金和

负债（包括新增的资本）的方式计算，其

中的期末资产就包含了由已销商品和提

供服务所形成的收益，因为这些收益最

终都会以资产的形式存在，而且也包含了

期末资产本身由于价格变动可能形成的

收益。如果期末资产在未来可能涨价，就

可能形成收入的增加，这称之为期末资

产的收入预期 ；如果期末资产在未来可

能跌价，就可能形成成本的增加，这称

之为期末资产的成本预期，这就是为什

么会计计价要由过去的历史成本法向公

允价值法转变的重要原因。尽管现有的

会计准则并没有完全将这两者纳入其中，

但至少越来越多地考虑了这两者的因素，

比如在资产有可能跌价的方面要提取各

种减值准备，在资产有可能涨价的方面

（主要是金融资产）也可以预期收入。之

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收益的

披露更加完整，另一方面也使得对经营

者或企业的业绩评价更加准确。可以设

想，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和企业如果所构

建的期末资产在未来具有很强的变现能

力，而这种变现能力所形成的收益只在

未来实现后披露而不在现在披露，就有

可能低估现任经营者的业绩，特别是在

当期收益分配中使得现任经营者的收益

减少，且使得后继经营者的业绩被高估

而多分收益。

（作者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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