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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学的本质与范畴问题探讨

会计的本质是什么呢？对此会计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

点，一是认为会计是一种信息系统，即会计是向各种利益相

关者提供决策所需信息的一个信息系统；二是认为会计是

一种管理活动，即会计是参与或直接进行的一种管理和控

制活动。会计信息系统论认为，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

的信息；会计管理系统论认为，会计的目标是依据会计信息

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实现组织的目标。二者的分歧在于，前

者认为会计只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而利用这个信息进行的相

关决策与管理等活动不是会计的范畴；后者则认为会计不

仅要提供管理与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而且利用会计信息进行

管理与控制也属于会计的范畴。我们可将前者称为狭义会

计观，后者称为广义会计观或大会计观。广义会计观的产生

与我国当时的会计教育中的学科划分、会计理论中的会计目

标确定、会计实务中的会计职责界定有关。笔者认为，在当

前我国的经济环境下，狭义会计观，即会计信息系统论更符

合会计的本质。	

在会计信息系统观下，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用的会计信

息，因此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是会计学的本质或是会计最

根本的质量特征。会计学的这一本质表明，无论是会计的决

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缺一不可。会计学的本质与目标

决定了会计学的发展，会计质量特征中的会计相关性决定了

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会计相关性体现在会计信息有用性

需求方面所含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同的信息需求者所需求

的会计信息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明确这些需求对定位会计

学的内涵与范畴十分重要。

关于会计学的范畴定位问题，实质上是在对会计学本质

和内涵界定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标准对会计学进行科学分类

的问题。进行会计学范畴定位，一要对会计学内涵及外延进

行科学的界定，二要对会计学范畴的分类标准进行合适的选

择。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进行会计学范畴科学定位的关键。

（1）会计学基本范畴与会计学所属范畴。所谓会计学基

本范畴是指在会计学内涵基础上所界定的会计学内容及边

界。会计作为信息系统，以会计报告为标志的会计基本范畴

可以报告的内容与范畴来划分。如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和对

内报告的管理会计属于会计学基本范畴的两大分类。当然，

会计学的基本范畴也可从微观会计学范畴与宏观会计学范

畴进行界定。

会计学所属范畴是从会计学的本质出发界定会计学的

归属或会计学的属性。如会计学是具有社会科学属性还是自

然科学属性？会计学是属于经济学范畴还是属于管理学范

畴？会计学不同的所属范畴决定了会计学在某个所属范畴内

所发挥效用的作用范围与服务对象范围的差异，进而会计学

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也就不同。因此，界定与研究会计学的所

属范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会计学理论范畴与会计学应用范畴。会计学理论范

畴主要界定会计学的定义、本质、目标、假设、原则、内容、

程序及方法等。这些会计理论通过一系列会计标准、会计准

则和会计制度等体现出来，用以指导会计实践。

会计学应用范畴是在会计学理论指导下，根据社会分工

和行业性质所形成的使用会计的范畴及分类。由于会计学的

本质是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学应用范畴的主要

分类包括：企业会计、政府会计、事业会计、非营利组织会计、

家庭会计，等等；从企业角度又可分类为：工业会计、农业

会计、交通运输业会计、金融业会计、服务业会计，等等。

（3）会计学影响范畴与会计学研究范畴。会计学影响范

畴是会计学范畴研究中往往忽视的一个问题。会计学影响

范畴与会计学基本范畴、会计学理论范畴及会计学应用范

畴不同，它是在会计学基本范畴、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会计学所产生的影响领域。如会计对企业

行为的影响，会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计对社会发展的影

响等，都属于会计学的影响范畴。随着会计地位的提高，会

计学的影响范畴越来越大。

会计学研究范畴是会计学最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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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的各种范畴。既包括会计学基本范畴、理论范畴和应

用范畴的研究，又包括会计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拓展延伸范

畴的研究。会计学研究范畴的扩展，对创新与完善会计学理

论，指导会计学实践，指明会计学的发展方向，明确会计学

的学科地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会计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探讨

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与管理学和经济学，或与经

济学和管理学的某个领域相关。如果将会计学科置于应用

经济学科之下，那就意味着会计学与应用经济学科相关，应

用经济决策需要相关的会计信息为依据；如果将会计学置

于工商管理学科之下，那就意味着会计学与工商管理学科相

关，工商管理决策需要相关的会计信息为依据；如果把会计

学置于财务管理之中，那就意味着会计学与财务管理直接

相关，即只为财务管理提供信息。在笔者看来，目前对会计

学科的划分本身就存在矛盾：会计学一方面与应用经济学科

相关，另一方面又与工商管理学科相关；一方面会计学是工

商管理二级学科，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下的三级学科，另一

方面会计学又成为财务管理包含的内容。如果将会计学科置

于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科之下，那么它就意味着不应该与工

商管理学科相关；如果将会计学科置于工商管理学科之下，

那么它就不应该与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科相关；如果它既与

工商管理决策相关，又与应用经济决策相关，那么它就不应

该只属于工商管理学科或只属于经济学科或应用经济学科。

由此可见，目前的学科分类表明会计学科既不完全归属于管

理学科，也不完全归属于经济学科。

其实，如同数学是一种自然科学语言、语文是一种社会

科学语言一样，会计作为一种通用经济语言，它应与数学、

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并列为一种学科门类。

因为会计学是既独立于经济学与管理学，又与经济学和管理

学密切相关的边缘学科。同时，会计学也是介于社会学和工

程技术学之间的学科，如会计学在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因此，无论将其归属于管理学还是经济

学都是不适当的，归属于工商管理学科下更是不准确的。

三、会计学科体系构建问题探讨

会计学科体系应由会计学理论体系、会计学专业体系、

会计学课程体系组成。

（一）会计学理论体系

会计学理论体系是指由各种理论要素按照一定的逻辑关

系相互联系地形成的一个多层次的、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对

于会计学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层次，各国学者提出了很多观点，

但各种观点的共同点是认为会计理论体系基本上都包括基础

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可将会计学理论范畴

划分为两个层次，即会计学基础理论和会计学应用理论。

会计学基础理论是会计活动最主要的理论概括，是会

计学科最基本、最高层次的理论问题，它主要包括会计目标、

会计职能、会计本质、会计对象、会计假设、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会计学应用理论是由会计学基础理论延伸出来的，它是

直接用来解释、评价和指导会计实务的理论范畴，具体包括

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程序与方法以及会计行为主体理论

等。随着会计学范畴与学科定位的拓展，会计学应用理论必

将随之创新与发展。例如，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环境会计理

论、社会会计理论、法务会计理论等，都在丰富与发展着会

计学应用理论。

（二）会计学专业体系

会计学专业体系的构建应依据会计学科与社会需求的

要求，具体包括会计理论体系、会计需求行业、政府管理及

社会管理需求、会计学与相关专业相关性和注册会计师行

业特点五个方面。

（1）依据会计理论体系设置的专业包括：会计学专业、

理论会计学专业、应用会计学专业、财务会计专业和管理会

计专业。

（2）依据会计需求行业设置的专业包括：工业会计专业、

农业会计专业、交通运输会计专业、金融会计专业和服务业

会计专业。

（3）依据政府管理及社会管理需求设置的专业包括：政

府部门会计专业、政府审计专业、事业单位会计专业、国防

及军队会计专业、学校会计专业和医院会计专业。

（4）依据会计学与相关专业相关性设置的专业包括：税

务会计专业、法务会计专业、会计信息化专业、环境会计专

业、社会责任会计专业和人力资源会计专业。

（5）依据注册会计师行业特点设置的专业包括：CPA	专

业、CGA	专业、ACCA专业和国际会计专业。

（三）会计学课程体系

会计学课程体系是会计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会计学培养计划中最具体、最基本的部分。会计学课程体系

是为培养会计学专业人才而设置的教学科目，是对会计学

学科知识的传播、改造和拓展。

高等教育的会计课程体系应是一个理论、实践与素质三

者并重的课程体系，按照会计学专业特点与教学目标，可将

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分成五个部分：公共基础课、学科门类

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和专业拓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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