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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胜　

会计：世俗社会的理性卫道士

《财务与会计》约我汇报这几年研究

了些什么,使我好生为难！已为大家熟知

的研究,汇报纯属多余；不为同行关注

的研究,汇报更属多余。但是,对《财务

与会计》杂志的尊敬之情使我不能失约。

现想谈谈我对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

的近期忧思。　

马克斯•韦伯有个著名的观点,市场

经济与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并成熟于西方,

完全赖于西方新教文化被人们普遍接受,

这种新教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建立在理性

基础上鼓励人类积累和节俭,即“理性地

追求无限利润”,把新教文化带到社会经 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基本途径就是会计制

度。由此而言,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似乎

集中体现在会计制度的落后上。新中国

成立时,统一的社会主义会计制度成了其

基本保证；而近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

寻求富民强国之梦,中国会计的国际化恰

恰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可以说,没有坚实

的会计制度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资本市场的运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政府的廉政自律,都将是一纸空文。我

一直试图解答这么个问题：西方的领先、

中国的落后以及近三十多年中国国际经济

政治地位的快速提升,会计制度发挥着

何种作用？如何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

行状况,后者反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等

上市公司财务运行状况。二是基本财务

指数与特定财务行为指数。前者按基本

财务指标编制,具有稳定性、普适性的

特点；后者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编

制,如再融资行为指数、投资行为指数、

并购行为指数等,具有动态性、个体性

的特点。

三、成果实现

财务指数无疑具有多种用途：可以

用来作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

作为企业自我评价的参照；不仅是资本

市场投资者决策的参考,也将成为学术

研究的数据来源之一。

这项研究的价值更在于：第一,拓

展了财务信息的应用层次,实现了从信息

生成到信息利用的逻辑延展；第二,拓

展了财务分析的空间视野,实现了从单个

企业财务分析到宏观综合评价的空间跨

越；第三,把经济景气程度财务化,彰显

了财务与经济融通研究的独特效应；第

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实现了从海量数

据到指数形态的简约处理,增强了信息的

可理解性。

财务指数的研究过程是艰辛的,同

时也是幸运的。既得益于财政部诸多领

导及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凝

聚着我们研究团队持久艰苦的努力。因

此,在财务指数即将面世之际,写上这篇

短文,讲讲这个故事,以表达我对《财务

与会计》、对所有关心者和支持者的深深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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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充分、全面、正确地认识会计的这种作

用？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全球化取

得了长足发展。人类社会对全球化本来

充满着善意期待,以为全球化能给较不发

达国家带来繁荣富强,使人民因此生活

幸福。然而,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富国愈

富、穷国愈穷。较不发达国家在得到极其

有限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遭遇了恶劣的自

然环境、败坏的社会风气及脆弱的经济

结构。

我不禁想,会计在其发展进程中,

会不会也存在着异化倾向？人类社会需

要的会计制度是正义公平的化身,然

而,会计在现实中存在、发展,稍有不

慎,就会走向正义公平的反面。这不是

会计制度的必然,而是会计置于现实环

境后,现实环境恶化影响会计的结果。

因此,会计研究必须探求会计向善之道,

这是一个对既有会计理论具有挑战性的

话题,也是我们往往想回避的话题。随

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对已有市场

经济各种实践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刻反思,

出于对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永久和平的憧

憬,必然需要把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最大

善意嵌入到全球化潮流中,会计对此也

担负着自己的使命。从本世纪初的“安然

事件”,到其后的“雷曼事件”,我们总可

以找到千万个理由说这不是会计的问题,

或者说会计不能对此负责。但是凭心而

论,这些事件离开了会计,几乎是不可能

产生的。我们没有必要在会计与这些事

件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上做文章。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会计于这些事件,

尽管不是元凶,但至少是帮凶。会计在现

实中可能已背叛了从制度层面对人类社会

的那种承诺,应该引起会计理论界的高

度重视,从社会伦理道德和基本法制角

度寻求解决之道,否则,终难摆脱异化的

厄运。

就现实看,会计的每一种具体制度

安排,都为人们提供了善恶的双重可选空

间。以企业合并为例,企业合并是经济实

现有效增长、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

径,会计对此必须拿出相应的处理方案。

股权联营法与购买法正是因此出台的。但

认真审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这方面的

历史,结合我国企业并购重组的乱象,不

难发现,会计在现实中不但没有很好地

实现其预期目标,反而成了企业无效甚

至是恶性合并的帮凶。乔尔•塞里格曼在

《华尔街变迁史》中,用几乎整整一章的

篇幅详细介绍了美国会计界、商界在企业

合并会计处理上的各种争执和妥协,以

至于严重偏离了企业合并的基本宗旨和原

则,企业合并会计成为既得利益方谋取

最大利益的工具,股权联营法与购买法

都沦落为企业实际当前控制方谋取自己

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从而对公司价值产生

了负面影响。约翰 •布鲁克斯在《沸腾的

岁月》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会计是如何明

目张胆地帮助企业恶性膨胀的。按会计

提供的方法,一家市盈率高的公司收购市

盈率低的公司会产生魔术效果,即使企

业业务毫无增长,合并后第一年会产生

高于公司前一年每股盈余的结果。布鲁

克斯认为,“20世纪初,美国会计师还是

视自己为推动正确而诚实的商业关系的改

革者和福音传播者。”会计师行业“第一

次堕落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期

间,当时许多会计师发现了高估公司的账

面资产价值,从而帮助抬高公司股票价

格的隐蔽方法。”市场“对企业业绩的简

化认识,很快导致会计师包括一些最好

的会计师,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他们的公

正基础,不时心甘情愿地沦为无情的企

业管理者和毫无诚信的股票推销商的帮

凶。简而言之,出卖他们的灵魂。”从企业

合并会计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会计在现

实中确实走在与出发时所设定的目标不一

致甚至是相冲突的道路上,会计界若对自

己的这种状态麻木不仁,会计实务就真

的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正因如此,会计界

的自我反省能力尤为重要,会计理论必须

对会计这种异化现象作出深入研究,最

终提出治本之策。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

会计行业必须及时觉醒,才能走向光明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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