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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成

广义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构建与拓展
——　基于我的研究过程的回忆与思考

《财务与会计》从1979年创刊至今

已经35年了。35年来，我是伴随该刊的

成长而成长的。可以说，《财务与会计》

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专业杂志之一，也是

我在财务管理教学中参考最多的专业期

刊。值此《财务与会计》改为全彩半月刊

及推出新杂志《财务研究》之际，编辑部

邀请我撰写一篇从事财务管理研究方面

的文章，我当然义不容辞。斟酌再三，在

选题上还是选择我付出心血最多的财务

管理理论结构。

一、缘起

1985 年，我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会计

系研究生，在我国著名财务管理学家王

庆成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财务管理的学

习和研究。屈指算来，已经近三十年的

时间。三十年来，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

用于财务管理研究。在这三十年的研究

过程中，有成功的欢乐，也有失败的痛

苦，但我始终没有中断过对这门学科的

探索。

最初想构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源于

王庆成教授对我的一次研究指导。1983

年10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首次

接触到了西方财务管理方面的书籍，便

被西方财务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吸

引。1985年研究生入学以后，我把主要

精力都投入到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

学习和研究中。1985年年底，在一次研究

指导课上，王教授对我的研究方向进行

了系统指导。他认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

理论是人类知识的共同财富，值得借鉴

和学习，但研究的精髓在于创新，因此，

从研究战略上来说，必须实现从学习、介

绍到创新的过程。我后来把这里的创新

理解为构建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结构，并

一直朝此方向努力。三十年来，我的工作

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资料整理阶段。1985年

至1988年，我埋头于资料整理工作，查

阅了上百种西方财务管理方面的书籍和

期刊，整理了12本读书笔记，翻译或编

译了60万字的有关资料，并在相关杂志

发表了2篇论文。

第二阶段是系统介绍阶段。1989年

至1992年，我通过各种形式介绍西方财

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在《会计研究》、《外

国经济与管理》、《经济资料译丛》等十

几种刊物上发表介绍西方财务管理方面

的论文、译文40余篇，编写《西方财务管

理》等2本教材。

第三阶段是理论构建阶段。此阶段

原计划是1993年至1995年，但一直拖到

2005年才结束。理论构建推迟十年才完

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课题本身的复

杂性。构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是一项庞

大的系统工程，原来制定研究计划时没

有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二

是理论研究需要一定的过程。一项理论

从提出、发展到完善，必须有一个补充、

提炼和提高的过程。三是人的认识的滞

后性。该理论是基于环境起点论来构建

的，由于中国处于转型时期，财务管理

环境变化十分迅速，将环境变化的因素

提炼、吸收、形成理论需要较长时间。在

该阶段，我出版了《财务管理理论结构》

等学术专著，并在《会计研究》、《管理世

界》、《中国会计评论》等杂志发表相关

论文多篇。

第四阶段是理论拓展阶段。该阶段

大约从2007年持续到现在。在本阶段，

我对以财务管理环境为起点的广义财务

管理理论结构进行回顾与拓展，进一步

明确财务管理内外部环境的内涵，厘清

“外部财务管理环境——　内部财务管理

环境——　广义财务决策——　企业价值”

的研究路径，进一步完善了广义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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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理论结构。在本阶段，出版了《控制

权转移与利益流动》等学术专著，并在《管

理世界》、《财贸经济》、《中国软科学》、

《科学决策》、《南开管理评论》等杂志发

表相关论文多篇。

二、构建

　“结构”作为哲学上的范畴是指物

质及其运动的分布状态，是事物各个组

成要素之间的相互稳定的排列顺序、组

合方式及互相制约、互相联系、互相作

用、互相依赖的关系总和。讲到结构，一

般而言应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是

构成系统或物质的基本要素或元素；二

是这些要素或元素在整体中的作用及其

排列组合，即要素之间的联结关系。借用

结构的基本定义，我对财务管理理论结

构进行了概括：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是

指财务管理理论各组成部分（或要素）以

及这些部分之间的排列关系。在中青年

财务成本研究会1993年年会上，我提交

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

务管理的理论结构》的论文，提出了建立

有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初步设

想；1997年，我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三

届全国财务管理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发

表题为《试论财务管理的几个基本理论

问题》的长篇论文，对如何构造新的财

务管理理论结构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

总结以上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8

年 6月，我以《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

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对财务管

理的理论结构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构建；

2006年，我的博士论文经补充和完善后，

以《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为题，成书出版。

经过多次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以财务

管理环境为起点，财务管理假设为前提，

财务管理目标为导向，由财务管理的基

本理论、财务管理通用业务理论、财务

管理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专门领域构成

的理论结构。

三、拓展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理

论的发展，广义财务管理的理论框架也

在不断调整和更新。2006年，我们通过

对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进行系统回顾

和梳理后发现，已有研究在理论创新方

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

足，主要包括：缺少对中国特有的财务

管理环境的系统性研究；缺乏公司治理、

财务决策及公司价值间的互动链条；对

集团化公司中存在的控制权问题和内部

资本市场问题重视不够；对基于投资者

及管理层心理特征的行为财务研究较

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以控制权理

论作为切入点，突出效率市场和行为财

务理论假说，以“广义”概念为基础，重

述以环境为起点、以目标为导向的作用

机理，明确提出从环境到决策再到企业

价值提升的传导路径，进一步深化了广

义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改进之处主要有

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研究范围聚焦于

财务管理通用业务理论，理顺了财务管

理环境、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

及财务管理决策之间的逻辑关系，突出

财务管理环境影响财务管理决策，进而

决定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二是揭示公

司治理在从财务管理环境到财务决策中

的“桥梁”作用。

环境起点论的观点在不断的印证中

受到广泛重视，特别是进入 21世纪后，

公司的全球化、集团化经营态势愈加明

显，基于中国环境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发展迅速。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技

术环境带来的影响，企业战略、经营模

式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重

视，而这些问题恰恰是近些年来财务管

理实践活动的热点与难点。这一方面给

研究者带来更多挑战，另一方面也衍生

出大量新的研究机会。2011年，我们在

前文所述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基础上

进一步明晰重点问题，对广义财务管理

理论体系进行了拓展，其主要特点表现

为三个方面：一是将财务管理环境区分

为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明确了财务管

理环境的层次；二是进一步细化了企业

财务管理外部环境及内部环境的具体内

容，明确了财务管理环境的内涵；三是

进一步厘清了财务管理环境对企业财务

决策的影响机制，形成“外部财务管理环

境——　内部财务管理环境——　广义财务

决策——　企业价值”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路径。　　　　

建立适合中国理财环境的财务管理

理论结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我愿尽我最大努力，

为其添砖加瓦。我本人的探索也许十分

幼稚，甚至存在缺点和错误，但我深信：

只要辛勤耕耘，幼苗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责任编辑　　刘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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