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的数据才作出量的规定性。如果我们在第二个层面上不把

注意力放在数据的可靠性上 ，那么，整个信息的相关性就会

落空（只有表外仅披露文字而不需同时披露数字者除外）。

综上所述， 在构成会计信息有用性（包括对各种经济决

策有用性和用于评估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的各种成分中 ，

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主要的两种。一般地说 ，高质量的会计信

息是相关的，指的是信息必须及时、有预测价值或两者兼而

有之。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可靠的，指的是信息必须如实反

映意欲反映的情况，可以证实（稽核）
、必须公允（不偏不倚）

或兼而有之。如果信息是高质量的 ， 这两种主要的质量，当

然也应包括可比性、一致性、可理解性等质量必须同时并存。

当我们要求相关性与可靠性同时并存 ，或在两者之间存

在冲突时应当作出恰当的选择时，实际上是对财务报告所提

供的既有定性说明又有定量描述的财务信息来说的，或者泛

指会计信息中的这两种成分 ，也就是本文所讲的第二层面形

成的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孰轻孰重 ，若分两个层次来考察 ，

那是非常明确的：第一 层次注重相关性 ，即相关性显得重要。

第二层次以相关性项目为基础应关注其可靠性 ，即可靠性显

得重要。

在两个主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 ，人们

都希望两者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同时存在 ，相互一致。在准则、

制度制定阶段 ，即本文所说的第一层面 ，相关性与可靠性不

可能发生冲突。在这一层面上 ，准则和制度制定机构关注的

是信息的相关性。不相关意味着无用，不会纳入账户体系和

报表项目中。此时 ， 也会关心可靠性 ， 那是因为 ， 有些相关

的项目 ，在实务中证明还不能计量 ，或不能可靠计量，这样，

该相关项目也要加以排除。可靠性成为第一层次选择相关性

项目的条件。在日常记录、 报表编制和表外披露阶段，即第

二层次 ，由于相关的项目出现了数字 ，才产生可靠性与否的

问题。在第二层面上 ， 一般地说，除自愿披露的项目 ，已不

存在项目本身相关与否的问题（第一 层次已解决）， 编表者

（包括企业主管）、审计者（主要指企业外部的独立审计师）必

须着重关注可靠性 ，要及时揭发（更正）不可靠而相关的项目

的数据。可以说 ， 如果可靠性出现问题（不论是过失还是有

意作假）
， 再相关的项目其相关性也会化为乌有。

（作者单位：厦 门 大学会计 系）

责任编辑  张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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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指南发布

今年初，财政部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并自 2007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 了帮助广 大注册会计师

正确理解和运用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框架下，制定完成了实施指 南，

已于 1 1 月 1 日公布。该准则指南覆盖所有准则项目，共 48项，计 1 00 余万字，自 2007年 1 月 1 日起 与中国注册会

计师执业准则同步施行。

指 南是对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细 化、深化和具体化，为注册会计师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准则提供可操作性的

指导意见，与 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构成一个完整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规 范体 系。指 南发挥其体例相对灵活的特点，针

对具有概念框架功 能的准则，指 南进一步系统阐述其理论 基础、规 范的理由和对执业的影响，指导注册会计师理解

执业理念和方法论；针对具有实 务操作功 能的准则，指 南重点阐述其核心程序和具体方法，通过大量的解释、 说

明、 举例和图示，指导注册会计师正确运用程序和具体方法。

指 南以执业准则 为依据，结合审计理论和实 务成果，重点解决 了 注册会计师在运用 准则时面临的十大问题：一

是如何运用审计风险模型；二是如何计划审计工作；三是如何进行风险评估；四 是如何实施控制测试；五是如何应

对舞弊风险；六是如何编制工作底稿；七是如何运用重要性水平；八是如何确定抽样规模；九是如何确定审计意

见；十是如何审计新兴和复杂领域。

中注协在指 南起草过程中，坚持了科学民主的决 策程序。在起草专家的组成上，注重利用专家资源，动 员各方

面的力量，包括审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外国及港澳台专家咨询组成员和审计准则组成 员 ；在起草阶段，注重内部研

讨和充分论证；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注重听取各方 面意见，关注各方 面诉求；在定稿前，两次提请审计准则委员

会审议，注重发挥审计准则委员会的把关作用。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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