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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可作为他人之财产？在奴隶社会，奴隶印是奴隶主的

当然财产 ，可 作 商 品 买 卖：而 当 代 主 流观念则以 为“我 是我 自 己

的，不属于任 何人”。然而 ，当代还有“人贩子”．这些人贩子将人

当作 商品 卖，可 见在 主流观念之外，也还有其 他“财产观”。笔者

从这种差异中推论出 一个一般性的命题：社群之财富观念是有

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写 照 社群财 富观的资 产等会计符号 应反映

这种历史性和结构性。

一、杜群财富观的历史性和结构性

社群的观念反映社会物 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不
同 时期或阶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不一样．因此．社群观

念也就会有差 异。在人 类完成从猿到人的“蜕变”之初．财 产的内

容只是 那些满 足 生理需求的时 鲜瓜果和山鸡野味之类．即便 20

年前，我辈国人也不 会想到“我 爱你，就像老鼠爱 大 米”之类的短

信可成 为创 造财富的“存货”。而 如今被 大众视为草芥之 类的东

西．是否在未来 会成 为日 进斗 金的财产也未 可知。诸如此类的差

异反映了财富观具有历 史性。

有人曾问笔者：社群是什 么意思？我说：社群是“你”、“我”、

“他”的集合。“你”、“我”、“他”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集合中的一

员。作为某一集合体成 员的“你”、“我”、“他”有共同的体验。这使

我们相 信，社 群 应 有共同的世界观 、自然观 、社 会观，其 中包括财

富观；但是，在同 一社群之 中，不 同 的个体认识上存有差异．即共

同体验之 外有差异，财富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在同 一社群中．财
富分 配论者可能以“拥有”的为自 己 的财 产；长 期投资者 可能以

“可 支配”的为自己 的财产：企业管理者甚 至可 能把“可 施加重 大

影响”的算作财 产：低风险偏好的人可能将“基本肯定的”算做财

产；高风险偏好的人可能将“有可能的”都算做财产：中性风险偏

好的人或许将“可能性超过 50%的”算做财 产。这些差异体现 了

社群及其财富观的结构性。

二、一种类似货币框架“M O-M 1-M 2”的会计符号模式

资产 等会计要素是会计的语言或符号 ，这个符号要被社群

所接受，其内涵和外廷要反映社群之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资

产等会计要素（符号）定义的 基 础 是社群的 财 富观，前者 应 该 写

照 后 者。
财富观的历史性告诉我 们 ，资产 的定 义 不 会是 一劳永逸的．

它随财富观的历 史演进而 变换其内涵和外延。现代会计人赋予

了资产概念不同 于既往的新含义 ，那 么，未 来人也会在现代人的

资产概念中加入新的内容。一句话：“资产”等会计要素的内涵与

外延应该与时俱进！如何用 符号来反映这种结构性呢？金融中的

货币概念框架或许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货币 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人们 普遍接 受的 、 充 当 交换媒介的

东西。当计算市场上的货币供应 量时，依据流动性强 弱，可以作

结构性划分，即 M O、M l 和 M2。其中：

M O 印流通 中的现金．是指单位和居民 个人在某 一时刻持有

的现金 总 量。M l 即狭义货币供应 量，是指 MO 加上单位在银行

的 活期存 款，其反映 当前的市场需求，最直接地作用于物价水

平。M 2 即广 义货币供应量，是指 M l 加上单位在 银行的定期 存

款与居民在银行的各项储蓄存款．其可用作观察和调控中长 期

金 融市场。
同理，也可将资产、负债等 会计要素符号结 构化。资产可根

据主体支配力的 强弱结构化，建立“AO-A1-A2”概念模式。印：
狭 义资 产( AO )指一 个 主体拥 有的 很可 能 带来 未来经 济 利

益的资源或 权利，反映可供 分配的财 产。广 义 资产(Al)指 一个

主体控制的很可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 源或权利．反映一个

主体可调度或支配的财产。更广 义的资产( A2 )指一个主体可施

加重 大 影响的很可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或权利．反映 一

个 主体可 施加重大影响的财产。
同样，可 依据偿 付要 求的 不 同 将负 偾概念结构 化．建 立

“ LO- L1- L2”概念模式。印：狭义负债( LO )、广 义负债( Ll)和更

广 义的负偾( L2 )。
不过，“AO-A1-A2”及“ LO- L1- L2”并 非 是惟一的结构化模

式。至 于何种模式 是现实的．则取决 于社群财富观的结构性特征

和会计 信息的供需特征。

三、现实的必要性

从社会财富观的结构性．可 见资产等会计符号结构化的深

层 次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同时也反映在会计 实践的现实矛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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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中。
一个典型例证是合并报表的理论困境。在现代会计实践中，

一个集团型企业，既需提供以母公司 为会计主体的个别 报表信

息，又需要提供以母公司及其控制的主体结成的合并主体的合

并报表信息，现代会计创造了一个“合并主体”概念，并试图立足

于此构建合并报表会计理论。在会计实践中，笔者常 见这样的困

境：虽 然会计专业工作者业 已 熟悉编制合并报表，但他们 中的很

多人却难以清楚解释母公司的财富存量及增量信息与合并主体

的财富存量及增量信息各自的意义。由此，合并报表理论可能引

发人们对母公司 报表完整性的 怀疑：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反映的

“资产”是其控制的资源或权利，而 合并报表也是基于“控制”概

念编制的，那么母公司通过控制子公司财务及经营决策，进而 控

制子公 司之资源或权利，为什么 不直接反映在母公司报表 中，而

要另 设合并主体来反映呢？！
如果将资产 、负债等会计符号结构化，采用“A0-A1-A2”及

“ L0- L1- L2”的概念框架 ，合并报表会计就 可 以直 接纳入母公

司 主体会计的框架中，而无需构建合并报表会计理论框架。这种

结构化解释框架的主要思想包括：提供所谓合并报表信息，不需

要诉诸“合并 主体”，母公 司 报表及“合并报表”均基于母公 司 主

体编制。我们 可知，母公司 报表信息与“合并报表”信息的差异在

于其概念基础 不 同，母公 司 报表基于 A0 和 L0 编制，反映了母

公 司 主体拥有的财富存量及某 期 间 的变化，而“合并报表”则是

基于广 义财富观编制的报表，即基于 A1 和 L1 编制，反映 了母

公司 主体可支配（控制）的财富存量及在 一定期 间的变化。（我们

甚 至还可以基于 A2 和 L2 编制报表，反映母公司 能够施加重 大

影响的财富存量及某期间的 变化，（合营企业的合并即是一例）。
在结构化的概念框架下，合并报表 为什 么 可以不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 ，也获得了更清晰的解释；会计人 员 可以心安理得地将托

管、承包等一切控制模式下的主体纳入“合并”中；也能够更好地

解释利 润分配为什 么 以母公司报表为基础 ，而 不以合并报表 为

基础。
另一个典型例 证 是保险公 司 会计编制的 “认可资产 负 债

表”，反映了一种结构化概念的需求。认可资产负债表通过列 示

“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揭 示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
其中，认可资产是指在所有资产中，那些可以被保险公 司任意处

置的可用于履行对保单持有人义务的资产。那些虽有经济价值

却不 能被用 来履行对保单持有人的责任或者由于抵押权限制或

其他第三 方权益的缘故而不能 任意处置的资产，均不 能被确认

为认可资产。认可负债则是保险公 司偿付能力考核时，按一定标

准予以认可 ，纳入偿付能力额度计算的负债。认可资产与认可负

债之差即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然而，认可资产与认可

负债和通常所谓资产与负债具有很大的 区别。比如，商誉可为资

产，却未必是认可资产。作为潜在义务的或有负债不属于负债，

而 那些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潜在义务（或有负债）却包括在认可负

债中。“资产——认可资产”和“负债——认可负债”即是一种基

于偿付能力而定义的结构化会计符号，虽 然其结构化定义标准

不同 于前述“A0-A1-A2”及“ L0- L1- L2”模式，但其至少表明结

构化符号 已是会计实践的现实需求。

有人曾有疑问：这种结构化符号模式是否会使得会计系统

更加复 杂，进而不具备现实性？笔者认为，这两个例证或许可减

少这种疑虑。上述及类似案例表明，使用结构化符号的会计实践

已经存在了，笔者所阐释的不过是一种与之更相宜的理论解释

范 式。
（作者单位：华夏银行稽核部  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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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气象 学 家 罗 伦 兹1963年 解 释 空 气 系统理 论 时 曾 经 提

过：“一只在 南美 洲 亚马逊 河 流域热 带 雨林的蝴蝶 轻拍它 的 翅膀 ，

也许 两周 后就 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一场 龙 卷风。”这是由于

蝴蝶的拍翅运动 导致 了周 围 空 气系统发 生 变化，并产生 微 弱的 气

流 ，带动 了四周 空 气与其 他 系统产生 相 应 的 变化 ，从而引起大 气

的连锁 反 应 ，最终导致 了整个气象环境的 改变，气象学 家称 此现

象为“蝴蝶效应”（ B u tterf ly Effect）。古训“失之毫厘，谬 以

千 里”，与蝴蝶效应 异曲 同 工。二者都 揭 示 出 一个深刻 的道理 ，即

一 个很微小的 因素与一个很 巨 大的 改 变事件，两者看 似 完全不 相

关 ，但背 后 却可 能 隐 藏着 紧密 的 因 果关 系，也就是事物 从 量 变到

质变的发展过程。
“蝴蝶效应”亦常被用 来描述某些现实 中的经 济现象。众所周

知 ，市场 经济是 一种信用 经 济 ，各种市 场 交 易行为的 顺 利完成 都

有赖于公开 、透明 、有效的信息作支撑。而在 社 会经济 系统中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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