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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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林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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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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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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主要信用信息披露职能的是注册会计师。就整个社会信用系

统 而 言，注 册会计师就像 一 只 小小的 蝴蝶，承担着对社会最小

经济单元（企业）会计信息的 鉴证工作，其工作的优劣直接关系

到经济信息的质量，进而 对社会经济系统各层 面的正常运行产

生 深层次的 影响。如果注册会计师不讲诚信，经济信息质量就

难以得到 有 效保证，虚假信息就会蔓延，社会的信用 链条就 可

能断裂，一只小小的“蝴蝶”就可能 带来经济上的“龙卷风”。
由于信息的 不对称，受 信息 恶 化冲击最大的 就是银行业。

作为理性 人，银行首先假设注 册会计师诚信执业 ，其信 贷决 策

很大 程度上依赖 于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过的企业财务报表信息 ，

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可以说是银行信贷业务的 生命线。因此 ，

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高低与企业财务信息质量 密切相关。但是

在经济 转轨过 程 中，由于我 国信用体 系 尚 不 完善，企 业 受 利 益

驱 动 ，为寻求 贷款，有 可 能 向银行故意隐瞒 甚 至谎报 自己 风险

投资项目的私有 信息，而作为信用 中介的注册会计师在执 业过

程中，也存在丧失职业道德，与企业合谋的可能 性，从 而 出具虚

假的审计报告蒙蔽银行的视线 ，误导银行的 信贷决策 ，形成 信

贷风险。在银企博 弈中，作为信息 不对称 中的 弱者——银行为

了规避风险，不 得 不 采取信 贷配给制度，从 而 造成 企 业 融资缺

口 和经 营困难 ，并 可能 导 致 整个资金供给链的 断 裂，引 发社会

经济的停滞不前。因此，注册会计师作为社会监督体系的 一支

重 要力量，其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不容忽视，遵守 职 业操守 、

树立行业诚信尤为重要。
改变银行与企业信息 不 对称的 有 效方 法是加强银行与企

业之间 的信息 沟通，注 册会计师作 为信用 中介，理 应 在银企之

间充分发挥信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市场经济深化 、经

济结构复 杂 、经济 变量敏感 的 情况下，注 册会计 师对经 济信息

质量 的 保障作 用 和对经 济运行的 市场预 警作用 更加凸 显 ，因

此，银行在自身信息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应 充分利 用 好注 册会

计 师等社会审 计力量，对企业 重 大 财务活 动进行监督，收集和

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投资的收 益性和安全性等相关信息，做

好放 贷前的 信息甄别 、项 目审查及贷后的跟踪 监督，从 而 改变

银企之间 信息不 对称所造成的金融 市场低效率。这样，银行一

方 面从根本上防 范 了信贷风险，保持 了自身的稳健运行，另 一

方面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足够的信贷支持。

当然，蝴蝶效应 所 带来的不全然是坏结局 ，一个好的微小

触发因素，只 要加以正确引 导与激励 ，经过一段 时 间 努力打拼，

将产生 庞大的正面效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规范化发展的进程

不 断加快，现代企业制 度的建立健全，社会信用 管理体 系的逐

步 完善，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的不 断改进及行业诚信建设的 不

断推进，一场推动经济健康、稳健、快速发展的“旋风”正在我 国

掀起。注册会计 师在逐步改善的市场环境中 已 经充分认识到 ，

只 有 牢 固树 立诚 信为本、操 守 为重 的 职 业理念，努力提高 自身

执业质量，积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 众利 益 ，做到独 立、

客观、公正 ，才能 赢得政府、公 众和市场的信赖，才能 在 市场上

占有 一席之地，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崔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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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色 会 计 核 算 建 议

蒋宏国

绿色会计是以 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以 有关环境法

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联系，确认、

计量、记录环境污染、环境防治、开发和利用的成本与费

用，分析环境绩效以 及环境活动对企业财务成果影响的

一门 新兴学科。它是以 自然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

而展开的会计，笔者认为 当前的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应包

括以 下内容：

1、自然资源价值。包括矿藏、森林、水资源等自然资

源，在会计上估价入账分期摊入成本，从而得到合理补

偿。

2、自然资源损耗。一是环境污染损失。由于资源消耗

失控、发生重大事故及“三废”排放等引起的农田 污染、鱼

塘及淡水污染、自然景观破坏和居民生活区污染等造成

的损失，按复原或可避免的成本计价核算。二是自然资源

消耗。主要指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消耗部分，可按历 史成

本计价。

3、环境保护支出。指处理、控制“三废”，补偿或减少

自然资源耗费，美化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各项 支出等。
4、环境保护收益。主要包括：①企业利用“三废”生产

的产品及对这些产品减免过程所得到的收益；②国家对

保护环境有成绩的企业发放的奖金；③其他企业赔偿的

污染损失；（④企业减轻污染后，投资者乐意选择该企业投

资、消费者乐意消费该企业的产品、以 及股票价格由此上

升而带来的收益；⑤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后带来的系列社

会效益等，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前三项可按具体数额入

账，后二项收益是隐性的，可测算估价入账。
5、环境影响类。对环境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影的

影响，有些是间接的累计的无形影响。直接占有和消耗的

自然资源及具体的环境保护支出和收益，可以 通过绿色

会计通常的货币化准则进行核算，而对于一些社会影响、

生态环境影响等无形影响.可以 运用专 家判断法与会计

货币化核算相结合的绿色会计的特殊核 算方法进行核

算。
绿色会计融合到现行的会计核算体 系中，笔者认为，

应在资产类科目中增设“自然资产”科目；在“无形资产”

科目中下设“环境影响”科目；在负债类科目中增设“应付

环境损害费”科目；在所有者权益类科目中增设“自然资

本”科目；在“收入”类科目中增设“环保收入”科目；在“支

出”类科目中增设“环境预防费用”、“环境活动费用”、“环

境损害费”等会计科目。以 此对环境资源的价值及损耗、

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等进行计量、反映和监控，在财务

报告中披露企业有关环境资源方面的信息。
（作者单位：湖南省永州市环保局）

责任编辑  林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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