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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委派制的

经济学思考
王 满  刘媛媛

会计委派制作为加强会计监督和管理，预防和治理腐

败的重要措施，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笔者认为

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来透视这一在我国特定政治经济背景

下，国家或政府作为所有者或社会经济管理者所进行的会

计监管制度选择。

一、从会计的渊源谈起——产权关系与会计委派

制

会计与产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

济主体的所有者向经营者让渡财产使用权而产生了受托责

任，会计是与对受托责任的计量和报告相伴而生的。受托责

任学说是会计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可以说，产

权是联结会计与受托责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正是由于企

业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现代企业必然产生严守制

衡机制、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主、体现特定经济利益关系的产

权关系，即“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m ance）或法人

治理结构：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经营管理公司，董事会委托总

经理代理公司的日常事务，总经理委托财务经理、会计人员

为反映其经营业绩、解脱其受托责任而进行会计活动。这一

结构所体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整意义

上的“产权结构”。会计所要明确和解释的就是能体现产权

结构的委托代理关系所表现的受托责任。
因此，从产权的角度来挖掘会计委派制产生的原因，可

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财产所有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

益，需要借助于构造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或者说“建立企

业契约关系”）来监督委托权，并充分发挥会计监督权利以

满足自己获取经营者是否按照“契约”的规定履行受托经济

责任情况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或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

者，有责任有义务加强对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减少

社会矛盾冲突，消除腐败现象，从而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的

稳定和发展。

二、我国会计环境透析：过渡经济、会计市场失灵

与政府监管

1、过渡经济是孕育会计委派制的直接土壤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

渡时期，转变政府职能和转换经营机制是这一时代的主旋

律。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方向总是为改善资源配置

而设置，制度变迁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产权界定或利益格

局，有时甚至会导致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在

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内涵。因此，新旧制度在资源配置方

面孰优孰劣已经被确认的前提下，需要对制度变迁的成

本——收益关系进行权衡分析，以便寻求最优改革路径或

方案。
制度变迁完成的是从一种制度安排变换到另一种制度

安排的过渡，过程感和弛豫感是其最显著的特性。我们将会

计委派制的研究建立在过渡经济或制度变迁这一大环境

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第一，从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看，

会计是以环境为起点的。推行会计委派制触及到政府对会

计的管制制度（包括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因而会计委派制

是以制度变迁为背景的。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是企业经营机制的变革，其核心是通过国有资产的产权界

定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会计是产权各方藉

以有效沟通的商业语言。第三，分析我国从80年代开始的会

计改革可以发现，会计改革同其他制度变迁一样，涉及到众

多会计当事人的利益分配，是由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反

复博弈”，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来形成并达到“纳什均衡”的

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契约。虽然我国推行的会计改革不是完

全意义上的公共选择的结果，但从我国会计改革的路径来

看，由于我国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总是要存在一段弛豫时

间，从制度安排的推出到制度安排的实施是一种渐进式的

协调过程，会计的制度变迁无疑呈现了过渡经济或制度变

迁这一大背景下的共同特征：过程性。
2、会计市场失灵是产生会计委派制的环境动因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理性人遵循着互利或

不损人利己原则，互相提供相关、可靠的对称信息。但如果

市场秩序不好，就会出现为了个人的目的，不惜损害他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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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现象，利用虚假的会计信息欺骗相关利益者，最终导致

会计市场失灵。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财产所有者将财产委托

给管理层经营，为保护其财产，需要了解能反映产权及其变

动的信息。会计数据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之一，由管理层提供

的财务报告，需要由注册会计师做出鉴证，才能满足利益相

关者的需要。虽然注册会计师的超然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减少会计市场失灵，但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仍面临

着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风险，及其在同行业业务竞争中

为了争得客户而与客户共谋的所谓理性选择。可以说，会计

市场失灵是产生会计委派制的环境动因。
3、会计委派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监管

如前所述，我们承认市场具有配置资源优势的同时，又

发现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的“常态”是信息不完善

和市场不完全，这时就需要政府扮演一定的角色。从某种意

义上讲，政府与市场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政府在市场经济

中的角色，不仅包括宏观经济调控，还包括微观方面对市场

的规制。规制是指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制约，它一般分

为间接规制和直接规制。前者是通过司法程序实施，后者是

通过行政部门实施。政府在会计市场的规范方面也分为两

种方式：直接管制和间接管制。所谓直接管制，就是政府干

预企业会计行为。间接管制则是政府借助于一些必要的手

段，间接地介入企业会计行为。由于会计信息和普通商品不

同，它具有共用品的特征，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无法向个别的

使用者收费，使得企业不能从会计信息的提供中补偿所消

耗的信息生产成本。所以，转轨经济时期会计信息不可能完

全依靠市场的机制决定出最优化的供给和需求，这时候政

府的介入就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在现阶段，我国政府仍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有企业

的所有者，又是维持资源配置秩序的制度制定者。政府对会

计进行规制具有其客观必要性：一方面，政府作为产权主体

必须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在我国处于经济

体制变迁时期，政府必须保留基本的管理权利。

三、对推行会计委派制有关问题的探讨

会计委派制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市场经济无法自我

调节会计信息的供需矛盾中，发挥政府监管的职能。它通过

对会计人员的统一管理，建立起以会计监督为核心、政府与

市场相互作用的监督约束机制。但从实践来看，会计委派制

并不完善，与其他相关制度之间还存在着不协调、不配套等

摩擦，对应由谁来委派、委派的形式、委派的范围、委派人员

的责任及如何对委派人员进行管理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仍

在继续。建立会计委派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应

急于建立一套一蹴而就的模式，而应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建

立与该项制度的适配机制，使会计委派制度成为具有中国

特色的政府监管制度。笔者认为，建立会计委派制的适配机

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协调机制

会计委派制的推行具有政府经济职能和行政权力兼容

的特征。政府在对市场行使经济调控职能的同时，必然会融

入行政监管的手段，从而产生政府经济行为的非市场依托

性、政府法规模糊性以及相互之间缺乏稳定性、配套性和层

次性等复杂的现象，因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市场运行秩序紊

乱，影响社会资金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会计委派制与其他

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非协调现象，比如，《企业法》、

《公司法》都明确规定了企业对会计人员的任免权，《会计

法》第36条也有此类规定，其中只是强调了国有大、中型企

业和国有控股公司的总会计师的任免权在国务院。另外，相

关法律对委派会计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的职责权限的规定也

不甚明朗。因此，亟待制定与之配套的制度，把委派会计人

员对委派单位和受派单位应尽的职责、权限、义务以及与受

派单位的关系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并要注意相关

规定的一致性和配套性。另外，应考虑制度的成本和收益问

题，尽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以减少人为强行规定的制度成

本。
（2）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据有关研究表明，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市场能敏感地

对公司的会计信息做出反应的情况下，企业代理人会自愿

接受监督，披露信息。因此，根治公司制企业会计信息失真

的有效途径是从产权的角度考虑规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
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经济性、契约性和权力制衡机制，以保

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降低政府花大力气进行监管的非

市场化成本。目前主要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构架中国

式的公司制企业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和领导体制；二是解决

现存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空壳问题；三是建立完善对经

理人员的外部约束机制。
（3）建立和完善对委派会计人员的管理机制

从目前推行会计委派制的情况来看，会计人员由原来

的单位负责人完全领导转变为由所有者或政府领导，这样

有利于保护财产所有者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利益，但为了保

证有效执行服务和监督的职能，同时应建立相应的委派会

计人员管理制度，因为会计人员作为经济人为了谋求自身

利益的最大化，难免产生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行为。要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一系列机制：一是建立对会计人员的考

核制度，并使报酬与会计人员正确履行其职能的风险对称；

二是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定会计人员的职责和权利的管

理制度，以保证正确完成受托责任；三是建立会计人才市

场，形成会计人员的自我约束机制和会计人才的良性流动

机制。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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