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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主体假设创新

传统会计主体假设限定了会计核算和报告的空间

范围，仅适用于“实”的空间。世界性的互联网络和实

体内部网络的发展，加快了知识、信息的扩散和应用，

拓展了会计基本假设的领域，使会计主体对应于“虚”

“实”两个空间。因此必须创新会计主体假设。我们可

以用“经济利益相关的联合体”这个概念来定义会计主

体假设。无论是“虚”的空间实体“网络公司”，还是实

的企业或企业间的兼并、破产及母子集团公司，均可以

此加以界定。
2.持续经营假设创新

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限定了会计核算的时间范

围，而从“网络公司”角度看，这个假设的适应性较差。
相对于一个短期存在的临时性组织而言，我们可以借

鉴清算会计的某些原则和程序以及一些会计处理方

法。但是，网络公司与被清算的企业不同，网络公司也

可能经营较长时间，而且，其主要资产是人才和知识。
因此，持续经营假设可以表述为：“经济利益相关的联

合体，从开始组建到实现其经营目标为止为其存续

期。”这样的表述，有利于对一些经济业务如收益、费

用等的处理，以避免出现跨期摊配等调整事项。
3.会计分期假设创新

现时的会计分期假设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补充，

它远远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网络经济时代。高科技的

通讯技术和四通八 达的互联网络技术，使得一项交易

可在瞬间完成，资金也可在瞬间划拨。激烈的竞争机

制要求决策者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这就要

求会计必须提供及时的、最新的会计信息，会计报告期

必须缩短。而对于“网上实体”来说，由于其一切交易

均在网上进行，交易结束后实体就可能解散，因此，会

计应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实时的会计信息，划分会计周

期不太现实。此外，我们可将“网上实体”的交易期作

为报表报告期，这样做有以下几点好处：首先，交易期

与报表期统一，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更为连续完整，不

会产生跨期调账业务；其次，交易期与报表期的统一，

可使成本费用的分配不存在配比问题，更便于解散后

的清算；再次，在一次交易结束后，即编制一次会计报

表，可满足有关管理者的管理要求。
4.货币计量假设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产品科技含量高、更新换代

速度快，产品价值变动的频率和幅度很大，对币值的稳

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推广应

用，电子货币的流行，网络技术进行货币交换和结算的

速度极快，加速了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节约了交易成

本，因此，电子货币将成为未来各企业记账的统一计量

手段，使得货币真正成为主观性的产物，并将推动货币

趋向统一。欧元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而影响这

一进程的主要因素将是政治上的主权观念和经济上的

安全观念。货币统一后，货币计量假设将变为币值稳定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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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会计计量，应分类别、分项目选择不同

的计量原则，而不应笼统使用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对

物力资源即货币、原材料、固定资产等仍可继续使用

历史成本计价原则，但在物价变动较大时，在期末报

表中要按现行市价“双价”反映；对衍生资产用报告日

的现行市价反映；人力资本用服务期的总工资及福利

的贴现值加上已发生的教育、培训等人力投资计价；

知识资本根据其预计未来收益用恰当的评估计价模

型估计的价值确定。只有这样，才能既保留传统财务

会计的优点，又体现知识经济时代财务会计的特点。
其次，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并加以计量。企业应按上述计量原则，在“无形资产”

下增设“人力资产”、“知识资产”等明细科目，对它们

分别独立核算，企业增加无形资产的同时，相应地增

加所有者权益，即人力资产、知识资产的所有者作为

企业的产权受益人。
第三，固定资产折旧会计将被淡化。在传统的财

务会计下，由于固定资产费用在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不

容忽视，因此，折旧会计应运而生。但在知识经济时

代，企业的固定资产将不再占首要地位，取而代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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