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讨论

浅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财务报表体系

裘宗舜

当前世界上通行的企业财务报表体系，其模式一

般都大同小异，即以损益表为主导，包括资产负债表和

以后增添的现金流量表以 及它们的附表、注释和说明。

这一套财务报表体系模式，演进形成于 1930 年前后，

迄今已有近 70 年的历史，其间虽然有所发展，但却没

有根本性的变革。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地来自各个

方面，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

别委员会 1994 年发 表的综合报告《论改进企业报

告——着眼于用户》。这个报告征集了各个方面的意

见，提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建议，得到了美国财务会计

准则委员会的重视，并且已有一些被采纳。但是，这个

报告的内容涉及面太广了，正如这个报告的题目所标

明的，是“企业报告”，大大超越了“企业财务报告”的范

围。就这个报告所附的一套企业报告的例子来说，其中

有关财务报表以及附注的内容，只占整个报告篇幅的

三分之一 ，而其他信息多达全部报告的三分之二。为

什么“企业财务报告”会扩展成为“企业报告”？这是由

力求实现企业财务报表或报告的目标这种会计思想的

发展所导致的。

在美国，“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初期的

著作和论述，在基本会计思想上的最重要转变是会计

的目的从向管理当局和债权人提供财务信息，转变到

向投资者和股东提供财务信息。”（亨德里克森，1977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特鲁布拉德委员会

在 1973 年提出的关于财务会计的目标的研究报告认

为：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在于向使用者提供制定经济

决策的信息，报表的使用者，首先是股东，其次为债权

人，再次为政府机构及社会公众。1978 年美国财务会

计准则委员会以《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为题发表

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一辑明确认为，财务报告的目

标广泛集中于“提供对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

和其他使用者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决策有用

的信息。” 至 1993 年 ，美国投资管理 和研究 协会

（A IM R）更加明确地提出：“财务报表使用者需要的是

能够报告企业所有的经济活动信息的报表，从这样的

报表中他们能挑选适合他们需要的信息。”非常清楚，

在美国，以股东们为代表的广大投资者和其他使用者

以 及他们的代理人如财务分析师和证券组织的人员，

他们不满 足于企业的财务信息，而是需要企业的所有

经济信息，以 供他们挑选使用。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企

业会计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日益向国际惯例靠拢。
1992 年财政部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将陆续公布

的具体准则，是会计改革成果的集中表现。会计改革不

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要求紧随着经济环境的

发展和变化不断地改进。对于企业财务报表和报告的

改进，有两种做法可供我们选择：一种是等待西方发达

国家去进行改进，待其成熟并形成惯例，我们才 “拿

来”。另一种是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和建议，审视、研究

我国现阶段经济的特征，突出中国的特色，主动地加以

改进。
我主张采用第二种做法，理由是：

一、我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同西方那些发达

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相当的差别。现阶段，我

们需要稳定地、健康有序地去实现工业化，去实现经济

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

把市场化理解为自由化，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是法

制经济。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需要政府运用法律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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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杠杆对整个社会经济实行宏观管理和调控。曾经有

些学者认为，在我国，政府与企业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

系，所以，企业毋须向政府提供会计信息。这里的问题

是怎样来理解直接的利益关系。别的不说，单从政府

的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企业、企业利润中超过三分之一

的部分要通过税收等形式缴纳给政府来看，说是存在

直接的利益关系，似无不妥之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它

是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社会生产，是以全社会为背景的社会化大生产，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

济而孤立地存在和行动。企业一成立，就成为社会组

织的一员 ，既是社会经济细胞，又是社会基层组织。企

业的生产经营目标，既有经济目标，又有社会目标。就

企业的经济目标来说，它要求保本增值，这不仅仅是企

业投资人的要求和权益，也是社会经济繁荣壮大，社会

发展进步的客观需要，是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应具有社会意识，确

立企业的社会目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不能只是单

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为“业主”的经济利益唯利是

图。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绝大部分

是公司制企业，在权益理论上不宜采用适用于独资和

合伙企业的业主权益论，而应采用适用于公司制企业

的企业主体制。佩顿和利特尔顿在 1940 年出版的《公

司会计准则绪论》中写道：“利润是对公司发生的，而不

是对业主或债权人发生的，利润应由企业主体处理。”

“支付利息、所得税、分配股息是利润的分配而不是业

主资本的提取。”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我们不宜追随西方发达

国家以 企业投资者的信息需要为核心，而应扩大视野，

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导向进行排序，首先是政府进行宏

观管理和调控的信息需要，其次是企业职工及其代表

组织或机构的信息需要，再次才是企业投资者、债权人

的信息需要，还有社会公众等等。企业管理当局因有权

取得所需要的本企业的任何信息，属于企业内部的事

务，我们可以不予探讨。
那么，怎样了解企业外部使用者需要哪些财务信

息和非财务信息？怎样了解企业能够提供或愿意提供

哪些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笔者认为，可以采取的比

较有效的方法是发出问卷，进行调查研究。第一个问题

的调查对象是宏观管理和调控部门、具有代表性的企

业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代表机构、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

等。问卷应以现行三张财务报表为基础，对使用者探问

现行报表中哪些项目是可有可无、作用不大的？还需要

增加哪些表内的财务信息项目？需要增加哪些表外的

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项目？如果要编制一张简明的

企业报表，至少应包括哪些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项

目？第二个问题的调查对象是上市公司及未上市的一

部分大、中型企业的主管财务会计的总经理、财务总监

或总会计师。问卷内容也应以现行三张财务报表为基

础，探问能够增添或愿意增添哪些财务信息和非财务

信息项目？

（本文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 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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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经营内 涵探 讨

张先治

目前，我国企业管理领域正处于由生产经营型向

资本经营型转变的过程，“资本经营”、“资产经营”等

成为经济领域最时髦的名词。但是，什么是资本经营？

什么是资产经营？它们与“商品经营”、“产品经营”有

哪些区别？关系如何呢？目前理论界、实践中都没有统

一的结论，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资本经营内涵，首先应搞清产品经营、商品

经营 、资产经营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界定资本经营以

及与其他经营之间的关系。“经营，本谓经度营造，引

申为筹划营谋。专指经管办理经济事业。”因此，从总

体看，无论哪种经营都有筹划营谋之意，或筹划营谋

产品、或筹谋营划资产、或筹谋营划资本等。具体地

说，各种经营或筹划营谋内容又由于企业经营方式及

目标不同而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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