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进行某些规定，这样规范会计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三、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相结合的优点

1.实证会计研究以有用事实为基准来检验假说，

但“有用”并无确定标准，对某一利益集团有用未必对

另一利益集团也有用，因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

实质是以利益为导向并由此制约的社会需求为标准。
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以社会需求确立的课题为出发

点，这既是形成会计理论的最终归缩，也是逆向思维在

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概而论之，规范—实证

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是思维模拟检验和社会实践检验

的统一 ，其中思维模拟检验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

逻辑思维的方式，将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的理性客体

升华为理想客体，使其既保持了本质特征，又保持了思

维过程的逻辑性；社会实践检验则是对假说概念予以

具体化，使之具备可度量性，从而将理论性假说转化为

可实践性假说。

2.实证会计研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对假说的检

验，却忽略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的能动

认识能力以 及其创造性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 作

用，所以最终也未逃出对会计实践进行描述和解释的

传统思维。规范—实证会计研究辩证地运用发散性思

维和收敛性思维，突出 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及认识

活动所应遵循的思维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综合及辩

证特征，并 且具有在不同认识阶段调整认识方法和认

识手段的内在调节机制。

四、小结

1.会计理论研究中，“是”与“应该是”，或者“事实

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的界限

可以辨别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

2.从逻辑上来讲，事实的描述先于价值的形成，尽

管在现实的会计研究中，由于会计研究者个人的价值

取向和意识形态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总有点捉摸不

准的特点；

3.虽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

个人先入为主的干扰，但是追求实证会计研究的“纯洁

性”，将人为的干扰降低到最小，仍是会计研究者所应

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

鸿沟，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最

终必须过渡到规范会计研究的主旨——会计应该是什

么上来，换句话来讲，实证会计研究应该以规范会计研

究的目的为归宿；

5.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绝对地

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

不可取，但是绝对抹杀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

的区别也同样不可取；

6.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

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

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

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

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

研究 和规范会计研究 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

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规范会计研究的成果说到底

是把会计实务界暂时认识不到的结果展示给会计界 ，

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 借此改变会计人员的认识格局，并

可能最终因此影响他们的选择。
责任编辑  温彦君

简 讯

中国财政杂志社召开“专家学者谈会计”座谈会

中国财政杂志社受中国会计年鉴编委会 委托 ，于

近日在北京就《中国会计年鉴（1998）》新增“专家学者

谈会计”栏目，邀请阎达五教授、汤云为教授、吴水澎教

授、郭道扬教授 、王景新教授等 10 多位会计学名家进

行了座谈。财政部会计司和财科所也派代表出席了座

谈会。座谈中，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意见

和建议，对充实年鉴内容，提高年鉴质量具有积极的意

义。除年鉴编辑部外，《财务与会计》编辑部部分编辑

人员也列席 了会议，并就如何进一步办好刊物听取了

专家学者的意见。通过座谈，两刊编辑人员开阔了思

路，与专家学者加深了联系。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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