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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会计理论研究

方法谈起

传统会计理论研究方

法有两种：归纳法和演绎

法。归纳法指通过观察具

体事物或现象，找出事物

或现象的共性，从而归纳

出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规

律。其主要特点在于强调

会计实务，把会计实务看

成是发展会计理论的基

础。由于归纳强调的是实

用性，即“存在的就是合理

的”，由此形成的结论可能

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在

此基础上很难抽象出高层

次的、内在统一的会计理

论，于是，人们选择了另外

一种研究方法—— 演绎

法。演绎法由一般至特殊

进行逻辑推理，通常先确

定基本目标，然后根据既

定的推理规则推出一定结

论。演绎法强调各种概念

之间、各种程序之间、各种

标准之间的逻辑统一，较

归纳法有长足的进步，曾

被广泛运用于会计理论研

究。60 年代，美国执业会计

师协会责成其所属的会计

研究部采用演绎法从事会

计理论研究就是典型的一

例。当时的研究以会计假设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推

导出会计基本原则，然后用这些基本原则去指导具体

业务会计程序和方法的确定。不过，该部的演绎工作并

不顺利，其初期完成的两份重要研究成果：《基本会计

假设》（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 ccounting）和《试论广

泛适用的企业会计原则》（A Tentative Set of B road 

A 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 nterprises）几乎被

会计职业界的头面人物全盘否定。之所以出现这一局

面，主要是因为会计原则是会计工作的规范，规定应怎

样行事，在确定会计原则之前，应当先明确会计应做什

么，即会计的目标，否则，便有本末倒置之感，而会计目

标是无法由会计假设推导获知的。因此，会计研究部初

期工作的不顺利，与其研究思路有关，与其没有研究目

的有关。吸取这样的教训之后，会计研究工作者开始重

视会计目标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一条新的思路，即以会

计目标为出发点，在明确会计目标，明确会计应干什么

的基础上，研究会计原则，研究会计应怎样干的问题。

近几年来，西方会计学界通行的“有助决策论”就是这

种思路的典型运用。其过程是：从会计目标——有助决

策出发，先分析报表使用者和他们特定决策模式与信

息需求，再分析需提供哪些方面的具有何种质量特征

的信息，最后再来建立加工和提供这些会计信息所依

靠的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序和方法。下面，就以

会计目标为出发点，具体论述这一方法对会计理论结

构的构造。

二、会计理论结构的构造——演绎法的运用

基于演绎法构建会计理论，是按照以下进程展开

的：1.确立会计目标；2.提出会计假设；3.规定一批基

本的会计概念；4.设定会计原则；5.选定会计程序和

方法。下面就这一进程概略地说明它们的内容。

1.确立会计目标。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工作，均必

须首先明确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目标，会计也不例外。会

计实务和会计理论都是建立在会计目标的基础之上。

会计人员必须首先明确会计信息是作什么用的，哪些

人需要会计信息，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确定应该

收集哪些会计数据，以及如何加工和处理这些数据，从

而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可见，会计目标

是会计理论构造的逻辑起点，是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

2.提出会计假设。会计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复

杂多变，为了实现会计目标，完成有用会计信息的提

供，必须对纷繁复杂、变化不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作必要

而合理的推论，亦即提出会计假设。会计假设是收集、

加工和处理会计信息所需依据的基础观念，只有在这

些基础观念之上，会计工作才得以展开。最基本的会计

假设有：会计主体假设，它限定了企业会计的范围（即

按每个会计主体进行核算）；会计期间假设，它限定了

企业会计的时间（指对川流不息的企业经营活动划分

会计期间进行核算）；货币计量假设，它限定了企业会

计内容，（指企业会计的对象为能以 货币反映的经营活

动）。会计假设对会计的时间、空间和内容所作的合理

假定，显然是基于会计目标的要求，也就是说，会计目

标在进行逻辑扩展时对其后的各阶段将发生决定性的

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即使会计目标在一定条件下不

变，而反映会计环境的经济社会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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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条件卞要实现会计目标，其会计系统就必

须具备由此而规定的特征。也就是说，不能忽视会计环

境的变化，它同会计目标一样，也是影响会计理论结构

的重要因素。

3.规定一批基本的会计概念。要将会计理论以成

文的形式表述出来，要将会计信息以报告的形式提供

给使用者，就必须对会计所面对的经济活动进行分类

和界定，从而形成一批基本的会计概念，如交易、资产、

负债、业主产权、收入、费用、利润等。对这样一些主要

概念的定义的确切阐述，是建立会计理论的一项基础

工作。而且，它们必须受会计目标、会计假设的制约，成

为该理论结构所固有的内容。

4.设定会计原则。会计原则是指为了实现会计目

标，在会计假设基础上所制定的会计工作规范或规则。

会计原则和会计目标不同：会计目标表明会计应做什

么，会计原则表明会计应怎样做才能达到会计目标。但

两者又密切联系：会计目标是会计实践活动所期望达

到的最终结果，是会计原则产生的依据；会计原则是人

们为了保证会计目标的实现，而制定的用来指导和约

束会计行为的规范，是判别会计工作及其成果好坏或

正误的标准，是达到会计目标的最有效途径。但从会计

目标中依然不能自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原则。目标

仅仅指示了方向，说明会计工作需要达到的境界。至于

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可能有很多方法可供选择，但各种

方法的效果如何，则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等

因素有关。只有在确切地了解与此有关的因素及其变

化的趋势后，我们才能对不同会计行为的结果作出预

测，把这种结果与会计目标进行比较，才能设定会计原

则的内容。

5.选定会计程序和方法。以上从 1- 4 的逻辑演

进，导出了会计理论或会计标准，这意味着通过演绎法

推理而导出了结果。最后，便是将导出的理论或标准用

于指导实践——选定会计程序和方法，至此，就完成了

整个会计理论结构的建造。这一结构及其组成要素之

间的层次关系可用图示如下。图中会计目标用特殊的

方框所围，表明其在会计理论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右图中，会计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概念是属于同

一层次的会计基础观念，会计原则是在会计基础观念

基础上所设定的，会计实务要受会计原则的约束。但无

论会计理论或会计实务，均必须适应会计信息使用者

的需求和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

三、会计目标在会计理论结构中的地位

从以上采用演绎法对会计理论结构构造的分析

中，可以看出，会计目标居于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

次，它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研究的逻辑起点。下面，就会

计目标的本质及其在会计理论结构中的地位作进一步

分析。

人们在会计工作中，之所以选择某些程序和方法，

而摒弃另一些程序和方法，总是基于一定的动机或理

由，由此追溯下去，直至逻辑思维的起点，即最终的理

由，这就是会计目标。可以说，会计目标不仅是构造会

计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会计工作中起导向作

用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因素制约和影响到会计工作的

所有方向，控制着会计工作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会

计目标与会计理论结构之间的这种联系，可表述如下：

1.目标决定结构。会计目标不仅为建立和完善会

计理论结构指明了方向，而且还制约着其结构的内容。

会计目标的任何变化与发展都将导致其结构内容的相

应变更，以适应和满足变化了的会计目标的需要。任何

超越会计目标需要而建立的会计理论结构与内容是不

经济或不必要的；而任何低于会计目标要求建立的结

构与内容是落后的和有待改进的。

2.结构实现目标。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会计理论

结构最终所实现的是会计目标；二是会计理论结构是

实现会计目标的必要途径。第一层含义说明会计理论

结构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这为减少和避免建立会计理

论结构的盲目性，提高所建立会计理论结构的科学性

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层含义则说明了重视会

计理论结构的研究，从而全面、高效地实现会计目标具

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集美财政 专科学校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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