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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计信息质量视角看

刘 洁■

会 计 稳健性是 财务 报告的重要特

征和惯例之一，也是一种重要的盈余属

性，稳健的会计信息是提高企业价值的

有效手段。明确区分条 件稳健性 和无

条 件稳健性对于有效提高会 计信息质

量、保护相关方利益有积极的作用。本

文 在此 对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进行简要

分析。

条件稳健性（或被界定为消息依赖

稳健性、事后稳健性或损益表稳健性）

指当期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快地影响会计

盈余（ 董红星，2008）。条 件 稳 健性要

求会计人员确认好消息比确认坏消息有

更严格的可证实性，例如在存货的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中，当有证据证实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要求会

计人员确认当期损失 ；当获得充分、确

切的证据证实减少的存货价值已转回，

要求会计人员转回前期确认的损失。无

条件稳健性（或被界定为独立于消息的

稳健性、事前稳健性或资产负债表稳健

性）指通过加速费用确认或推迟收入确

认从低 报告权 益账面价值。这体 现为

一个总体的偏见，和当期消息无关，如

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要求会计人员

确认超过经济折旧的费用，以从低报告

当期利润和资产的账面价值。将 会 计

稳健性区分为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

健性为提高会 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利   

条件。

（一）条件稳健性与无条件稳健性

的区别

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有较

多相同的经济后果，如低估净资产账面

价值 ；最小化公司的诉讼成本、税收成

本和监管成本 ；降低信息不对称等。董

红星（2008）认为，条 件稳健性 和无条

件稳健性存在本质的区别。条件稳健性

要求会计信息能够不对称地反映当期经

济事项，会计信息是否稳健是以坏消息

比好消息更及时的反映为条件的。而无

条件稳健性是事前和总体的偏见，和当

期经济事项无关。只要在企业的生命周

期内其市场价值高于账面价值，即账面

价值被低估，就被认为是稳健的。因此

无条件稳健性是一个总体的偏见，它无

法指明特定期间稳健性适用的条件，本

期的稳健将导致后续期间的不稳健。无

条件稳健性强调在报表中的最终累计效

应，而条件稳健性强调在收益与损失确

认上的差异化对待。    

（二）条件稳健性与无条件稳健性

的联系

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存在

相互作用，在度量条件稳健性时需控制

无条件稳健性的影响（董红星，2008）。

陈卫（2008）的研究表明，条 件稳健性

能够导出无条件稳健性，但满足无条件

稳健性特征却不一定满足条件稳健性。

陈旭东（2007）认为，条 件稳健性和无

条 件稳健性 在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相互

替 代，呈 U 型分布。在企业生命周期初

期，企业无条件稳健性强，条件稳健性

弱，即无条件稳健性主导条件稳健性 ；

在企业生命周期末期，企业条件稳健性

强，无条件稳健性弱，即条件稳健性主

导无条件稳健性。处于导入和增长期等

高成长阶段的企业，往往选择无条件稳

健性，以降低条件稳健性的概率，从而

达到平滑盈余的目的。对于处于衰退期

的企业，往往更多选择条件稳健性，以

降低未来由无条件稳健性造成的增长

依赖的偏误。

（三）启示

过分强调 稳健性会有损于会 计信

息 质量，降 低 会 计 信息的 相关 性，有

违可靠性和公允 表 述的要求（ 潘哲盛，

2009）。因此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试

图取消稳健性，以避免企业利用稳健原

则进行盈余管理，降低管理层与投资者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我国自1992 年财政

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开始，稳健性原

则才真正在会计实务中应用。2001 年颁

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中阐述了会计稳健

性的概念 ：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应当遵

循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不得多计资产或

收益，少计负债和费用，但不得计提秘

密准备。这种界定使我国会计实务与国

际惯例进一步接轨。2006 年实施的新

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稳健性界定如下 ：

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

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

估资产或者收 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这 是我国首次将 稳健性作为会 计信息

质量要求之一明确提出的，更加强调会

计人员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应保持应有的

谨慎，在确认好消息时要获得更多的验

证。

由此可见，稳健性作为一种治理机

制，虽然对收益和资产造成低估，但因

能够缓解股东与管理层、股东与债权人

之间的代理问题，降 低内部人 和外 部

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会计信息质

量，故能满足外部投资者的需求。我国

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为会计稳健性原则的

实质应用提供了契机，我们应当从概念

上明确区分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

性，以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保护相关

方的利益。

（作者单位 ：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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