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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元宇宙代表性公司 Meta 为例，以 Meta 的商业模式为线索，在分析 Meta 公司元宇宙业务相关会
计问题的基础上，对元宇宙的经济体系以及元宇宙中的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等会计基本假设进

行了探讨，认为元宇宙中的会计主体包括物理世界市场主体在元宇宙中的虚拟分身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两类 ；货币计

量方面建议以具有法定货币属性的 CBDC 作为计量工具 ；持续经营主要考虑物理世界市场主体及其虚拟分身，以及去

中心化自治组织是否满足持续经营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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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992 年，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尼尔·

斯蒂芬森在其科幻小说《雪崩》中首次

明确提出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

在小说中，元宇宙被描述为一个通过

设备终端接入的、以虚拟分身（Avatar）

方式进入的、由计算机模拟的、平行

于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

2021 年，元宇宙概念在全球资本

市场掀起了热潮。2021 年 3 月，被视作

元宇宙第一股的 Roblox 在美国上市。

2021 年 10 月，马克·扎克伯格宣布将

Facebook 更名为 Meta Platforms（本文

将 Facebook 和 Meta Platforms 统 称 为

Meta），并将元宇宙确定为 Meta 未来

的核心战略。从全球范围看，包括微

软、英伟达、迪士尼、腾讯、字节跳动

等众多国内外公司相继宣布进军元宇

宙行业。

元宇宙并非一个凭空想象的虚拟

世界，而是真实物理世界的映射。通

过数字孪生、数字原生和虚实共生技

术，人们可以将物理世界投射到元宇

宙中（数字孪生），可以在元宇宙中创

造虚拟的产业和商品形态来满足需求

（数字原生），最终可以通过诸如脑机

接口等硬件设备来实现虚拟和现实的

融合（虚实共生）。在上述过程中，元

宇宙为经济社会带来了新的增量市

场，提供了技术整合运用的新场景，

创造并满足了新需求，同时可能创造

出新的产业链和就业机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涉足元宇

宙业务，与元宇宙相关的会计问题也

随之而来。本文将这些会计问题分为

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物理世界中的组

织涉足元宇宙业务相关会计问题。比

如 ：一些原本传统的公司在涉足元宇

宙相关业务时，相关收入应当如何确

认和计量。第二类是元宇宙体系内的

会计问题，这类会计问题是在构建元

宇宙经济系统的基础上，探讨元宇宙

虚拟世界内的相关会计问题。比如 ：

在元宇宙中，会计基本假设应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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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研究这类会计问题，属于建立

一个针对元宇宙的、新的会计研究范

式，相对第一类会计问题而言，第二

类会计问题对未来的影响可能更为深

远。

本文选取 Meta 作为案例公司，以

Meta 的商业模式为线索，对上述两类

元宇宙会计问题进行探讨。之所以选

择 Meta 作为案例公司，是因为 Meta 在

元宇宙领域具有代表性，其早在 2014

年就开始涉足元宇宙业务。Meta 的前

身 Facebook 于 2014 年收购了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VR）设备厂商 Oculus，

Oculus 的虚拟现实硬件产品系列目前

已经占据全球七成以上的虚拟现实设

备市场份额。而且 Meta 拥有较为全面

的元宇宙业务管线。Meta 旗下的元宇

宙业务管线涉及硬件设备（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内容生态（包

括游戏、办公、教育、家居、社区等多

场景）、开发平台和架构、经济系统、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储备等。

二、基于 Meta 商业模式的

收入确认问题分析

为 实 施 元 宇 宙 战 略，自 2021 年

第 四 季 度 起，Meta 的 财 务 业 绩 开 始

分两个部门进行披露，分别为应用系

列（Family of Apps，FoA）和现实实验

室（Reality Labs，RL）。其 中 ：FoA 包

含 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

WhatsApp 等 产 品 和 服 务，是 Meta 的

传统业务，不包括元宇宙业务（不排

除 FoA 未来可能与元宇宙业务进行联

动）；RL 对应 Meta 的元宇宙业务，包

括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相关的消费类

硬件、软件和内容等。

关 于 FoA 和 RL 业 务，Meta 的 收

入确认步骤为 ：（1）识别与客户间的

一份或多份合同 ；（2）识别合同中约

定的履约义务；（3）确定交易价格；（4）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合同中相对应的履

约义务 ；（5）在完成履约义务时确认

收入。

FoA 业务主要以广告收入为主，

商业模式为通过 Facebook、Instagram、

Messenger、WhatsApp 等 社 交 分 享 和

即时通讯应用获客，并在应用中直销

或通过广告代理商或经销商渠道，根

据广告的展示次数或操作次数（如点

击次数）向广告主收费。一般情况下，

Meta 按总额法进行确认收入，以代理

商身份获得收入时则按净额法确认

收入。FoA 的商业模式仍属于以广告

收入为主的传统互联网商业模式。从

Meta 2021 年年报披露的营业收入占比

来看，广告业务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

来源。

然 而，Meta 的 FoA 业 务 正 面 临

多 重 困 境，具 体 包 括 ：因 新 冠 肺 炎

疫情和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广告需

求下滑，用户的结构老化和增长停

滞，来自字节跳动、微软和谷歌等竞

品 的 挑 战，苹 果 IDFA（Identifier for 

Advertising）隐私新规带来的限制，以

及在全球范围因广告、反垄断、隐私、

生物识别等所受到的监管和诉讼。正

因如此，Meta 选择将元宇宙（即 RL 业

务）作为开辟企业发展第二曲线的突

破口。

RL 是 Meta 元 宇 宙 业 务 的 载 体。

RL 业务的商业模式较为多元，收入既

包括来自消费类硬件产品的交付，如

Meta Quest，Facebook Portal 和可穿戴

设备等，也包括来自相关软件和内容

的收入。RL 业务的收入来源可划分为

以下两类 ：

一是 VR 硬件业务。元宇宙需要

诸如“太空舱”“混合现实眼镜”或“脑

机接口”等作为虚拟世界的入口，硬

件无疑是元宇宙产业链的核心组成部

分。Meta 的硬件产品系列主要为头戴

式显示设备，还包括智能屏幕、可穿

戴设备等。2021 年，Meta 的 RL 业务收

入增长了 11.4 亿美元，增幅为 100%，

主要来自消费类硬件产品销售量的增

长。Meta 的消费类硬件收入确认时点

为“当承诺的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

移给客户时”，即硬件完成交付时确

认收入。

二是 VR 游戏业务。自 2019 年 10

月收购虚拟现实音乐游戏 Beat Saber

的开发商 Beat Games 起，Meta 在近几

年收购了 6 家虚拟现实游戏工作室。

这些虚拟现实游戏平台丰富了 Meta 元

宇宙生态的内容，也为其带来了更多

来自游戏业务的收入。按不同的角色，

Meta 的游戏业务收入可分为两类 ：

（1）Meta 扮演游戏运营商的角色。

众多游戏玩家首先向 Meta 的游戏平台

进行充值，充值余额可用于购买 Meta

游戏平台中的游戏。这些充值余额将

被记录于“递延收入和存款”（Deferred 

Revenue and Deposits）中。当游戏玩家

在 Meta 平台中用充值余额完成某款游

戏的支付时，玩家所支付的余额一部

分支付给游戏的开发商，另一部分则

确认为 Meta 的收入。

（2）Meta 的并表子公司扮演游戏

开发商的角色。Meta 收购的数家虚拟

现实游戏工作室主要扮演游戏开发商

的角色。这些子公司直接或通过诸如

Steam 等游戏平台向游戏玩家出售 VR

游戏，当产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

玩家时确认收入。比如 ：当游戏玩家

购买了 Beat Saber 游戏及其中的音乐

包时（不可退货），Beat Games 完成相

关的收入确认。

此 外，RL 业 务 还 包 括 Horizons

系 列 软 件 产 品。2020 年 8 月，Meta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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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推出 Horizons 应用程序套件。目前

Horizons 系列产品收入还比较有限。

上述关于 Meta 收入确认的探讨，

为其他计划涉足元宇宙业务的公司提

供了参考。接下来，本文对元宇宙经

济系统的构建以及相关的会计基本假

设问题进行思考。

三、元宇宙经济系统中的会

计基本假设

（一）经济系统 ：元宇宙会计基本

假设的构建基础

在构建元宇宙经济系统之前，首

先需要思考以下两个关于元宇宙的本

源问题 ：元宇宙是已经存在的，还是

人们后来创造的？人是元宇宙的构建

者，还是元宇宙的探索者和实现者？

Meta 2021 年 年 报 的 开 篇 将 Meta

的愿景表述为 ：Meta 所有的产品（包

括 FoA 业务）都是为了帮助将元宇宙

变为现实。Meta 将自己视作元宇宙的

探索者和实现者，而非元宇宙的创造

者。本文认为，元宇宙作为物理世界

的映射，应当定位为物理世界的附属。

元宇宙内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行为）

都应遵循物理世界伦理、法律和道德

体系的约束，元宇宙内的各种约束法

则应当在物理世界相关约束法则的框

架下进行制定，且优先级低于物理世

界的法则。元宇宙本质上只是人们用

于提高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创造

和满足需求的一种工具、场景和载体。 

经济社会秩序的构建，首先需要

考虑秩序构建的正当性和安全性。因

此，在构建元宇宙的经济系统时，不

应采用中心化的治理结构 ：第一，中

心化的治理结构对于元宇宙而言不

够安全。由于元宇宙是一个虚拟世

界，如果采用中心化的治理结构，一

旦该中心化治理组织出现问题（包括

伦理、道德或技术等问题），容易引发

不可挽回的系统性风险，危害元宇宙

体系的稳定。第二，中心化的治理结

构可能会降低人们加入元宇宙这一

大“社区”的意愿，进而可能损害元

宇宙生态的多样性和生命力，令元宇

宙成为“虚拟的孤岛”和“少数人的

游戏”。因此，元宇宙应当采用去中

心化的治理结构，而去中心化自治组

织（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则天然适用 ：在元宇宙

这个超大型的 DAO 中，参与者们通过

共建、共享和共治，最终共同为元宇

宙作出贡献并由此获益。需要说明的

是，尽管元宇宙应当采用去中心化的

治理结构，但元宇宙内部允许存在局

部的中心化组织，正如区块链中除公

有链外仍可以存在私有链和联盟链。

（二）元宇宙会计主体的界定

在物理世界中，企业应当对其本

身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会计主体假设更像是一

个关于空间和范畴的限定，约定了“由

谁”来编制“关于谁”的财务报告。在

元宇宙世界中，一些物理世界中的制

约因素可能将不复存在，比如 ：在元

宇宙中，人们能够实现随时到达世界

甚至宇宙的任何一处场景，突破空间

的限制 ；能够随时回到过去的某一场

景，突破时间的制约 ；甚至能够突破

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边界，亲临分子

或原子核内的某处场景。上述不同的

场景下将有可能产生物理世界中不存

在的全新“交易”和“事项”，如果依然

沿用物理世界的会计主体，可能无法

对元宇宙中的经济活动进行完整和如

实反映。因此，在元宇宙框架下，会计

主体可能需要重新界定，会计主体的

形式也将更加多元化。本文认为元宇

宙中的会计主体可划分为以下两类 ：

1. 第 一 类 会 计 主 体 ：物 理 世 界

市 场 主 体 在 元 宇 宙 中 的 虚 拟 分 身

（Avatar）。比如 ：物理世界中的企业、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运用数字孪生等技

术创造了一个虚拟分身来参与元宇宙

中的经济活动。对于这类会计主体，

需要考虑 ：

（1）“由谁”来编制财务报告。前

述曾提及元宇宙应当定位为物理世界

的附属，因此，本文认为，物理世界市

场主体的虚拟分身在元宇宙经济活动

中所涉及的“交易”和“事项”，仍应由

其在物理世界中的市场主体“本身”来

为其编制相关的财务报告。 

（2）编制“关于谁”的财务报告。

虚拟分身（Avatar）在元宇宙经济活动

中所涉及的“交易”和“事项”由于突

破了物理世界中的种种限制，因而带

有显著的元宇宙特征。随着元宇宙相

关技术和应用的发展，未来很有可能

出现物理世界中不存在、仅存在于元

宇宙中的经济活动。如果直接将物理

世界主体作为元宇宙会计主体，可能

出现脱节的现象，进而有损会计信息

的质量特征。因此，在元宇宙经济系

统中，应当由拥有元宇宙基因的虚拟

分身作为元宇宙经济活动的会计主

体，而不是由其在物理世界的市场主

体直接作为会计主体。虚拟分身可以

沿用其在物理世界中的组织形式，比

如 ：公司、合伙企业、非营利组织等。

但元宇宙会计主体却不应直接等同于

物理世界中的市场主体。 

可以看到，由于物理世界和元宇

宙的平行共存，会计主体假设中“由

谁”和“关于谁”所对应的对象产生了

“分离”，这一“分离”的做法有助于优

化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2. 第二类会计主体 ：去中心化自

治组织（DAO）。基于元宇宙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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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属性，DAO 可能成为元宇宙中

主流的经济组织形态。DAO 可以近似

理解为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智能合

约）形成的社区，社区成员共同设定

社区的规则和秩序，各自基于自身禀

赋对社区作出贡献，并受益于社区的

发展。DAO 中并不存在中心化的领导

者，社区成员以一种松散型的组织形

式共同对 DAO 进行共建、共享和共

治。在元宇宙中，除了传统的企业等

组织形式外，DAO 也是参与元宇宙经

济活动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DAO 作为元宇宙中的会计主体，

拥有天然的优势。DAO 的实现包括

“链上治理”和“链下治理”，其中“链

上治理”基于智能合约（如以太坊）的

程序设定，社区中的通证（Token）持

有者可以通过投票实施决策。“链下治

理”则可以近似理解为物理世界中的

“线下”治理。由于 DAO 在诞生伊始

就天然拥有实体和虚拟的双重属性，

因而在元宇宙经济体系内 DAO 可以

直接作为会计主体，由 DAO 来编制关

于其自身的财务报告。

元宇宙中会计主体的设定需要结

合元宇宙内关于伦理、道德、法律等

各种秩序的建立来进行适配，来回答

诸如“元宇宙会计主体与法人之间的

关系”等问题。

（三）元宇宙中的货币计量

蹇薇和黄思婕（2022）从货币计量

的角度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进 行 了

系统阐述，对中国的 CBDC 即数字人

民币的产生背景、定义及特点、数字

人民币钱包以及对会计账务的影响进

行了探讨。笔者认同两位学者的观点，

并认为应当将拥有法定货币属性的

CBDC 作为元宇宙经济系统的货币流

通工具，这同时也是一种便捷的做法。

使 用 CBDC 进 行 货 币 计 量 具 有

以下优势 ：第一，使用诸如数字人民

币等 CBDC，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开发

的数字钱包入口接入元宇宙的经济体

系，能够将物理世界和元宇宙经济系

统无缝衔接，同时也解决了物理世界

和元宇宙之间财富提现和互通的问

题。第二，使用 CBDC 不仅可以契合

各大央行的监管需求，同时也能提升

针对洗钱、暗网交易等的监管效率。

第三，未来 CBDC 亦可作为合法的稳

定币，来对各类型的加密资产进行计

量。至少在现阶段，将 CBDC 作为元

宇宙中货币计量的工具是一种合法、

高效和可操作的做法。

（四）元宇宙中的持续经营和会计

分期

持续经营假设在元宇宙中仍然存

在，操作起来也相对清晰 ：

1. 对于“物理世界市场主体在元

宇宙中的虚拟分身”这类会计主体，

一种情况是如果物理世界市场主体不

再满足持续经营假设，那么其虚拟分

身在元宇宙中也将不再满足持续经营

假设。这一设定的依据为后者应当隶

属于前者而存在。另一种情况是物理

世界市场主体仍然存在，但其虚拟分

身不再参与元宇宙中的经济活动（或

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参与），可以认

为其不再满足持续经营假设。未来在

其重新参与元宇宙经济活动时，再为

其重新“点亮”持续经营的状态标识。

这一思路类似互联网中的“上线”和

“下线”，也类似于资本市场中公司的

上市、退市和重新上市。

2. 对 于 DAO 这 类 会 计 主 体，当

DAO 正 式 宣 布 解 散 或 有 证 据 表 明

DAO 将不再运行时，或 DAO 的社区

活跃度指标低于某个数值一段时期

后，可以将该 DAO 界定为不再满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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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持续经营假设。

关于元宇宙中的会计分期假设，

可以沿用物理世界会计分期的设定。

需要关注的是，由于元宇宙中可能突

破时间的限制，因而需要运用区块链

技术，以区块链中的时间戳来确认元

宇宙中的时间。随着元宇宙经济活动

类型的不断拓展，未来也可结合元宇

宙经济活动的特点，设定更加多元化

的元宇宙会计期间。

（五）元宇宙的系统稳定假设

与物理世界不同，元宇宙作为一

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决定了其系统的

稳定性与物理世界相比有着诸多不

足。比如 ：停电、计算机病毒、硬件故

障、算力满负荷等，都有可能对元宇

宙内经济活动及其财务报告带来不利

影响。因此，元宇宙财务报告需要假

定元宇宙体系是稳定和正常运转的。

对于因元宇宙系统不稳定而造成的

“宕机事件”如何处理，也是元宇宙会

计需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 任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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