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苑走笔

[编者按]
会计界闭口不谈“赚钱”，编要说“获取净利润”，是故弄玄虚，还是另有隐情？关于企业合并及合并报表的问

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受人以“身家性命”相托付，我们却只能提供“雾里看花”

式的服务，更有甚者，提供扭曲真相的“哈哈镜”式的服务… …“财苑走笔”栏目从 本期起陆续刊登的厦门大学汪

一凡副教授的“改良现代会计方案”系列文章，以坦率、辛辣的笔触直指现代会计模式的“艺术性”之短，并在“现

金流会计学”、“公 司集团会计学”以 及“复式簿记”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构思，希望能从不同视角给广大读者以启

示和思考。

进退两难的现代会计模式

汪一凡

一种风气，一种“艺术化 ”的风气，

在全球会计界弥漫。

这是在普通人看来“ 不可理喻”的

行事方式；会计界似乎不愿意把事实彻

底搞清楚、算清楚，而是喜欢多项选择，

推崇灵活处理。所谓“ 入兰芷之 室，久

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

臭”，鉴于会计界同行们大多以“艺术化”

作为高素质标志而沾沾自喜，笔者愿以

坦率、辛辣的笔触，描述现代会计模式，

揭示其短 处，希望能引起广泛关注和深

刻反思，以 免“艺术化”阻碍了会计的“科

学化”发展。

“净利润”质疑

首当其冲该被质疑的，是现代财务

会计所能提供的唯一主流指标——“净

利润”。连市井小民们都知道，所谓“赚

钱”，就 是手中的现金比原来还多，如

100 元买进，200 元卖出，净赚 1张百元

大钞，这多出来的现金才是最实在的。反

观会计界，却颇为奇怪，似乎有意闭口 不

谈“赚钱”，偏要说“获取净利润”。那么，

净利润是什么？坦率地说，净利润是个

“人造概念”，其实“什么也不是”。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故弄玄虚，还

是另有难言之隐？

据说，在早期的航 海贸易中，每次

航程终了，商品正好卖完，将船只也卖掉

后，只要数一数开航前后的现金变动额，

盈亏也就揭晓了，既 简单又正 确，这就

是标准的“现金收付实现制”了。但后来，

企业经营活动大多是周而复始地交错进

行，无法像航程似的一次次地切割开来，

于是便有了“会计分期”以报告盈亏的要

求。随之 而来的问题是，每一期间的营

业收入和营业支出怎样才算是实现了？在

“现金制”和“应计制”这两种会计基础

之 间，会计前辈们选择了“应计制”，并

使之形成完整的规程和架构而逐渐占居

主流地位，“现金收付实现制”则逐渐退

隐并被淡忘了。

在应计制下，经过同一期间内“收入”

和“费用”相互配比后的差额，就是“净利

润”。根据应计制的要求，收入和费用应

当在其实际发生的期间，而不是在现金

实际收付的期间入账，因此，这要分别

从“收 入”和“费用”两方面来加以 考察。

先说 收 入。如 何判断收 入是否实

现？菜市场上观 察到的现 象告诉我们，

商品 已经提交给顾客，并从 顾客手中得

到现金，即“交货 /收款”双向运动都已

完成，这才能说是东西卖出去了。应计制

的确认标准则很奇怪，只要完成“交货”

的单向运动，便认 为收入已经实现了。可

是，现金还未到手的“收 入”，不但当期

派不上用场，反而会导致当期的纳税现

金流出，为什么不能等到收现后再确认

收入实现呢？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

样的做 法在当时并没问题，但由于外部

环境变化，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 来，

在缺乏诚信的现代商业氛围中，肯定不

再适用了，并成为现代财务会计的“软

肋”。在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

国的出口 商发现，多年来一直正常交易的

一些美国客户突然翻脸不付款了，这种

情况下，“只要发货就认 为是收入实现”

的标准，对于企业岂不是风险极大？对

于关注财务指标如“市盈率”以判断企业

价值的外部投资者而言，又有另一类风

险，即上述确认标准完全有可能被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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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以 利用，成为魔术表演中随心所欲

的道具。例如，注册一家充当“托儿”的

A 公 司，然后只 须做出“借记应收账款 -A

公 司，贷记主营业务收入，贷记应交税

费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的分录，“应

收账款与主营业务收入同步增长”，净利

润便可源源不断。此法的可怕之处在于

无从识别和防范，即使注册会计师发函

去询证该应收账款是否真实，A 公 司也

会正面回应，因为其使命就是“千年不赖

账，万年不还钱”。

再看看费用。费用涉及多个方面，几

乎都可有多种选项，限于篇幅，仅试举

几例。一是存货的计价，本来只 有具体

辨认 法才是正确的，由于从 成本效益上

看有难度，于是派生出各种计价模型，

如 加权平均法、计划单价法、先进先出

法、后进先出法等；二是固定资产折旧，

要求我们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对未来

做 出精确的预测，在此基础上，计算出

每一期的折旧额，以便和当期收入相配

比，具体有使用年限法、工作量法、使

用年限数字总和法、双 倍 余额递减法

等；三是联产品成本分配，其最大的困

惑是我们不知道造物主当年在生成联产

品（如煤）时，在其各组成部分（如煤气、

焦炭和煤焦油）上各投入了多少“成本”，

这就要求我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

观地定出分配标准，所以 就有了按固定

比例、按产量、按销价等各种分配方法。

然而，每一种都是对的，却也都是错的。

曾见过一种儿童百翻不厌的小书，

是纵向切成四 段的：最上 方的一段写

着主语，如“小猪”；第二 段是穿戴的状

态，如“穿着红色的”；第三段是衣饰，如

“大衣”；最后是动作，如“在跳舞”。连

着读就是“（小猪）（穿着红 色的）（大衣）

（在跳舞）”，只要任意地在每段上翻到

一页，就能得到新的不同组合，假设每一

段都有10 个选择项，那么就会有10 000

种组合方式。

因为在“收入实现”判断上的伪标准

和“费用确认”在太多环节上太多的选择

项，同一家公 司、同一些业务，让 100位

会计人员完全独立地各自处理，会得到

101份不同的财务报告（多出来的 1份是

注册会计师调整的）。公 司还是那家公

司，业务还是那些业务，现代会计却有

办法将其打扮得“风情万种”，每次都是

以“真面目”示人，每次都有站得住脚的

说法。但我们真的是“造型师”吗？

合并报表乱象丛生

随着企业并购形式日益繁多，业务日

益复杂，出现越来越多有待解决的新问

题，关于企业合并及合并报表的理论基

础却并未同步强化。在作为合并概念依

据的“母公 司观”和“主体观”之间，是永

无宁日的争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却永远也无 法达成共识。对于编

制合并报表方法的选择，在“合并法”和

“个别法”之 间，前者占了主流地位。但

这种在工作底稿上对成员公 司报表略作

调整的“苟且”的方式，只能对付理想状

态，一有特殊情况便纷争四 起，让实务

人员无所适从。例如，只要面临交叉持

股，权益法立即失灵，因为双 方编表的

前提，都要 坐等对方算出当期损益后，

将其纳入自己的损益才能进行，这已陷

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了。又

如，合并法的前提就是公 司集团自己不

记账，以 成员公 司的报表为基础，抵消

关联交易，合并报表操作是在上层的母

公 司，提供 信息的是底层的子公 司。以

内部商品 购销交易为例，为了抵消内部

毛利，综合考虑“多品 种”并且“多期间”

关联 交易的现实情况，除非对库存商品

分批保管、具体辨认，底层的子公 司根

本回 答不了诸如“某年某月内部购进的某

一批货卖了没，卖了多少”等细节问题，

上层的母公 司实际上也做不到每年、每

月、每笔业务一次次地追问核对。可想

而知，内部毛利的抵消只能依靠人为“灵

活处理”，结果当然是“因人而异”。鉴于

内部购销货物是发生最频繁、持续影响

最大的一类关联交易，因此，仅从抵消

分录所依据的数据来源看，就有足够的

理由认 为 ：合并法不具备可操作性，又

是在单一公 司报表“忽悠”基础上的更高

级“忽悠”。

人生识字糊涂始

其实，类似的模糊思维文化，在会

计发展的原点上便已开始 蔓延。复式簿

记本身值得赞誉，大诗人哥德也曾借其

笔下人物之口 称其为“人类智慧中最美妙

的发明之一”，但用什么作为复式簿记符

号，却颇为烦人。文献告诉我们，D ebit

和 C red it这两个符号源于信贷业，原来

有明确的意思，D ebit是“人 欠”，C red it

是“欠人”。可是，随着复式簿记扩展到

其他 行业，这两 个记账符号便 不再适

用，尽管会计学家们曾用“拟人说”等各

种说 法试图赋予其新意，但终究无力回

天。在中国它们被译为“借 / 贷”，而这两

个字的现代用法几 近同义，“银行借款”

无异于“银行贷款”，“告借无门”和“告

贷无门”说的都是借不到钱。当我们打开

《 会计学原理》时，“人生识字糊涂始”的

历程便开始了。

到了最高级、最前沿的阶段，我们仍

然摆脱 不了“眩晕感”。以卡普兰（哈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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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基础 上找到备选

投资品 种，做好投 资准备。应特别注重

对景气行业的优势企业或龙头企业的跟

踪，了解其股票的估值区间，待其充分

整理后 重新转入上 涨趋势之时择机果

断介入。

2009年最好的投资机会应该出现

在受益于救市措施的行业和纳入国家十

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行业。国家为拉动内

需所进行的巨额投资将为钢铁、水泥、

工 程 机械、消费升级、基建类上市公 司

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医改 方案将惠

及医药类上市公司，其中，与健全基层卫

生服务体系相关的医疗器械子行业受益

更加突出；“家电下乡”活动为相关上市

公 司提供了很大的商机；促 进农村经济

发展将使涉农公 司受益；2009年3G 建

设计划为电信运营服务商和通讯设备制

造商提供了发展空间。十大产业振兴规

划为投资者指明了投资方向，投资者需

要做的是从这十大产业中过滤掉受危机

影响相对更大的行业。换一个角度思考，

还可以 重点关注受外围因素影响股价在

前期出现大幅度下跌，而在振兴规 划出

台后能够更快出现恢复性增长的行业。

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应该是投资者重点

捕捉的目标。
当然，投资者还需要有相当的耐心，

因为全球经济的恢复还需要一个较长的

过程，股市不可能很快走出上扬行情，

至少要在较长时间整固的基础上才有可

能向上突破。

（作者单位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财经贸易系）

责任编辑  刘 莹

大学教授）和诺 顿（复兴方案公 司总裁）

的一系列著作所表达的思想为例，笔者

注意到在逻辑上前后衔接的两句话 ：“你

不能计量的，你就不能管理”和“你不能

描述的，你就不能计量”。可是，除了将

许多琐细的指标 不做任 何加权地 划分

在影响财务指标的三大领域（即“客户”、

“内部经营过程”和“学习与成长”）以 外，

笔者在书中始终找不到该如何“描述、计

量和管理”战略，归根结底还是不能计

量。据说，条形码技术从申请专利到投

入商业应 用，经过了漫长的 20多年，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可能“描述、计量

和管理”无形资产与财务指标的因果关

系？会计学大师，有时恰是引领我们走向

“艺术”的“带头大哥”。

进退维谷

有必要指出，“应计制”并不是天经

地义、古已有之的会计基础。从 为迎合

应计制的要求而产生的损益类账户和成

本会计的历 史可知，应计制不过是在近

百年内发展起来的。

收入类账户作为统一的汇总统计账

户，覆盖了以前期间、当期和以后期间收

到现金的三种情况，模糊了当期成交总

数与实际收款之间的时间差；费用账户

作为统一的汇总统计账户，覆盖了以前

期间、当期和以 后期间支付现金的三种

情况，模糊了当期费用总额与实际付款

之间的时间差。而根据笔者所见的资料，

在 1906年出版的《 朗曼高级簿记》中，还

未使用销售收入账户，而是在存货账户

的借方登记期初存货和本期购货（均按

历史成本），在贷方登记销售的存货（按

销售价）和期末存货（按历史成本），借

贷双方合计的轧差数据则结转损益账

户（P& L，P rofit & Loss），如 表1所示。

此外，据有关文献显示，为“收入与费用

配比”提供成本数据的成本会计也是在

1920 年后正式进入会计账户体系的。

表 1  20世纪初的存货账户

在历史的岔路口上，面对两条（或更

多的）路径时，基于当时所拥有的条件，

我们的前辈们做出了某种选择，这其实

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无法精确预

见此行的前路如 何。但一旦 上路，无论

该决策是对是错，即使是崎岖不平，即

使是形同钻牛角尖，也只能义无反顾地

向前走。因为回到岔路口上改弦易辙，意

味着将过去的一切努力“归零”，让已经

借此谋生的人们失去就业机会，这背后

的巨大成本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换言之，

我们不再有重新选择另一条路的机会。

在会计界前辈在历史转折点上做出

某些抉择之后，现代会计已经发展为盘

根错节的系统性构造，为解决一个问题，

只能引入更多的备选方案，使局面更加

多样化，更加玄幻，更加膨胀，犹如陷

身于百弊丛生的沼泽而难以自拔。时至

今日，通过局部性的改 造来解决问题，

让现代会计模式继续推进，显见已绝无

可能。但回过头去另起炉灶，还有可能

重新来过吗？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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