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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6_8A_80_E5_c67_473791.htm 随着复式记账法的不

断完善，会计账户被区分为实账户和虚账户两类。前者用以

核算企业的资产、负债等要素，核算结果以资产负债表的形

式反映出来；后者用以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并逐步演化发

展为收益表。这两种传统报表共同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

策辅助信息，但是两者在会计报表体系中的地位却并不相等

。一般来说，在不同时期，随着人们的经济管理观念、对会

计信息的需求以及会计环境的变化，会计报表的中心会相应

变迁。 一、资产负债表中心论 从会计发展史来看，资产负债

表的产生要先于收益表。早期的复式记账法只编制资产负债

表，却很少编制收益表，对收益情况的了解是通过直接查对

收益类账户完成的。这一时期的会计报告理论可谓是“名副

其实”的资产负债表中心论。 资产负债表中心论的产生有其

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它与人们的观念、法律规定等密切联系

。具体而言，资产负债表中心论的形成原因主要有： 第一，

尽管当时已出现财产委托经营管理的方式，但是人们对委托

管理责任的认识只限于对委托财产的关注。早在中世纪，贵

族的庄园就已交由“管家”进行管理经营。作为受托责任人

，管家的责任与现代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相类似，承担着保

护委托人财产完整、并使之增加的责任。但当时的财产所有

人只关心其财产的安全性和增值性，对于保值、增值的过程

和手段并不重视。换言之，人们并未清醒地认识到收益才是

资产增值的原因，从而造成人们只关心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



情况，而并不关心收益表所揭示的收益情况。在这种观念下

，会计报告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就不奇怪了。 第二，当时以

资产为税基的税收法规也使人们更加关注资产负债表。例如

，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许多国家的税法主要是以财产税为

主。税法规定以业主的应税财产为计税基础，并以业主的净

财产确定税率来计算和征收税负。计算财产税所需要的数据

完全集中在资产负债表之中，企业经营者、业主以及税收管

理当局都自然的将资产负债表视为企业报告的重点，对其反

映的信息特别感兴趣。 第三，资产负债表中有关偿债能力的

信息倍受人们的关注。20世纪以前，欧美国家无论是政府借

款还是商业借款，多以短期借贷为主。短期债权人关心企业

的偿债能力，要求债务人按期提供有关短期偿债能力的详细

信息。当时，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企业拥有充足的

资产就具有强的偿债能力，其贷款就是安全的。所以债权人

也会更加注意资产负债表的信息。 此外，存货资产存在多种

计价方法，人们将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资产计量问题上，也

使得资产负债表成为会计报告的中心。出于对资产负债表的

关注，人们不断改进和完善资产负债表，使之所提供的信息

能够满足其使用者的需要。 二、收益表中心论 20世纪后，资

产负债表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收益表逐渐成为会计

报表的中心。这一变革是会计观念的变化直接造成的，并与

经济、社会等因素变化密不可分。 首先，随着委托代理关系

的深入发展，受托责任人的地位不断突出，并逐渐成为会计

信息的最重要使用者之一。受托人希望更多的了解企业经营

运作效果，以此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而此时的委托人也关

心企业的经营效果，因为它可以用来评价受托人工作业绩，



成为实施激励机制的基础。同时伴以人们对配比观念的更深

刻认识，会计逐渐从以所有人（即财产委托人）为中心转变

为以代理人为中心兼顾委托人的会计模式。与此相对应，收

益表中心论逐渐代替了资产负债表中心论。 其次，人们逐渐

意识到资产负债表所揭示的企业偿债能力并不全面，它是以

企业破产为前提的，即企业只有在破产清算时才会直接以长

期资产等来偿还债务。在持续经营情况下，企业的收入才是

按期偿还债务的安全保障。不仅对债权人如此，“对各利益

集团的利益保障也总是直接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能力，除非企

业的生产努力是成功的，否则企业的资产对任何利益集团都

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各利益集团都更加重视损益表，

希望通过它了解企业生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信息。 再次

，税法内容的变化使资产负债表逐渐退居次席。近现代的税

法不再以财产税为主而是以企业所得税为主。企业所得税以

企业收入或净利润为应税对象，企业税务的计算和征收需要

依靠收益表所提供的信息。因此收益表在税收管理上的价值

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最后，现代资本市场越来越多的关注公

司收益指标。政府和资本市场都偏重于对公司以往业绩的监

管；对公司的评价，也主要以相关利润指标为基础。针对个

别公司利用各种手段来操纵利润，铤而走险的行为，会计准

则作为企业会计核算和信息提供的基础，其规范的重点自然

的偏向利润表，而非资产负债表。 另外，其他经济环境的变

化也促成了这一转变。例如，20世纪中期，美国企业的融资

方式不在以短期借贷为主，融资方式更倾向于长期资金的筹

集。对此收益表要比资产负债表更能帮助分析企业的长期偿

债能力。 三、会计报表中心的新变化 会计理论是不断发展的



，正如会计报表中心的第一次变迁一样，收益表中心论正受

到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挑战。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人们

对会计报表的信息需求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

，FASB在着手起草概念框架时，又开始运用资产/负债观念来

决定收益，似乎再次把财务报表的中心从收益表转向资产负

债表。”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

代。知识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知识、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

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实物资产的作用已退居第二位

。投资者已不再只关注企业现在的经营业绩，而是更多的关

心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股票市场中，高科技企业股票的

市盈率相当高，尽管其中许多企业并不盈利，甚至处于亏损

状态，但是其股价却一直居高不下。这是因为投资者更看中

其未来的盈利能力，相信高科技企业拥有的大量无形资产具

有巨大的潜在的创造利润的能力。在此观念下，人们对会计

信息的要求不再偏好于现在和过去的经营业绩，而更希望了

解企业所拥有的资产情况，因为资产的规模、质量和结构反

映了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因此，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自然

得到了提高。 人们希望通过资产负债表了解企业未来盈利能

力，由于无形资产在盈利中的作用，资产负债表必须能详细

的提供企业无形资产的相关信息，例如企业无形资产中人力

资源的情况，研究开发费用的情况，自创无形资产的情况等

。但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很少提供这样的信息，投资者难以对

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进行预测。这也正是现代会计报表体系中

收益表仍占有重要地位，资产负债表的中心地位并不明显的

原因。因此，改进资产负债表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笔者

认为，资产负债表的改进应尤为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详细



揭示无形资产的有关内容，改革无形资产的计量方式。目前

我国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的内容列示非常笼统，其种类、

组成结构、质量等重要信息未得到反映。而且无形资产多以

历史成本计量，无法展现无形资产的潜在盈利能力。笔者认

为，应在资产负债表中详尽的揭示无形资产的组成情况，并

以无形资产未来所能创造的经济利益的现值加以计量。即使

出于对信息可靠性的考虑或受计量技术的限制，难以直接在

报表中反映现值价值，也至少应在附注中加以补充说明。这

将有助于揭示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 2.

突出人力资源的内容。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源是其他各种无

形资产的源泉。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创造能力直接决定

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在资产负债表中人力资源的信息

更应详细、突出。利用未来收益的净现值法对人力资源计量

时，其价值中有一部分体现为创造其他无形资产的能力，这

部分价值已经在其他无形资产的价值中加以核算了。所以，

人力资源的核算应与其他无形资产相分离，以免发生重复计

量。 3.充分反映自创无形资产的信息。自创无形资产的本质

与外购无形资产并无差异，但是目前会计中对两者的核算有

本质的差别。这不但违背了会计的客观性原则，而且不能全

面的反映无形资产的真实情况，信息的相关性受到极大影响

。为了提高资产负债表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水平就必须合

理反映自创无形资产的内容。 另外，研究开发费用、兼并商

誉等问题都直接影响着资产负债表的信息质量。 尽管现代会

计理论认为资产负债表的地位日渐突出，但是由于其自身的

缺陷阻碍了它代替收益表成为会计报表中心的步伐。但笔者

坚信，随着对资产负债表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资产负债表将



再一次成为会计报表的中心。 从会计报表发展的历史可以看

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人们经济观念的发展变化是会计报

表中心变迁的主要动因，而每次变迁又会带动会计系统整体

性的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会计报表中心变迁的过程就是会

计的进化过程。不断完善的会计报告体系将更加适应于使用

者的需求。我们了解、总结、分析会计报表中心变迁的历史

规律，将有助于科学的预测会计发展趋势，推动会计改革的

深入开展，促进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快速发展。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