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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7_A1_95_E5_c74_545951.htm （一）现行财务会

计基本要素结构模式的分析 财务会计基本要素结构模式用来

描述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和费用等“基本要素”

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财务会计的基本要素既是企业经济活

动及其资金运动的“基本构件”，也是整个财务会计要素体

系的“框架”，其目的在于通过它来描述、归纳企业经营活

动及相关资金运动的基本规律，因此，揭示资产、负债、所

有者权益、收入和费用之间关系的模式是最基本的要素结构

模式。 然而，国内、外有关论著或教材，对财务会计基本要

素结构模式的界定和理解尚存在不小差别，有的甚至是误解

。例如，美、英国等国的大学会计教材中，均以“资产＝权

益”或“资产＝负债＋业主权益”作为“会计方程式（The

Accounting Equation）” .而我国则将“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和“收入费用＝利润”都作为“会计方程式”。有的

学者进一步认为，“由于收入是取得利润的基础，是利润的

增加因素；费用（成本）是利润的减少因素，利润又是企业

资金来源增加的一种渠道。因此，资产＝负债＋权益会计方

程式与收入费用＝利润会计方程式，可以综合为下列会计方

程式：资产＋费用＝负债＋权益＋收入” .美、英等国均以“

资产＝负债＋业主权益”结构模式为基础，来阐述财务会计

程序中各种方法的建立与运用，但却未将“全面收益＝（收

入费用）＋利得损失”等作为“会计方程式”。经分析得出

的主要原因可能是：①以“资产＝负债＋业主权益”为依据



阐述复式记账等方法的理论基础，已经可以得出合理而完整

的解释，加入其它“会计方程式”也许会“多此一举”。②

“全面收益＝（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结构模式只能说明

收益（利润）与收入、费用等的量化关系，而并不能揭示其

在经济内容上的内在联系。 在如何完整揭示财务会计对象所

具有的内在规律方面，我国会计学者的研究成就明显地超过

了西方学者。这不仅与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有关

，也与我国学者的价值观念相关 .但遗憾的是，我国会计学者

却未能全面揭示两个“会计方程式”之间的固有关系，也无

法提供“综合会计方程式”成立的充分理由。不少学者将“

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理解为“期末资产

＋费用＝负债＋期初所有者权益＋收入” ，实际上是一种误

解。 （二）财务会计基本要素结构模式的确立 归结起来，现

行财务会计基本要素结构模式的确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

由于对“收益（利润）”要素的认识不同，人们往往只注重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业主权益）”结构模式的理解

与运用，而忽略了“收入”和“费用”要素及其关系。比如

，国际会计准则不单独认可“利润”要素，但美国财务会计

准则不仅单独设立了“全面收益”要素，而且细分了“收入

”和“利得”、“费用”和“损失”等要素。②无法解释资

产、负债、业主权益等要素与收入和费用要素之间的内在联

系。对于资金运动静态表现内容要素之间的关系，人们的理

解几乎是一致的，但对于动态与静态内容要素之间关系的看

法却相去甚远（因而多数著作干脆避而不谈）。 上述问题之

所以存在，其根源在于：①财务会计要素建立在企业经济活

动及其资金运动基础上，从这个基础入手建立财务会计要素



体系才能逻辑性地得出关于财务会计要素的若干正确观点。

而现行做法，却是将会计实务中财务报表的具体内容加以归

并而“确立”所需的“财务报表要素”。②财务会计要素是

按照财务会计目标的要求，对财务会计对象内容进行的合理

划分，财务会计要素及其变化规律体现着财务会计对象内在

的规律性，体现着企业经济活动及其资金运动的固有特征。

认识和把握财务会计要素，不能割裂企业经济活动及其资金

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必然联系。而现行的观点，却未能作到这

点。③财务会计要素体系所具有的“系统”、“环境”、“

等级秩序”、“结构”等特征，决定了不同财务会计要素之

间相关关系的必然性及其“有序性”。而现行的观点，却忽

略了这点。 财务会计基本要素结构模式的目的在于揭示企业

经济活动及其资金运动的基本规律，其直接作为账户、复式

记账等会计特有方法的理论基础，因此，它是最基本、最重

要的要素结构模式。 确立基本要素结构模式，应该从企业资

金运动及其经济业务本身的固有规律入手。企业的经济业务

，主要包括资（本）金的进入（如吸收投资和借款等筹资）

与退出（如分派和偿债等）和内部营运使用。资（本）金进

入与退出企业，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业主

权益）要素发生变化，资金在企业内部的营运使用实质上就

是一个不断投入资金（发生费用）和不断收回新资金（取得

收入）的过程，因而其在会计上表现为费用和收入的变化。

费用发生与收入取得过程，同时也是消耗旧资产、产生新资

产的过程，而且，费用的发生与收入的形成，始于资产又归

于资产，因此，收入与费用对比的结果（损益）仅仅表明资

产的增减量。 财务会计基本要素结构模式对基本要素及其关



系的揭示与表达，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企业的经济活

动始于会计期初已有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因此，会

计期内收入与费用发生前（即会计期初）的基本要素及其关

系为：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静态结构模式（2

）期内经济业务的发生，就其对财务会计基本要素的影响看

，包括两类：涉及收入与费用的经济业务和不涉及收入与费

用的经济业务。在内容上，涉及收入与费用的经济业务主要

是：消耗资产（或产生债务）而形成费用，取得收入而增加

资产（或偿付债务）；而不涉及收入与费用的经济业务主要

是：企业发生筹资、偿债及分派事项。会计期内基本要素的

变化关系为： 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

⋯动态结构模式 动态结构模式是对企业经济活动“动态过程

”的完整描述。由于“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

因此，动态结构模式是揭示财务会计基本要素关系的典型模

式。换言之，其重要性要远远高于静态结构模式。在动态结

构模式中，“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要素，

均以“变动”的身份出现。如，资产要素是指“资产的变动

”，“负债要素”是指“负债的变动”等，而不是所谓的“

期初数”。收入、费用要素本身属动态要素，意味着资金的

“运动形式”。正因为各个要素以“动态”出现，因此，资

产与负债、资产与所有者权益、资产与费用、资产与收入等

要素之间在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目了然。 有

人将动态结构模式中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视为其“期

初数”以及“利润未结转前的期末数”，是不符合企业经济

活动及其业务的现实情况的。动态结构模式揭示和描述的是

企业经济活动及其业务发生（基本要素变化）的过程，而不



是结果 .实际上，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要素随着企业经

济活动及其业务的发生，总是处于变动状态之中。不间断的

“动”、“静”互变是这些要素存在的必然形式，也是其存

在的基本形式。因此，在动态结构模式中，它们均以其“变

动状态”出现（而不是静态情况）。依照这种思路，既可以

还上述要素结构模式以“本来面目”，又可以避免依据动态

结构模式而得出“收入＝费用”的荒谬结论。 （3）企业特

定期间的经济活动又止于会计期末已经形成的新的资产、负

债和所有者权益。 会计期末根据收入与费用相配比原则确定

利润。由于该利润实质上是“报告期内除业主投入和业主派

得外的一切权益上的变化” ，因此，收入与费用配比后的“

差额”表现为“所有者权益（业主权益）”的一部分。此部

分数额，正好等于期内企业经营活动中因收入和费用变动而

导致的资产净增（减）额。期末确认企业期内经济活动而导

致的“所有者权益”变动之后，财务会计基本要素的关系复

归为以下形式（但数量已经发生变化）： 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 ⋯⋯⋯⋯静态结构模式 由于企业资金运动是其动态表

现与静态表现的内在结合，因此，揭示资金运动规律的要素

结构模式也必然地分为动态结构模式和静态结构模式。静态

结构模式揭示企业资金运动在相对静止状态下的存在规律，

而动态结构模式揭示企业资金运动在绝对运动过程中的变化

规律。 由于资金运动存在的“动态”特征，财务会计基本要

素结构模式也表现为一种变动的“模式群”。在“时间观念

”上，基本要素结构模式群涵盖了期初、期内、期末紧密衔

接的全过程的资金运动；在“空间观念”上，基本要素结构

模式群包容资金运动的静态和动态内容。在期初，静态结构



模式表现资金运动的初始状态，其揭示的要素数量关系均是

“期初数”，要素结构模式实际上就是“期初资产＝期初负

债＋期初所有者权益”。在期内，动态结构模式表现资金运

动的变动状态，其揭示的要素数量关系均是“变动数”， 要

素结构模式实际上就是“资产变动＋费用发生 财务会计基本

要素结构模式用来描述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和费

用等“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财务会计的基本要

素既是企业经济活动及其资金运动的“基本构件”，也是整

个财务会计要素体系的“框架”，其目的在于通过它来描述

、归纳企业经营活动及相关资金运动的基本规律，因此，揭

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和费用之间关系的模式是

最基本的要素结构模式。 然而，国内、外有关论著或教材，

对财务会计基本要素结构模式的界定和理解尚存在不小差别

，有的甚至是误解。例如，美、英国等国的大学会计教材中

，均以“资产＝权益”或“资产＝负债＋业主权益”作为“

会计方程式（The Accounting Equation）” .而我国则将“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和“收入费用＝利润”都作为“会计

方程式”。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由于收入是取得利润的

基础，是利润的增加因素；费用（成本）是利润的减少因素

，利润又是企业资金来源增加的一种渠道。因此，资产＝负

债＋权益会计方程式与收入费用＝利润会计方程式，可以综

合为下列会计方程式：资产＋费用＝负债＋权益＋收入” .美

、英等国均以“资产＝负债＋业主权益”结构模式为基础，

来阐述财务会计程序中各种方法的建立与运用，但却未将“

全面收益＝（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等作为“会计方程式

”。经分析得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①以“资产＝负债＋业



主权益”为依据阐述复式记账等方法的理论基础，已经可以

得出合理而完整的解释，加入其它“会计方程式”也许会“

多此一举”。②“全面收益＝（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结

构模式只能说明收益（利润）与收入、费用等的量化关系，

而并不能揭示其在经济内容上的内在联系。 在如何完整揭示

财务会计对象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方面，我国会计学者的研究

成就明显地超过了西方学者。这不仅与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

、研究角度有关，也与我国学者的价值观念相关 .但遗憾的是

，我国会计学者却未能全面揭示两个“会计方程式”之间的

固有关系，也无法提供“综合会计方程式”成立的充分理由

。不少学者将“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理

解为“期末资产＋费用＝负债＋期初所有者权益＋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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