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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B_BD_E4_BC_9A_E8_c42_67150.htm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是指各种财富的转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

重新分割，而这种“社会性后果”的表现是会计报告对企业

、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具体的

表现就是一个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对其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

。 1998年财政部颁布实施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

，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三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

政策对发行B股等外资股份公司强制执行，对发行A股公司自

愿执行。可见，执行结果在发行A股公司和发行B股公司之间

形成了极大反差。无论是哪一种减值准备，发行A股公司的

运用比例都远低于发行B股公司，这并不能说明发行A股公司

中三类资产的质量要远好于发行B股公司，而只是反映两类公

司的管理人员对三项减值准备计提政策态度上的差异，是自

愿执行和强制执行政策所产生的结果。会计制度区分不同公

司执行三项减值准备计提政策，客观上加剧了证券市场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影响了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力。鉴于此，

财政部于1999年发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

理问题补充规定》，废除了发行A股公司自愿执行的条款，

规定所有上市公司都强制执行三项减值准备计提政策。 从中

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充分考虑了经济后果因

素，使得一些颇为稳健合理的具体会计准则难以付诸实施，

企业有了钻会计准则的可乘之机，意图披露不实的会计信息

。从宏观的角度讲，也就影响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



，如果过分考虑经济后果，更可能使企业经理利用信息不对

称的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加

大了代理成本。但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我国准则制

定的过程中对经济后果的考虑也是有必要的： 1.如果忽视经

济后果，将不能确定需要颁布准则的问题领域。 2.实证会计

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组契约组成的。由于契约的刚性、不

完备性以及契约成本的客观存在性，如果经济后果根植于企

业的契约，则不能仅仅要求通过重订契约来适应会计准则的

变更。因此，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既应考虑到其实施后可能

产生的经济后果，也应将生产会计信息的成本以及会计准则

施加给企业的契约成本考虑进去，这样才可以为企业的生产

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保障条件，避免企业因技术性违约而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3.有利于协调和均衡各个集团的利益。政

府虽然同时具有产权利益主体和会计准则制定者的双重身份

，它在考虑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时却不能一味强调其自身的

利益，它必须通过会计准则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使之达

到均衡和总体的效益最佳。 4.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

因为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客观存在性，如果会计准则制定者

考虑会计准则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而且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进

行研究，并预计执行会计准则的好处又将胜过可能的不利影

响，那么颁布的会计准则所遇到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因此

，准则制定者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专业技能被认可的领域，

同时要尽量使会计准则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减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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