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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AE_A1_E7_c42_67165.htm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

过程之中，即由行政主导的计划经济体系转变为以市场为导

向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变方式，成为研究目

前中国经济问题最特殊的社会背景。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经济中，我们可将会计信息环境分解为会计信息的需求者、

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会计信息的生产和会计信息的监管者。

从中对失真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一、会计信息的需求者 会计

信息的需求者包括政府、股票市场、投资者、银行、企业内

部管理层。 1.政府：政府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主要角

色，具有宏观调控、税收征管、参与利润分配、国有资产管

理及考核与监督的职能。政府往往既是投资活动的当事人，

又是维护资源配置秩序的政策制定者。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

，政府要关心投资回报，关心资本保值；作为经济秩序的维

护者，它还得行使行政权利，担负起经济资源配置的调控重

任。政府为制定合理的“决策”和有效的“政策”，不可避

免地要利用会计信息，从中提炼有助于制定相应的“决策”

和“政策”的依据。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会计信息的主要用

户。 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

用者，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

经济造成的破坏。但政府部门作为一个组织，其利益也会受

到一些财务数据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的政债主要来自于地

方企业的业绩。出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或某种

特殊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



实的会计信息，而会暗示企业提供预定的数据，甚至会与企

业合谋，共同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应该说，我国政府在经

济生活中参与得太深太广。以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而言

，政府作为国企的所有者，是信息的提供者；通过财政部门

及证监会，政府又是信息的监督者；作为银行及基金的管理

者，政府又是信息的使用者；在会计师事务所完全和挂靠单

位脱钩之前，政府又是信息可靠性的保证者。市场经济的基

本原则是，各经济个体独立运作，各自照顾自己的利益，这

些个体的行为汇合成市场行为，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的

力量才介入。 我国的政府身为多种角色，是无法同时顾及的

。从目前看，这或许是我国在经济过渡时期待有的现象，有

它的合理性；从长远看，政府的角色如何能逐步退出，发挥

市场经济个体的独立作用，将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前提。

2.股票市场和投资者：股票市场是全社会的会计启蒙，它不

仅创造了大批会计信息的需求者，而且引进了充分披露、决

策有用等重要会计理念。在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可分为

以下几种：一是拥有不可流通股份的国有股与法人股股东。

到1998年底，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份占总股份的68.4％，这种特

殊的股权结构对股票市场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二是机构投资

者（基金与自营券商），这类投资者是我国会计信息最大的

主动需求者。机构投资者拥有强大的科研人员，充当着会计

信息阐析者的角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财务会计准则委

员会在考虑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时，事实上假定会计信息的

使用者是机构投资者。三是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可进一

步分为大户与散户。 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

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



利益相关性最大。但据《上海证券报》1999年 2月对投资者所

作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年报行情以企

业业绩为依据，l／3的人认为年报行情容易导致市场炒作，

有58％的人认为股价与业绩之间的关系不大。投资者对会计

信息的不信任，当然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道德有一定关系，

但在家的恶意炒作，内部交易等行为的存在，也是一个重要

原因。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而后者占

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

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

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

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 3.

银行：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

大部分是国有企业，银行是这类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

，银行在考察信贷时，主要依赖会计信息。从实际情况来看

，银行同样存在着国有企业的问题，如缺乏合理的信用风险

控制机制、政府行为严重等，因而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往往流

于形式。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

性还有所要求的话，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

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银行和

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

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

况（假定财务状况不好），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这些问题

使信用评估制度的效率下降，银行不良债权急剧增加，甚至

影响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对小企业而言，由于其贷款一般多

有抵押或担保，我国商业银行对其会计信息则尚未足够重视

。 4.企业内部管理层：会计信息是对一个企业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综合反映，它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经

济运行状况和管理水平。企业会计工作水平的高低，会计信

息质量的好坏，往往体现在企业负责人是否使用会计信息进

行决策上。如果企业负责人真正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负起

责任并予以关注，会计的预测、决策、核算、控制、分析、

评价、考核等各种功能就能较好地发挥，将有助于企业提高

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显然，企业内部管理层是需要

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但由于经营者掌管着企业，是“内部人

”，有能力掌握企业的真实情况，并不一定需要从企业对外

的会计报表中获得，故对企业向外披露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不

能起到应有的控制作用。实际上，在会计工作中，许多造假

帐的案例，并非会计人员本身的作为，往往是企业负责人所

授意和指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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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