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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AE_A1_E5_c45_73717.htm 会计假设，又称会计

假定，是指会计人员对那些未经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讨论的

经济事物和会计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所作出的

合乎事理的推断，而且是日常会计处理的必要前提。由于受

实用主义的影响，各个学者对会计假设的表述不一，如佩

顿1922年最早在其著作《会计理论》提出会计假设概念时，

概括了7项会计假设；1961年AICPA的会计研究部首任主任穆

尼茨在其会计研究文集《会计基本假设》（ARS No1）中提

出了3类14条基本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大多数会计学

家认可财务会计必须受到4条基本假设的约束，即会计主体假

设，货币计量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但是笔

者注意到在众多会计著作和教科书中谈到会计分期假设及会

计分期与持续经营假设的关系时，均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及

逻辑不清的现象。如在《企业会计准则》第六条规定：“会

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核算帐目和编制会计报表”

。不少文章和著作在引用这个规定时，一般就理解为会计分

期假设，但随之认为会计分期假设是持续经营假设的连带假

设和逻辑结果，是持续经营假设的补充。如在2004年的CPA

考试指定教材《会计》中写到：根据持续经营的基本前提，

一个企业将要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持续经营下去，要最终确

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只能等到一个企业在若干年后歇业

的时候核算一次盈亏。但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决

策要求及时的信息，不能等到歇业时一次性地核算盈亏。因



此，就需要将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

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分期核算和反映。可见，其观点是先

有了持续经营，才出现了会计分期，会计分期是在持续经营

的前提下，为了让外界及时了解企业信息的一种技术安排，

一种附带假设。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混淆了两者间的关

系，误导了读者。下面将从会计史的发展和当前会计环境的

现状两个方面来论述，并在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从会

计发展史的角度 作为现代会计基础的复式簿记诞生于中世纪

的意大利，那时由于地理条件的便利，热那亚，威尼斯等沿

海城市成为了商业中心。当时的商业活动主要是由近东的短

期投机贸易构成，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海外短期

投机贸易存在着高报酬高风险的特点。因此，为了获取高报

酬同时又要降低风险，活动主体主要由合伙出资方式成立。

作为出资人的投资合伙人，将商品委托给执行合伙人，由这

些执行合伙人冒着航海的危险进行实际贸易，返回时再作出

详细报告，分享收益。由于经营活动性质限定，在完成某次

冒险投机活动，各合伙人分得利息，如没有恰当的投资机会

，该合伙组织即行解散。可见，在当时企业持续经营的条件

并不具备，但是会计分期核算却已经出现了。这里的分期并

不是人为的分期，而是以每次海外投机活动为核算期，核算

期可以低于一年也可以超过一年，视该次投机贸易活动持续

时间而定。 另一个例子是根据伊丽莎白一世1600年的特许而

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它是从发行有限期的股份从事航海冒险

事业开始，逐步发展成为拥有永久投资资本的持续经营公司

。在16001617年间，该公司主办了113次航海贸易活动。在每

次航行结束时，都进行资产和利润的清算，以便在股东之间



进行“分配”，同时以新的方式补充已认资本，即让想退出

者可以退出，并使新的“冒险家”能加入进来。在这时，由

于资本的非永久性及经营活动的不连续，持续经营不存在，

而会计分期（以每次航海活动为核算期）的使用则已确定无

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已经发展成连续不断的

过程，按每次航海投机贸易活动进行分期核算，将船舶，贸

易站和其它长期资产从一次冒险活动结转到下一次冒险活动

，是非常麻烦的，容易使公司的帐目陷入混乱状态。其次，

连续不断的航海贸易也要求公司拥有永久性资本（这时把企

业视为持续经营更为恰当，即永久资本保证了企业经营的持

续性）。1613年，东印度公司停止了每次冒险活动都发行股

票的做法，开始出售为期四年的认股单。1657年，《新公司

成立的特许条例》颁布，确立了永久性投资资本的原则，并

扩大了股东在清算前可以转让个人股份的权力。由于引进了

永久性资本，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投资者（股东）希

望他们的投入资本能得到保值，股份公司必须保证其资本的

完整性，确保经营的连续性及其经济实力，从而使广大的投

资者，消费者，公司雇员和其他企业有关人员避免因为资产

的减少和收益能力的降低而蒙受经济损失。第二，对股东的

分配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分配资产和利润的方式，而将采用

定期支付“股息”的方式进行。这两个问题均导致了对会计

的进一步要求：一方面要精确地对资本资产进行定期分析计

价，以确保资本保持；同时要明确区分资产和费用，企业的

收入应与产生一定期间的收益的成本联系起来，即通过期间

配比原则来分期确定利润，以保证定期从本期收益和累计收

益中来发放股利。从此，定期进行资产计价和利润核算就成



了会计人员日常的主要工作，由此产生了更接近现实的会计

实务。 因此，并不是由于企业持续经营，才产生了会计分期

将持续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以利

于分期核算报告。会计分期并不是从属于持续经营的一种技

术安排。会计分期早就存在，是由于永久性资本的引入，从

而使企业持续经营成为可能，以及对资本保持和定期支付股

息的要求导致了会计分期的缩短和定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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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