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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会计理论是对会计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它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日新月异，并向
会计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广大会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的会计理论园地已是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
景象。
从国内外学术界来看，研究会计理论并出版专著的专家学者很多。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Hendricksen）的《会计理论》、佩顿（Paton）的《会计
理论》、莫斯特（Most）的《会计理论》、利特尔顿（LittIeton）的《会计理论结构》以及哈利·沃
尔克（Harry I.Wolk）的《会计理沦》和斯科特（William R.Scott）的《财务会计理论》等。
这其中又以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的《会计理论》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
该书对会计理论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对会计理论研究者、有关权威机构等有分歧的观点作了全面的介
绍，近似于百科全书，因此对那些对财务会计理论有兴趣的学者来说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我国学者编写的会计理论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汤云为、钱逢胜的《会计理论》（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1997年版），葛家澍、刘峰的《会计理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版），吴水澎的《中国会
计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等，此外还有陈国辉的《会计理论研究》（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和裘宗舜的《财务会计概念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年版）等。
可以说，会计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会计改革的需要，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
人意的地方。
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显得还比较幼稚。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会计理论体系，尽快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理论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
大课题。
改善会计准则的实用性或可靠性，改善会计信息披露，减少不确定的选择方法，特别是如何既涉及会
计基础理论体系，又涉及应用领域的前沿课题，科学地处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关系的会计理论研究
显得更是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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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名为《会计理论拾遗与应用研究》，起意于笔者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时，深感现有的会计理论专
著中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尚显缺乏或者研究缺乏深度。
举例来说，对会计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实质重于形式、稳健性、可靠性、相关性等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
深度，特别是结合现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原则研究显得不足。
再比如，一些诸如哲学原则或映射中国古代文化并影响至今的中庸、对称、脆弱性等在会计理论特别
是实务中的应用研究就更少，换句话说，对会计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比较充分和深入，但涉及应用领
域的前沿问题研究不够。
出于这一理念，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会计理论拾遗与应用研究、审计理论拾遗与应用研
究、财务理论拾遗与应用研究。
每个专题下面既有会计基础理论分析，更注重会计理论的应用分析。
    目前已经出版的会计理论专著一般都侧重会计研究方法、历史发展等内容，主要描述目前的会计理
论和流派以及对当时存在的各种观点的陈列，进行分析或讨论创新成分较少。
即使进行分析或讨论，一般也只是小心地指出各个学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运用恰当的方法将其理论
发展成为折中派。
有学者认为，写一本会计理论著作一般有三种主要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只记录描述现行的最新会计实
务，不试图建立一个完美的会计理论框架。
只是根据会计专业团体的权威公告建立一个粗略的理论框架。
这种途径提供的会计理论可能对实务非常有用，但可能满足不了理论研究者的需求。
第二种途径是忽略纷繁复杂的会计实务，尽可能地利用演绎推理的方法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理论
体系。
但大多数人很难胜任这一工作，即使做了这种研究，也很难对会计实务产生直接而显着的影响。
第三种途径是结合描述来讨论会计实务，会计专业团体的权威文件，学术协会的半官方观点，有关学
者的研究及观点，同时笔者对此加以评论并提出意见。
本书运用第三种途径，其中创新的地方在于：    1.运用了哲学的观点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来指导会
计理论研究，比如中庸观点、对称观点在会计理论和实务中的应用研究。
    2.整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来指导会计理论研究，争取在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方面的突破，如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和金融脆弱性理论在会计审计中的运用研究。
    3.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研究其若干会计新领域(下推会计、表外筹资、衍生金融工具问题等)中的应用分
析，及其在现行会计实务和法规建设中的运用不足分析、审计援助制度设计、CPA职业道德三角框架
体系构建等研究，为有关决策部门制定和修改政策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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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在会计确认中的应用　　所谓会计确认，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辨认哪些会计事项应否进入
、何时进入、按什么金额进入会计处理系统的过程。
在具体确认中，需要解决哪些项目应该进入会计处理系统，这些项目应该记人什么要素，在什么时间
确认，确认的金额是多少等问题。
确认的时间基础（何时进入）由确认基础 ——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一一来解决，而确认金额的多
少则由计量来解决。
本节将讨论事实重于形式原则在确认标准（回答前两个问题）中的应用。
　　（一）在资产确认中的应用　　《企业会计制度》第12条对资产的定义是：“资产是指过去的交
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这个定义与《企业会计准则》相比，强调了资产“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这个本质，比较之下有
了很大的改进。
实际上，正是由于原来的会计要素定义不够妥当，才导致了企业的会计信息与经济事实相背离。
就资产而言，原来的定义使得一些不符合资产定义的项目被确认为资产。
一些价值严重减损的资产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导致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虚列资产，
形成会计信息失真。
坦率地讲，我国会计信息失真跟企业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够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指导下的资产确认，至少可以认为在以下两处有该原则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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