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82窑 援 下旬

基于客体和主体关系视角

的财务学问题研究

鲁 芳

渊湖南女子学院会计系 长沙 410004冤

【摘要】本文对财务学的国内研究现状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从客体与主体整体关系视角来研究财务学问题的现实意义，

并基于客体与主体整体性构建了我国财务学理论框架，以期形成人与物共同财务理念，实现财务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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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论是盈利性的公司，还是非盈

利性的政府、事业单位、公益性组织，财务的重要性都日益凸

现。然而，财务学依然在会计学、金融学和财政学夹缝中生存，

财务学发展并非像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完美。

从财务的原始含义看，“财”属于物质的客观范畴，“务”是

属于意识的主观范畴，亦即“财务”就是物质的客观性和意识

的主观性统一（夏明，2002）。溯本求源，“财务”物质和意识的

统一性决定了这门科学应同时具有客体和主体的双重属性。

从哲学角度看，任何认识都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

任何理论都是系统化的认识。财务学是人类在长期财务实践

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思维活动所产生的关于财务系统化的理

性认识，是财务主体与财务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本文

提出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视角下研究财务学的问题，旨在通

过一个新的视角来诠释我国财务学问题研究，有助于财务学

理论研究走出目前的困境。

二、国内外财务学研究现状分析

1援 国外研究现状。财务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

现在 19世纪末，一般认为美国财务学家格林 1892年撰写的

《公司财务》的问世为其标志，而 20世纪 50年代的米勒、莫迪

里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出版以及 MM

理论的提出意味着财务学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从主体与客

体角度看，西方财务学可以分为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 80年之前，侧重财务学的客体研究。

以 Markowitz（1952）投资组合理论、股利分配等理论为代表

的传统财务学，对西方财务实践运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以完全理性、有效市场为假设为基础，过分利用公理化的

逻辑演绎和数学的定量分析，彻底排除了人的主观因素，活生

生的人被物化了，可以说是注重“资本”这一物的财务研究。

第二阶段，20世纪 80年之后，侧重财务学的主体研究。

以 Jensen和Meckling的代理成本理论“将人的本性融入公司

行为的综合模型中”，并将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概念纳入财

务学的框架为标志，从此西方财务学从财务的客体研究向财

务的主体研究转变，行为财务学成为现代财务学里面的“显

学”（夏明，2010）。

2援 国内研究现状。我国财务学从对西方财务学简单介绍

开始，到借鉴西方财务学的基础上融入我国经济、制度、文化

等因素形成了具有中国财务学理论体系，发展的时间相对较

短，因而我国财务学主体与客体研究脉络不像西方财务学那

么清晰，几乎是同时进行研究。

（1）我国财务学客体的研究现状。财务学的客体即财务学

的研究对象，我国财务学的客体研究随着经济社会环境不断

变化，从最初货币和资金，到后来本金和资本，再到现在的价

值、财富和资源。我国早期财务借鉴苏联模式，是依附于国家

财政体系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因而财务也就是对其“货币”这

个客体进行收支管理。在对苏式财务客体继承基础上进行批

判和创新，提出了财务学以“资金”为对象（邢宗江等，1964）。

20世纪 90年代，财务面临新的环境与地位，提出了“本

金”之说（郭复初，1993）。从财务学历史演进来看，相对货币与

资金论而言，本金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科学论断。随着我国资本

市场的发展，以及西方财务学的影响，“资本”进入我国财务学

的客体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金”主体来源不清的缺

憾。从财务核心范畴演进看，价值是知识经济时代财务学的研

究对象（罗福凯，2001）。李心合（2001）在《知识经济与财务创

新》一文中，又提出了由硬资源和软资源组成的泛财务资源为

财务客体，拓展了财务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苏万贵（2010）从广

义角度把财富作为财务客体，认为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

财富及二者结合物。不可否认，我国对财务客体仍存在很大的

争议。

（2）我国财务学的主体研究现状。依据目前的文献资料，

本文将财务主体分为财务行为主体和财务产权主体（王跃武，

2009）。

从财务行为主体看，财务行为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

展，主流公司财务学进行多领域综合交叉发展。我国财务学改

变了以传统公司为唯一财务行为主体的局面，涌现出很多非

公司财务学领域：国家财务学（郭复初，1996）、发展财务学（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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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初，2006）、广义财务学（苏万贵，2004），还有随着非营利组

织成为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借鉴国外经

验的基础上有部分学者开始对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活动展开

研究。公司财务学受文化、制度、环境影响下也向其他分支学

科发展。伴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及全

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有学者提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财务（冯

巧根，2003）、公司软财务（茅宁，2007），金融危机的爆发，针对

现有公司财务基于阳态经济条件下，提出了公司阴态财务学

（李心合，2009），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公司可持续发

展财务（施平，2010）、公司自然灾害财务学（郭复初、干胜道

等）应运而生。我国学术界还在公司集团财务、跨国公司财务

等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

从财务产权主体看，我国学者运用产权理论对现代财务

理论进行研究，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财务理论成果———财权

理论和财务治理理论。“财权”这一科学论断被提出后，实现了

价值与权力、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的高度融合，弥补了传统财

务学重财务活动轻财务关系的不足。以财权理论为基础，不断

挖掘其在公司治理中作用，而形成财务治理理论，超越了以

静态范畴研究为主的财务治理（曹越、伍中信，2007）。财权理

论、财务治理理论，强调了人与人之间财务关系处理，增强财

务学的社会性。总而言之，对财务主体的研究呈现一片繁荣

局面。

在国外发展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和在国内发展的三十多年

时间里，财务学在客体和主体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

财务主体研究成为当今财务学研究的主流，“人”成为财务学

研究的核心和主体，是财务学发展的飞跃。从唯物哲学范畴

看，主体和客体是在实践基础上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是在

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不过遗憾的是，学术

界至今都没有用客体与主体辩证统一的思路来思考与审视财

务学研究，来研究财务主体与财务客体的财务关系，以致于对

财务客体漠视，远离生态问题，又成为了现代财务学发展的困

境。因此，从客体与主体辩证统一的

关系视角研究我国财务学问题，有利

于财务学发展走出当前的迷局，促进

财务客体与主体协调发展，有助于形

成人与物共同财务的理念，维持财务

学的可持续发展。

三、基于客体与主体关系视角的

我国财务学问题研究

1援 财务学客体的研究。就目前而

言，财务学客体研究存在不同的观

点，必然形成不同的财务内涵、功能

和目标，进而导致人们对财务没有逻

辑上一贯性的认识，这对本来就脆弱

的财务学发展产生了不利条件。财务

学以何为客体适应现有环境，还值得

研究。

财务学是创造价值的财务，由于

资本的增值性，在大多数财务活动研究中仍以资本特别是财

务资本或金融资本作为客体对象，尽管很多学者提出了泛财

务资源的财务客体，这就导致了现代财务学发展的“科学困

境”中一个明显的问题———研究配置时忽视财务资源与自然

资源的关系（李心合，2009）。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自然资源过

度消耗、废气过度排放以及空气和水污染日益严重等许多环

境，导致大量社会成本产生，是源于财务客体范围研究的局

限，从而导致财务行为的不适。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存

在价值得到共识，而且其价值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

值和生态价值，这些变化应在财务学领域及时体现，才能使财

务学发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拓展财务学客体的范畴。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

现代财务学应以资源为研究客体。

2援 财务客体与财务主体关系视角下财务学理论框架的

构建。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需要一种概念框架作为统一推

理的依据。财务学在财务客体方面和财务主体方面的研究已

经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成就。但迄今为止，财务学还没有

形成一套成熟和规范的概念框架或理论结构，严重阻碍财务

学的发展。本文继承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以财务客体和主

体的关系构建我国财务理论框架（见下图），提供一新的“看的

方式”，对我国财务学理论框架研究做有益的尝试。

从财务学发展历程看，财务环境对财务客体和财务主体

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因而仍将财务环境论作为基于

客体与主体关系构建我财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

财务就是物质的客观性和意识的主观性统一，随着社会

环境的变化，财务客体和主体的具体范畴会发生变化，因而形

成相应财务客体理论和财务主体论，构成了财务学的整体框

架两条逻辑主线。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这决定了世界的本

质。财务的客体属于物质范畴，决定着财务的本质，因而在客

体理论指导下形成财务基础理论，有助于财务是什么，起到什

么作用，达到什么目标几方面达成统一的认识。

基于客体和主体关系的财务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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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课程“团队困境”问题探讨

屈仁均渊博士冤 李严锋渊教授冤

渊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 昆明 650021冤

【摘要】类似头脑风暴法，好的案例分析课是一个智力的激荡过程，具有团队学习特性，只有每个团队相关者都付出努

力，贡献自己的智慧，才能提高案例分析课的效果与质量。案例分析课最大的问题在于“团队困境”。本文借助博弈论分析工

具，分析了“团队困境”产生的原因，而要避免案例分析课“团队困境”，必须对学生进行公正而严格的考评。

【关键词】案例 团队学习 团队困境

一、案例分析课的特点

案例教学是指以案例为教材，让受教育者通过阅读、分析

和思考，以及相互间进行讨论和争辩，以提高思维、推理和处

理问题能力的教学过程。案例教学具有高度的仿真性、富有能

动性和创造性，是加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教学方法之

一，是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它既

是一种教学活动，也是一种教学方法。一堂好的案例分析课至

少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 脑力激荡。案例教学法是一种普遍公认的培养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提高全面素质的有效教学方法。在教

师的组织下，学员借助案例材料提供的信息和个人经验，运用

所掌握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当事人的身份去分析研究，寻找存

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且通过学员之间的充分讨论，集众

人之长对方案不断完善和发展，最终优选实施方案的教学教

程。不难看出，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在教师组织下的学员自主学

习，即学员自己使出全身解散去发现并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案例教学一般的程序是：布置讨论案例；个人学习案例相

关材料；小组准备与讨论；小组发言；总结。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知识可以得到逐渐拓宽与加深，更

重要的是，通过自己主动思考与学习后，再加入到小组及班级

讨论中去，可以产生威力强大的脑力激荡，常常可以在不经意

间解答令自己困惑的问题。这是为什么现在西方社会一些组

织盛行头脑风暴法，因为通过头脑风暴这种与案例讨论相似

的讨论，组织遇到的多数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所以说案

例分析法对于问题具有强大的威力，而且是进行创新思考的

强有力的工具。

好的案例分析课，是智慧的碰撞，是思维的叠加，是思想

的交锋，可引导学生进入知识的迷宫。正如击水产生涟漪，击

随着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运用到财务学领域，财务学

不仅关注财务活动（价值流）的研究，还要注重财务关系（财权

流）的研究，因此对体现财务关系的产权主体和体现财务活动

行为主体研究作为理论框架的一部分是未来财务学发展的必

然要求。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和分工

结构的优化，决定着财务行为主体具有多样性。公司是经营财

产业务效率最高的经济组织，因而公司财务是财务学的核心

为行为主体，不过其他非盈利组织对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作

用，不可或缺，因此从财务行为主体方面需要构建公司财务学

理论和非公司财务理论。公司财务是主流财务学，随着资本网

络化的发展，要形成的广义筹资、投资、分配通用业务理论，而

在通用理论的基础，公司财务又向集团财务、跨国财务、环境

财务等多分支发展，以后还会有新的分支学科出现。同样，在

公司通用财务理论的影响下，非公司财务学业向多元化发展，

未来还有其他组织财务出现。

总之，从财务客体与主体关系构建我国财务学理论框架，

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财务客体与主体辩证统一、协调发展，更好

指导财务实践活动，形成对财务统一认识；另一方面，将财务

关系与财务活动、价值和权力融合，更是价值表现（客体）、价

值创造（行为主体）和价值权力（产权主体）三者的整合，有利

于形成人与物共同的财务，维持财务学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财

务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注】本文系 2011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野基

于财务学视角的矿产资源问题研究冶渊编号院11B065冤 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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