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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会计要素概念及其分类的若干思考

【摘要】 2006年 2月 15日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意味着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接轨和趋同。然而，准则中会

计要素概念及分类还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本文试图透过历史的发展轨迹分析现状，寻找会计基础理论不完善的根

源，提出中西方会计基础理论融合的新思路，从而使会计基础理论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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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会计从开始形成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到现

在，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人们一直说“社会越发展，会计越

重要”，但这门古老的学科发展至今其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

形成，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

会（IASB）还在致力于《改进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财务报告

目标与决策有用的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特征及约束条件》的

研究。2006年 2月 15日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意味着我国实

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接轨和趋同，但细细品味还有一

些地方值得探究。

一、会计要素概念及分类的缺陷

会计要素在整个会计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

位。准确的会计要素定义能更好地联系理论和实践，更好地

使会计确认和计量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葛家澍，1996）。多

少年来理论界一直没有放弃对会计要素的研究，企业会计准

则中会计要素的概念采用的是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相对成

熟的观点。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的表述是：会计要素是

根据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特征所确定的财务会计对象的基

本分类。《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会计要素按照

其性质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其

中，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侧重于反映企业的财务状

况，收入、费用和利润要素侧重于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但这

个表述依然存在以下缺陷：

1援 出现两个会计主体，违背会计主体假设。从上面的表

述可以看出：会计要素是财务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而会计

对象则是企业的资金运动，显然这个资金运动只能是特定主

体的。下面看会计静态三要素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

事项形成的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所有者权益是指

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应享的剩余利益。资产与负债的定

义是以企业作为主体的，而所有者权益则是以所有者作为主

体的，这里就出现了会计主体的二元化。

2援 所有者权益和利润要素之间违背概念外延划分规则。

所有者权益和利润要素之间在概念的外延上是包含关系，而

非全异关系。所有者权益包含利润，是利润要素的种概念，而

利润是所有者权益的属概念。两个存在种属关系的概念同时

被划分在会计要素这一概念里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概念外延

划分规则所不允许的。

3援 收入、费用、利润动态三要素违背划分基本规则。这个

动态三要素是依据什么划分的？若假定划分依据是企业经济

利益的流向，则收入为流入，费用为流出，而利润中既有流入

又有流出，显然是不对的；若假定划分依据为产生的由来，即

是否由企业的日常活动带来，则收入、费用属于日常活动形

成，但是利润中既有日常活动形成的，又有非日常活动形成

的。可见，企业会计准则对动态三要素的划分违背了划分的

基本规则：一是没有划分依据；二是没有按照概念间的种属

关系进行科学的逐级划分。

4援 静态、动态会计等式都不成立。在新的计量模式下，所

有者权益不等于资产减负债。所有者权益应该是指企业过去

形成的或已实现的，应该由所有者享有的经济利益。净资产

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后的余额。多数企业经营一

段时间后都有商誉，自创商誉通常在个别报表里是没有体现

的，但投资者（所有者）是为之付出了代价的，应是所有者权

益的一部分，这里净资产没有包含商誉就小于所有者权益

了。另外，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将资产、负债的价值变动视为利

得或者损失计入所有者权益当中，也就是说，将资产、负债的

价值变动视为所有者权益价值变动。其实，所有者权益价值

变动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就是股票市价的变动；对非上市公

司来讲，应采用估值技术估算出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变动。资

产、负债的价值变动不是所有者权益自身的变动。

企业会计准则对收入、费用都采用了狭义的概念，使动

态会计等式也不能成立。收入是日常活动获得的收入，费用

是日常活动产生的费用，那么收入与费用之差只是利润的构

成部分，利润还包括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同时

可以看出，收入减费用加利得减损失也不等于利润。因为在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利得和损失被划分成“直接计入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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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利得和损失”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两大部分。

二、会计要素概念及分类缺陷的原因

“会计要素”、“会计对象要素”和“财务报表要素”都是近

年来在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三者在

文献中的使用经常是不加区分的。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三者

所指内容大体一致，“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要素的简称，又称

财务报表要素”。其实，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会

计要素”和“会计对象要素”概念仅见于国内相关会计文献，是

我国传统会计对象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有关会计理论研

究文献中，通常使用“财务报表要素”概念。会计要素概念缺陷

的形成原因有以下两个：

1援 会计要素概念是中西方会计理论的简单合并。我国企

业会计准则没有区分“会计对象要素”和“财务报表要素”，就

用“会计要素”替代，术语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概念的

模糊。

我国是一个注重规范研究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告诉我们，研究一门科学，首先就必须弄清楚研究的对象是什

么，对于会计这门学科来说也是如此。研究会计对象，进而以

其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这种思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的。20世纪 60年代初，易庭源、朱信诚、葛家澍、余绪

缨、殷宗鹗等会计学者，均是从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出发来说

明复式记账原理的（李心合，1996）。按照我国会计学者的理

解，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或组成部分。但是企业经济

业务的多样性、复杂性而导致的资金运动也同样多样而复杂，

将资金运动具体化一直是资金运动理论发展的最大阻碍。

斯普拉格于 1907年出版的《账户的原理》被公认为是涉

及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第一部会计理论著作（葛家澍，2006）。

这部著作把会计学概念和数学以及经济学联系起来，尝试将

会计实务概念化，提出了著名的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斯普拉格的会计恒等式注定要成为今天会计教

育发展的起点，并且是会计学教育以后修订的焦点。在这方

面，斯普拉格的理论已经被公认为美国会计理论前古典学派

的精髓。”威廉·安德鲁·佩顿（William Andrew Paton）和阿纳

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出版于

1940年的《公司会计准则导论》，提出了会计学第一个完整的

概念———主体理论，并为确定收益建立了一个“配比模型”。

会计要素在佩顿和利特尔顿精心设计的“配比模型”支配下可

归结为成本、收入以及成本与收入相配比而产生的收益三个

关键的要素，即“收入-成本=收益”。这或许就是收入费用观

的由来，这种观点支配着之后数十年美国会计理论和会计实

务变革和发展的方向。

我国会计基础理论是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会计理论的研

究成果基础上，对会计要素内容进行了规定。但这种融合仅是

简单合并，因为两种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根本不同：我

国会计理论研究是从会计对象这一客观视角出发，而西方会

计理论研究是从在实用主义观点的支配下的主观视角出发，

客观的东西永远不能随主观的愿望而改变。以 FASB“财务会

计概念公告”和 IASB“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为例，FASB和

IASB对会计要素的解释基本上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

它作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来加以阐述的。比如，FASB 指

出：“财务报表的各种要素是构筑财务报表的积木———就是财

务报表所包含的各类项目。要素指的是大类，诸如资产、负债、

收入和费用……财务报表里的各种项目，通过数字和文字表

明某一个体的各种资源、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以及引起这些

资源和要求权变化的各项交易、其他事项和情况的影响。”可

见，西方会计理论认为需求者决策需要什么信息，报表就应提

供什么信息，会计报表要素是会计报表的基本组成部分（报表

的积木）。这个概念简单明了，但根据什么标准确立会计要素，

尚缺乏严密的论证和分析。

2援会计要素的划分照顾传统习惯及中国特色而一成不变。

会计本身所具有的理论继承性以及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

性，使得会计观念的变革难以完全地摆脱现实中已广泛存在

的传统观念和实务的影响。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太多考虑了传

统观念、习惯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沿用了以前的六要素分类

法。然而会计要素的确立受会计目标的影响，会计目标的内涵

与外延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化与深化的。

因此，我们应以变化和发展的观念去认识会计对象要素及其

确立问题。

三、完善会计要素概念的思路

会计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要将会计要素概念科学化，

首先不能违背国际主流的目标导向，否则必然是不现实也没

有出路的。笔者根据以上分析，将会计要素进行下面两个改

进，并考虑到中国特色，将会计对象（资金运动）用来解释复式

记账理论。

1援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里会计要素概念与国际会计准则

一致，明确为“会计报表要素”，取消会计对象分类说。会计对

象是特定会计主体的资金运动这是一客观对象。高度抽象是

它的特点，无论如何具体化都满足不了信息需求者的主观要

求，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划分标准将其具体化为目前的几个

要素。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也明确了会计信息的目标是

决策有用观（包含企业受托责任观），以目标为导向的概念框

架已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因为目标是主观的，是从信息需求

者的角度出发的，那么会计要素就必须是信息载体———会计

报表的要素。

2援 用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的研究成果———资金运动学

说解释复式记账理论。自 1494年卢卡·帕乔利（Luca Pdcioli）

在威尼斯出版的《算数、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的问世，借

贷复式记账法便开始流行，会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多

少年来，各国会计教材一直都是从会计方程式的角度来开始

复式记账法和会计账户结构的介绍的，它的难以理解和不易

掌握痛苦了一代又一代的会计初学者。

美国学者利特尔顿（A援C援Littleton）40多年前在其所著《会

计理论结构》一书中写到：“由于人们加深了对记账程序的认识，

所以围绕复式簿记的神秘感已经消失了。惟留下一个令人困

惑的特性：某些账户的左方代表增加，而在其他账户增加额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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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右方。这种安排实在太复杂了，以至于试图将它合理化成

为徒劳无益的事。迄今为止，这种记账规则仍然属于复式记账

的一个基本部分。我们别无他法，只好接受它并且记住它……”

实际上，无论是学会计的人还是教会计的人都有与利特

尔顿同样的感受：对于六大类账户中每一类账户的结构，书上

找不出这样规定的充足理由，老师也只好把结果告诉给学生，

学生弄不清为什么而只好生吞活剥地记了下来。但如果用资

金运动学说来解释复式记账概念和借贷记账规则，就会一下

子让人感觉很美好。

复式记账的对象是资金运动，资金运动是有方向、数量和

形态的不同的，要动态记录下这三项内容就需要复式记账。比

如，用 2万元银行存款购买 2万元原材料这一经济事项，要用

到“银行存款”、“原材料”两个账户表示资金形态变化及资金

运动的始点和终点，要用借贷符号表示资金运动方向，用金额

表示资金运动数量（资金从一个端点运动到另一个端点数量

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借贷必相等）。又如，用 2万元银行存款买

来 1万元原材料、归还短期借款 1万元这一经济事项，就要用

到“银行存款”、“原材料”和“短期借款”三个账户来动态反

映了。因此，处理一笔经济业务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账

户，要以相同的金额在两个相反的方向表明资金运动的来龙

去脉。

记账规则是建立在复式记账基础之上的，可运用资金运

动学说而不必死记书上的规定，只要会分析资金运动的来龙

去脉就行了。企业的最根本目标是提高经济利益，会计记账内

容无论有多复杂，最终就是核算企业经济利益的多少。

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

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负债是指企业过

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

时义务。所有者权益是指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

余利益（也可以说经济利益流入与流出后的净额）。那么如果

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说所有者权益也应是企业的义务，所有者

享有了剩余利益也意味着企业这个主体经济利益的流出。这

样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记账内容就只有一项经济利益，记

账就是记录经济利益的来龙去脉。如果规定增加记借方、减少

记贷方，那么经济利益流到哪个账户哪个账户就是增加就是

借方，流出哪个账户就是减少就是贷方，也就是资金运动起点

是贷方，终点是借方。比如：企业用银行存款归还短期借款（资

产、负债同时减少），资金从“银行存款”账户流到“短期借款”

账户，借方登记短期借款，贷方登记银行存款；企业收到应收

账款（资产内部一增一减），资金从“应收账款”账户流到“银行

存款”账户，借方登记银行存款，贷方登记应收账款；企业将长

期借款转增资本（权益内部一增一减），资金是从“实收资本”

账户流入“长期借款”账户，借方登记长期借款，贷方登记实收

资本；销售商品取得收入存入银行（资产、权益同时增加），资

金从收入类账户流到“银行存款”账户，借方登记银行存款，贷

方登记主营业务收入等。

3援 改六要素为五要素，变所有者权益要素为资本和盈

余，取消利润要素。变革所有者权益要素的原因有三个：第一，

所有者权益要素使会计主体出现二元化，与会计主体假设矛

盾。第二，所有者权益有它自身的特定内涵。在《现代汉语词

典》中，“权益”的解释为：“应该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合法

权益”，所以它是属于法学范畴的概念。而会计六个要素中的

其余五个要素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同性质的内容放在一个

体系里进行运算不科学。第三，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计量模式发

生变化，所有者权益不能用资产减负债来简单反映，其价值确

定应建立在对整个企业价值评估的基础之上。

取消利润要素的原因是：利润是收入和费用对比的结果，

而对比前的利润体现在所获得的收入和所发生的费用中，对

比后的利润实质上已成为所有者权益的一项内容。利润作为

基本要素存在，缺乏企业实际经济交易这个客观依据。IASB

也认为，从会计确认与计量方面看，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也就是利润的确认和计量，因此不必单独设立类似“利润”的

会计要素。

建议用资本和盈余替代所有者权益要素，静态平衡公式

为：资产=负债+资本和盈余；这里的资本是指原始投资额，

“盈余”一词在英文会计文献中的应用非常普遍，是指企业净

资产超过原始投入资本的部分。动态平衡公式为：资产=负

债+资本和盈余+收入-费用（收入、费用是调整后的）。收入和

费用概念还是用企业会计准则里狭义的概念，指日常活动形

成的。等式中的收入不仅仅是作为会计要素的狭义的收入，还

包括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等式中的费用不仅仅是作为

会计要素的狭义的费用，还包括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损失。也

就是说，上面狭义的收入、费用用直接计入损益的利得和损失

调整了一下。

现代会计学家认为，会计要素的重要性并不低于会计假

设和会计原则，显然会计要素概念如果出现前后逻辑不一致、

分类不科学、平衡公式不能成立等现象会严重影响会计学科

的科学性。以上调整能使会计要素的概念及分类更科学一些，

也照顾了传统习惯，其实质内容变化不多，应是能被会计实务

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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