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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

蒋 昕 单昭祥渊教授冤

渊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广东湛江 524094冤

【摘要】本文针对传统的“会计核算基本前提”有关概念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观点：给出新的“会计核算基本前提”定义；

将会计界公认的会计核算的四个基本前提扩展到七个；提出“会计核算基本前提”不等于“会计假设”；认为“货币计量”不隐

含“币值稳定”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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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含义及内容

会计核算基本前提包括哪些具体内容，目前尚无一致的

提法，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会计核算基本前提就是会计假设，

会计假设就是会计核算基本前提，二者并无区别。比较公认的

定义是：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也称会计假设，是指为了保证

会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和会计信息的质量，对会计核算的空间

和时间范围、内容、基本程序和方法所作的限（假）定，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会计原则。在上述定义下普遍认可的企业会计核

算基本前提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

四个方面的内容。

笔者认为，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定义存在以下两个问

题：淤“会计核算基本前提”不等于“会计假设”，二者是有区

别的。于该定义与其四个方面的内容不符。由于会计主体、持

续经营、会计分期只是对会计核算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的限定，

货币计量是对会计核算计量单位的限定，没有对会计核算内

容、基本程序和方法所作的限定，而货币计量又不属于会计核

算的范围、内容、基本程序和方法，因此，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

定义不够准确。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给出企业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定义

如下：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是指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核算时

都必须遵循的先决条件，是在进行会计核算工作之前，对会计

核算的已经明确或不明确的不确定情况所作的限定或姑且认

定。其中：明确的不确定情况是指某事件的几种可能情况已经

明确，不确定仅仅是因为没有限定而不确定，一旦作了限定，

就不会出现其他情况。不明确的不确定情况是指某事件的几

种可能是不明确的，即使作了限定也不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

况。因此，对不明确的不确定情况，只能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

和趋势，做出合乎情理的认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会计假

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会计假设是对会计核算上不明确的不

确定情况所作的姑且认定，而对会计核算上明确的不确定情

况所作的限定则不是会计假设。会计假设是会计核算的基本

前提，但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不一定是会计假设。

二、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扩展及依据

1援 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扩展。前面提到会计核算的四个

基本前提中，会计主体限定了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持续经营

限定了会计核算的时间范围；会计分期限定了什么时候记账、

算账、报账；货币计量限定了会计核算应采用什么计量单位。

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应限定会计核算的记账基础、核算内

容和记账方法，也就是会计核算的另外三个基本前提：权责发

生制、会计六要素和借贷记账法。

（1）权责发生制是限定企业会计在进行会计核算时，要以

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基础。之所以选择权责发生制而不选择

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基础，是因为企业交易或者事项的发生

时间，与相关货币收支时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

（2）会计六要素是限定我国企业会计在对交易或者事项

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应将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划分

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个要素，而不

能分为其他的会计要素。根据我国国情，《基本准则》将会计要

素分为六个项目。对会计要素的限定和规范，可以使财务会计

系统更加科学严密，为合理建立会计科目体系、设计财务会计

报表提供依据和基本框架结构，便于会计信息的汇总、对比，

为投资者、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

（3）借贷记账法是限定企业会计在选择记账方法时，只能

采用借贷记账法，而不能选择其他复式记账方法。限定采用借

贷记账法记账，不仅规范了各行业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更好

地发挥会计的作用，同时也便于同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经济

交往。

2援 扩展的主要依据。我们把“权责发生制、会计六要素、

借贷记账法”作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将会计核算基本前提

由四个扩展到七个，虽然有悖于公认的四个基本前提，但是它

符合中国会计实务的具体情况，并且能使会计理论更加完善。

其主要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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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基本

准则”）。基本准则显然是对会计核算的规范，其第一章总则共

十一条，是对整个会计核算过程的总体规范，第一条是制定基

本准则的目的———规范会计核算；第二条是基本准则的适用

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第三条是企业会

计准则包括的内容———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第四条是财务

会计报告的目标。剩下七条（从第五条至第十一条）显然是对

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时间范围、计量单位、记账基础、核算内

容、记账方法的限定，也就是本文提到的七个会计核算基本前

提。基本准则将这七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基本准则的总则部分，

显然是对会计核算全过程的总体规范。这七个方面虽然是人

为确定的，但完全是出于客观的需要，符合会计实务的客观事

实，有充分的客观必然性，违反其中任何一个前提，会计核算

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

（2）符合公认的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定义。上述七个会计

核算基本前提，不仅不与公认的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定义相

矛盾，反而修正了其欠准确的部分，补充了核算内容、记账基

础和记账方法，使会计核算基本前提更加完整。

因此，将会计核算基本前提扩展到“会计主体、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货币计量、权责发生制、会计六要素、借贷记账法”

七个方面的内容，不仅与《企业会计准则》相适应，也符合公认

的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定义，更符合我国的会计实践。

三、“会计核算基本前提”不等于“会计假设”

从定义上看，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不等于会计假设，会计

核算基本前提是对会计核算的已经明确或不明确的不确定情

况所作的限定或姑且认定，是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

告的先决条件。而会计假设是对会计核算上不明确的不确定

情况，只能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和趋势，作出合乎情理的认

定，这是会计假设与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根本区别。在上述公

认的四个会计核算基本前提中，只有持续经营属于会计假设，

因为企业能否永远持续经营并不明确，只能根据正常情况姑

且认定其是持续经营的，但不能保证不会出现解散清算的情

况。而会计主体、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是对已经明确的不确

定情况所作的限定，一旦作了限定，就不会出现其他情况，具

体分述如下：

会计主体是在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已经明确的情况

下，限定其只能核算那些影响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本身经济

利益的各项交易或者事项，那些不影响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

经济利益的交易或者事项，就不能进行核算。如果是会计假

设，可能还会出现核算不影响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经济利益

的交易或者事项。但是通过上述限定之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

况。因此，这不是姑且认定，而是明确的限定。

会计分期是将企业持续不断的经营过程，人为地、明确地

划分为较短的相对等距的会计期间，这显然是对会计核算所

进行的限定。如果是会计假设，将有可能出现没有会计期间的

情况，但经过上述限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这不是姑

且认定，而是明确的限定。

货币计量是在货币量度、实务量度和劳动量度三种明确

的量度之间，限定采用货币量度。如果是会计假设，那就有可

能出现以实物量度或劳动量度作为统一的量度单位，但在上

述限定之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此，这也不是姑且认定，而

是明确的限定。

因此，将上述公认的四个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称为会计

假设，仅仅是一种习惯叫法，并不科学。笔者认为，虽然会计假

设是会计核算的前提条件，但会计核算的前提条件不一定都

是会计假设。

四、货币计量不包括币值稳定假设

对“货币计量”这个会计核算基本前提，普遍的看法是：货

币计量是以“币值稳定假设”为条件的，只有在币值稳定或相

对稳定的情况下，不同时点的资产价值才具有可比性，不同期

间的收入和费用才能进行比较。

我们认为：货币计量的实质，是要求企业对所有的交易或

者事项都要以货币作为统一尺度来进行计量。这里并没隐含

“币值稳定”这一假设，因为币值是否稳定，是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并不因为假设它稳定就稳定，不假设它稳定就

不稳定，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我国所有企业的一些相同

资产、相同单位产品的收入和发生的费用，从建国到现在都翻

了几番、几十番甚至上百番，币值不稳定的影响是众所周

知的。

会计假设是对会计核算上不明确的不确定情况，根据客

观的正常情况和趋势，所作的合乎情理的姑且认定。持续的通

货膨胀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公认事实，币值不稳定才是正常

情况和趋势，不顾客观事实的币值稳定假设，已经不是假设，

是将主观愿望强加于客观事实。事实上，不管币值是否稳定，

也不管交易或者事项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发生，都不能妨

碍会计核算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进行会计计量。所不同的是，在

恶性通货膨胀时期，需要用特殊的会计原则，如物价变动会计

原则对币值进行调整；对发生在不同时点上的资产，不同期间

的收入和费用，利用货币时间价值公式消除时间、风险和通货

膨胀的影响，将其换算成现在的价值或其他同一时点上的价

值，同样可以进行比较，而不会因为币值不稳定就不能进行比

较。如果还假设币值不变或前后波动能够互相抵消，未免有自

欺欺人、掩耳盗铃之嫌。但不管怎样，都是以货币单位进行计

量，不能因为货币不稳定就不用货币单位进行计量，会计的发

展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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