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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大于成本。或者说使得企业非诚信行为所获得的收益远远

大于所付出的成本，使得市场经济提升到诚信层面后，经济人

收益都成为了诚信行为收益，经营失信者机会成本就会升高，

如式（2），失信成本增大，使其高于失信收入，失信行为就会越
来越少，如此形成了良好的社会诚信循环。

（2）实现新的纳什均衡。对于只限一次交易的博弈而言，
很容易出现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所以有必要改变约束条件，

诱导交易出现另一个均衡结果。较为有效的做法是引入事后

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和机会成本这一制度约束条件。如果交

易一方存在欺诈行为，那么可以使欺诈方受到相应惩罚，而且

这一惩罚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欺诈所得来的收益。因此双方重

复博弈矩阵就会变成表2：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信成本大为提高，经济人选择失信

获得的收益仅为-20，交易双方的策略选择的最优解变成了
诚信。可见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切实加强市场的监管和惩罚

力度是克服经济生活中欺诈行为的可行思路。在一个良好有

序的法治环境下，交易双方将考虑到事后法律诉讼的可能、惩

罚效果及成本，将加大交易双方对风险的预期，从而使交易的

各方均保持诚信。

3. 提高诚信行为收益。对企业来说，在各种维度上，诚信
建设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尤其在信息传播日益迅速的时代，

如果缺失了诚信，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必然不能走远。从经济利

益维度来看，诚实守信的行为主体可能获得的回报是其交易

伙伴及市场所给予的实质性信任———良好声誉。良好的声誉

能带来长期的效益，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存续期超过一年或

一个经营周期的能带来超额盈利的无形资产或者商誉，是企

业市场竞争力的综合反映，其价值甚至要远远超过企业有形

资产的价值。因此，政府除了增加企业诚信缺失行为的成本，

还可以加大诚信行为的收益，把它作为开展诚信建设工作的

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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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数学方法讲解会计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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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帮助初学者掌握会计学原理的核心内容，本文针对会计等式教学内容设计了运用数学方法并结合案例的讲

解方法，主要通过数学等式的变换与简单举例，帮助学生理解静态和动态会计等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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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与大学的学习方式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采用一定的

方法帮助大学新生尽快适应大学专业学习，以便更好地掌握

会计学原理的核心内容。会计等式是会计学原理教学中的重

点和难点。笔者在讲授会计等式的过程中发现，运用数学方法

并结合案例有助于大学新生理解这一重要的知识点。

一、会计等式的主要内容

会计等式是企业资金运动规律的客观表现，它揭示了会

计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复式记账、试算平衡和会计报表的理论

基础。会计等式包括静态等式和动态等式两种形式。

静态的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式左边

表示企业拥有资源的存在形态；等式右边表示企业资产（即资

源）的来源，或者说是有关方面对企业资产的要求权，即权益。

静态会计等式反映了企业资金运动的静态平衡关系以及企业

在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表明企业在任何一个时点的资产总

额与权益总额必然相等。

动态的会计等式为：收入-费用=利润。动态会计等式反
映企业在一定期间内资金运动的动态结果，表明企业在该期

间的经营成果。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活动中为了取得一

定的收入总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即费用，收入与费用的差额即

为该会计期间的利润。

诚信

失信

A（10，10）
C（-1，-20）

B（20，-1）
D（-20，-20）

甲乙 诚信 失信

表 2 甲、乙“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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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两个等式之间关系的扩展动态会计等式为：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
（注：针对初学者，本文不考虑利得和损失）。扩展动态会计等

式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之间的联系，将资金运动的

相对静止状态与显著变动状态有机结合。表面上扩展动态会

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相矛盾，初学者较难理解。

二、运用数学方法讲解会计等式

在会计教学中运用初学者所熟悉的数学方法进行讲解，

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接受会计学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他们

体会学科之间的联系。首先可以通过数学符号的下标帮助学

生理解静态和动态会计等式，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假设期初财务状况用静态会计等式表示为：

资产 0=负债 0+所有者权益 0 （1）
期末财务状况表示为：

资产 1=负债 1+所有者权益 1 （2）
期间内的经营成果表示为：

收入 1-费用 1=利润 1 （3）
假设在期间内所有者没有增加或减少投资。收入增加所

有者权益，费用减少所有者权益，利润为所有者权益的净增加

额，那么期末所有者权益可以表示为：

所有者权益 1=所有者权益 0+（收入 1-费用 1）=所有者权
益 0+利润 1 （4）

期末财务状况则可以表示为：

资产 1=负债 1+所有者权益 0+（收入 1-费用 1）

=负债 1+所有者权益 0+利润 1 （5）
式（5）实际上就是扩展动态会计等式。利用数学中的下标

符号区分期初和期末会计要素的差异，帮助学生理解扩展动

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负债，与期初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

和负债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带来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企

业的经营活动，其成果由动态会计等式表示。扩展动态会计等

式将静态等式与动态等式相结合，反映了从期初到期末两个

时点间财务状况的变化与期间内经营成果的关系。

接下来可以通过一个简单案例进一步解释上面的等式变

换。首先设定某企业期初财务状况，介绍企业在期间内的经营

业务，分析业务后计算得出当期的经营成果，以及期末资产和

负债金额；然后将期末的资产、负债和没有加入本期经营成果

的所有者权益等三个金额放在一起，请学生分析此时资产总

额与负债同所有者权益之和的差异，由此引出期末的所有者

权益应包含当期的经营成果。

例：某商品流通企业刚成立，投资者投入资金 200万元，
向债权人借入资金 100万元。此时企业拥有资产 300万元，表
现为货币资金形态。此时，企业的权益构成为所有者权益 200
万元和负债 100万元。用静态会计等式表示为：

资产（300万元）=负债（100万元）+所有者权益（200万元）
假设在第一个会计期间该企业购入一批价值 80万元的

商品，用货币资金支付 50万元货款，余款暂欠。该业务使企业

货币资金减少 50万元，应付账款增加 30万元，库存商品增加
80万元。然后以 110万元的价格将该批 80万元的商品售出，
货款尚未收回，该销售业务产生应收账款 110万元。由于销售
已经完成，同时实现收入 110万元。80万元的商品售出，意味
着库存商品减少 80万元，同时应确认费用 80万元。
假设该企业在第一个会计期间内没有其他经营活动，则

表示该期间经营成果的动态会计等式为：

收入（110万元）-费用（80万元）=利润（30万元）
此时该企业尚有货币资金 250万元（300-50），应收账款

110万元，资产总额为 360万元（250+110）。负债包括 100万
元借款和 30万元应付账款，共计 130万元。该期间没有发生
所有者增加投资或减少投资的业务，所有者投入资本仍为

200万元，加上 130万元负债，为 330万元。该金额与此时资
产总额 360万元相差 30万元，恰好等于该会计期间的经营成
果。企业的经营成果应归属于企业的所有者，即应增加所有者

权益总额。因此经过一个期间的经营，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发

生了变化，应为 230万元。
表示企业此时财务状况的静态会计等式应为：

资产（360万元）=负债（130万元）+所有者权益（230万元）
表示该会计期间变化的扩展动态会计等式为：

资产（360万元）=负债（130 万元）+所有者权益（200 万
元）+收入（110万元）-费用（80万元）=负债（130万元）+所有
者权益（200万元）+利润（30万元）

通过具体经济业务可使学生进一步理解静态会计等式反

映企业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动态会计等式反映企业两个时

点间（即时期）的经营成果，扩展动态会计等式将两者相结合，

反映时点上财务状况与期间内经营成果之间的关系。

三、通过数学等式变换进一步讲解会计等式

由式（1）、式（2）和式（5）可得：
资产 1-负债 1=资产 0-负债 0+利润 1 （6）
由式（6）可得：
利润 1=（资产 1-负债 1）-（资产 0-负债 0）

=所有者权益 1-所有者权益 0

=净资产 1-净资产 0 （7）
式（7）表示期末与期初净资产的差额等于整个期间的经

营利润。数学等式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本质、变化规律以

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数学等式具有不同的经

济含义。如式（3）与式（7）都是计算利润的公式，但侧重点不
同，式（3）将期间内企业经营收入与费用相配比得到经营利
润；式（7）通过期末与期初净资产的差额确定利润。两者实际
上代表了确定企业经营成果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式（3）为本期
经营观，式（7）为损益满计观。在损益满计观下，除了所有者增
加或减少投资的情况之外，其他能够影响净资产的事项都会

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而在本期经营观下，只有属于本期企业

经营活动的事项才能够影响企业利润。这些知识虽然超出了

会计学原理课程的范围，但是有利于扩展学生的思路。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