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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述评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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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政策选择由于其具有经济后果性，通常是利益相关者关注和博弈的焦点。本文对 2006 ~ 2012年国外关于
会计政策选择的相关文献进行现状描述与动态把握，并从国家层面分析执行 IFRS的影响效用，同时从企业层面分析会计
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以期为我国的会计政策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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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会计国际协调化使得会计准则趋同成为世界各国

的共同需求和必然选择，会计准则的执行不再局限于某一特

定主体这一微观层面，而是聚焦于如何在一国执行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IFRS）以及执行的效果如何。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
跨国业务接踵而至且其类型层出不穷，跨国公司业务会计政

策选择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剑
指会计”与低碳理念的悄然升起促使会计准则执行以及会计

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视角发生了变化。此外，我国

于 2006年发布的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
实质性的趋同，基于此会计准则体系而进行的会计政策研究

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处于同一世界经济环境的同时期的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研

究状况如何呢？其研究成果能否为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提

供理论支撑和实证支撑？国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是

否具有适用性？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 2006 ~ 2012年这一阶
段国外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相关文献进行现状描述和动态把

握，以期为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提供借鉴和支撑，以便于

检验国外文献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而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

与执行提供参考。

一、国家层面会计政策选择：执行 IFRS的影响效用
一国是否采用 IFRS的决策，是立足于国家层面的一种

会计政策选择。在选择采用 IFRS的基础上，对其规定的相关
会计政策进行再选择。从本质上看，采用 IFRS的决策也是一
种会计政策选择。因此，本文将采用 IFRS的选择也纳入会计
政策选择范畴，以更好地把握会计政策选择的国外研究动态。

关于执行 IFRS的影响效用，一般有两种观点。
一是正向收益论。这种观点认为采用 IFRS具有正面效

用，可以带来正向收益。该观点具有一定普遍性。Karamanou
等（2009）以跨国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当样本公司宣布自愿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IFRS）时，将会带来显著的正异
常报酬，且资本成本降低；证券分析师评级级别提升，隐含资

本成本减少。Cormier等（2009）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法国公司
执行 IFRS被视为其财务报表质量提升的体现。
二是收益无关论。一些学者对采用 IFRS能够带来源自

于资本市场的超额收益持否定态度。Christensen（2012）认为由
于会计准则缺乏外生变化，采用 IFRS的成本估计与收益估
计由于采用的评估口径不一致，且假定选择采用 IFRS的管
理者是理性的，使得学者们得出采用 IFRS能带来显著的收
益这一错误结论。事实上，采用 IFRS而带来的是资本市场上
的收益，是由于管理者的理性行为而产生的，与 IFRS本身是
无关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由于 IFRS本身还是管
理者的理性行为，一个国家执行 IFRS的最终结果是可以带
来正向收益的，IFRS应用的趋同化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

二、企业层面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理论依据、实践

路径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窥探

1.会计准则导向。不同准则导向下，管理层进行会计政策
选择的可能性也有所不同，具体在哪种准则导向下进行会计

政策选择的可能性更大则有所分歧。Kang 等（2011）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当管理层具有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提供积极的、高估

的财务报告动机时，与原则导向型会计准则相比，在规则导向

型会计准则下，管理层更可能选择积极高估的财务报告。这是

因为在规则导向型会计准则下，更容易确定满足管理层动机

需要的精确的临界会计数值。与此相反，Wostemann等（2010）
则认为以原则为导向的会计准则由于不能提供一个完善的体

系以限制管理层在会计准则执行中的原则判断，在原则导向

型会计准则下，管理层更易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

2. 公司特征。淤管理层激励。管理层激励，尤其是基于管
理控制职能的激励对会计准则执行以及会计政策选择具有重

要的影响。比如，在 IFRS首次执行日，对于可供选择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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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个或者多个豁免项目的选择决策是受管理层激励的

影响而决定的（Cormier等，2009）。于股权集中度。Astami（2006）
以亚太地区 2000 ~ 2001年 442家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四个主
要会计政策披露为样本，研究发现，采用提高收入的会计政策

的公司一般具有较低的股权集中度、较低的财务水平及较高

的投资机会组合。

3. 政治成本。寻租成本、税费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
等政治成本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Cho等（2012）对 20世
纪 70年代末美国政府成功对汽车运输业行业解除管制后，联
邦管辖的洲际铁路运输产业自愿性会计选择行为进行了研

究。联邦政府通过行政决策，减少了行业进入壁垒、规避了串

通定价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汽车运输公司在解除行业管制以

后的报告期内，会通过盈余管理削减利润，以降低公众对该行

业利润的过度关注，从而避免解除管制后政治成本的失控。

4. 企业外部环境。
（1）联动机制。企业对和其处于同一联动机制下的其他企

业具有跟风效应，其他企业对某一业务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影

响到该企业的选择决策。Kang等（2008）以股票赠与的费用化
为例，研究发现：当公司所处的联动机制中其他公司对股票赠

与予以费用化或者公司机构投资者被指控有财务欺诈时，该

公司对股票赠与费用化的可能性较大。Reppenhagen（2010）对
以股票期权费用是采用内在价值法还是公允价值法为例，发

现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传染性”，会受到其他企业会计政策选

择的影响。这是因为其他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改变了选择决

策的净收益，且为后面企业的选择决策提供了信息依据。

（2）游说行为。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对规范会计信息的会
计准则的“游说行为”影响会计准则的采用时机。Bujaki等
（2007）以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3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为例，对“游说行为”与会计准则采用

时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拟通过改

善财务报表业绩获利的公司，一般较早地采用所得税会计准

则；费用支付标准制定明确、公司治理机制高效的公司，一般

较晚地采用所得税会计准则。

（3）信息使用者预期。Clor-Proell（2009）研究了一个公司
的会计选择与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预期匹配程度怎样影响财务

报表使用者的评价和决策。研究发现：当一个公司的实际会

计选择不符合使用者的预期时，使用者的信誉判断会更加极

端（可能会严重低估该公司会计信息的信息质量），并分别从

股票酬劳和会计估计两个角度进行了验证。此外，也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当使用者的预期与实际会计准则选择不一致时，

与符合其预期的信息使用者相比，更加可能寻找额外的会计

信息。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窥探

1. 和谐会计论。所谓和谐会计，是指当所有企业不管处
于何处，若其经营环境相似，且对相似的业务采用相同的会计

处理方式，则认为会计是和谐的。Jaafar等（2007）对欧洲采用

IFRS之前的会计和谐程度进行了研究。他们以存货、折旧、商
誉为例，对各种会计政策以及采用各种会计政策的几率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国际化和公司规模是
显著性影响因素，但国家影响比部门影响大得多，这说明会计

是不和谐的。

2. 机会主义论。在既定会计政策选择条件下，管理层通
过选择不在预定范围内的会计政策以增加收入的行为，即是

机会主义型会计政策选择。Badertscher（2012）从机会主义的角
度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了研究，以会计重述公司为样本，采用

一个“达到或超过模型”（a meet-or-beat modle）以判断公司
的自发性会计政策选择是否属于机会主义类型，并以此将样

本公司分为 OP-MB（机会主义类型）和 non-OP-MB（非机
会主义类型）两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自发性会计政策选

择的原因与信息论假说相一致，与保守动机的有效契约假设

一致性较弱，与契约机会主义和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
的滥用或错用无关。

3. 代理理论角度。Lin（2006）采用一个包含隐藏信息（二
进制项目类型，a binary project type）和隐藏行动（即代理人的
努力，the agent's efforts）的两时期代理模型（a two-period
agency model）以解释管理层的稳健性。在以一个以会计利润
为绩效度量方法的分阶段线性激励项目为例，分析代理人的

会计自由裁量权对折旧方法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当且仅当

一个“坏”项目的代理人边际生产率比一个“好”项目的代理人

边际生产率高时，会计自由裁量权是有价值的，但不包括极端

的情况。保守的折旧方法以未来折旧补偿额的增加为代价而

减少了当前的折旧补偿额，对代理人而言，这是传递公司前景

确实是“好”的这一信息的较优的承诺策略。

4. 激励理论视角。Beatty等（2006）对企业进行会计选择
决策时，面临的几个潜在的重要的经济激励因素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线上项目会计处理（above-the-line
accounting treatment）还是线下项目会计处理（below-the-line
accounting treatment）的偏好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债务契约、奖
金、离职和交换所退市等因素影响企业提前还是延迟费用确

认的决策。

5. 折中会计论。Broberg等（2007）将实证会计理论（PAT）
和制度理论（IT）相结合，致力于研究“折中会计理论”（eclectic
accounting theory，EAT）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以瑞典 608
家上市公司 2002 ~ 2004年几个会计年度的数据为样本，并以
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为例，通过对影响会计选择的一般因素

的模型分析，发现减值政策的选择受一般商业因素、制度因素

及代理的影响。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路径窥探

1. 企业合并会计政策选择。Lourenco等（2010）发现，共
同控制实体的类型、债务契约成本和控制成本对管理层是采

用权益法还是比例合并法报告某一控制实体的权益具有重要

的影响。Richardson等（2012）以加拿大合资企业的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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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择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消除财务报告方法的选择空间

是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且对财务报告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对

合资企业资产和负债信息额外披露的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会计选择的成本。

2. 员工福利会计政策选择。Kalyta（2009）对首席执行官
（CEO）养老金计划对应计费用自愿性会计选择的影响进行
了研究。研究发现只有当退休 CEO的养老金取决于其退休
前期的公司业绩时，才会采用导致利润增加的会计政策。若

CEO没有补充养老金计划或者 CEO的养老金与其退休后的
企业业绩没有关系，关于 CEO的退休安排不会导致异常的
市场反应。反之，公司业绩则会呈现负的长期的异常收益率。

Ljubicic（2010）以德国公司为样本，当其首次采用 IAS19
《员工福利》时，基于盈余管理视角，对养老金资产的预期收益

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且仅当公司采用所谓的“权益法

（equity approach）”时，才会出现对养老金的预期回报进行盈
余操纵。当管理层预计盈利预期不能实现时，其为得到预期回

报将进行盈余操纵。操纵程度与临界指标值的缺口（预期盈利

与实际盈利之间的差额）、盈利敏感性、计划资产（plan assets）
的预期回报和公司财务杠杆有很大关系。相反，没有显著证据

表明在采用“缓冲区法（corridor approach）”时，公司进行盈余
管理。

3. 研发费用会计政策选择。管理层对研发（R&D）费用会
计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为了更好地向信息使用者传递公司所

拥有的私有信息。R&D费用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受盈余变
异、盈余迹象（earings sign）、企业规模、研发强度（R&D
intensity）、财务杠杆水平、公司研发项目的稳定性、研发项目
的成功性等因素的影响。

那么，R&D费用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呢？有什么条件限
制呢？有以下三种观点：淤无条件资本化观。Oswald 和
Zarowin（2007）认为，对 R&D费用资本化可以使得管理层更
好地将研发项目的成功情况以及未来的收益信息体现出来，

而且，R&D费用资本化比费用化能产生更高的年收益和未
来收益。于条件资本化观。Cazavan-Jeny等（2011）认为公司会
在需要迎合或者规避某一临界值的时候选择将 R&D费用资
本化，而且，当公司 R&D费用既有资本化也有费用化的情况
下，费用化部分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负相关。Kamran 等
（2006）认为管理层自主选择研发费用的资本化还是费用化，
比强制对研发费用进行费用化，更具有价值相关性。盂费用化
观。Ciftci（2010）针对 SFAS No.86 需要将软件开发费用
（SDC）资本化的规定，研究了管理者将 SDC资本化或者费用
化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采用了 SFAS No.86
之后，软件开发行业盈余质量是下降的，而其他高科技行业则

没有下降，且在软件开发行业里，SDC费用化企业的盈余质
量高于 SDC资本化企业。

4. 精算利得与损失会计政策选择。Morais（2008）以 2004
年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员工福利》在欧洲公司

的首次执行为例，选取了 523个欧洲样本公司进行了研究。发
现在强制执行该准则的第一年，大部分样本公司对精算损益

的核算采用缓冲区法（the corridor method）或者权益识别法
（the equity recognition method），英国和爱尔兰公司主要采用
权益识别法、金融公司主要采用缓冲区法。Morais（2010）研究
发现，企业规模、行业、盈利能力以及精算利得和损失的存在，

是精算利得和损失会计方法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5. 其他。在这一时期，国外学者也对下面的一些问题进
行了实践研究。淤机构投资者跨国投资的会计政策选择。
Chugh等（2008）对美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澳大利亚股票市场
（投资于非美国企业）所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变化为研究对

象，发现美国大型投资机构对澳大利亚公司的持股比例越高、

美国证券存托凭证的级别越高，美国机构投资者越倾向于采

取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而不是澳大利亚公认会计准则。虽然从

统计学意义上而言，美国证券投资者的会计选择与对澳大利

亚公司的持股水平相关，但对会计选择的具体差异进行检验，

选择何种会计准则的信息含量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于金融工
具会计政策选择。Guthrie（2011）针对 SFAS No. 159对金融工
具会计政策的规定，以72个采用公允价值的公司为样本，检
验了公司对金融工具会计政策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其

当前或者未来的盈余，结果没有发现对公允价值选择具有机

会主义行为的证据。但有极少数较早采用公允价值的、盈利下

降的公司，其当前和未来收益得以显著改善，它们是否遵循了

会计准则的执行意图和执行精神则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国外对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

研究中，研究重心从内部影响因素（反映企业自身特征的因

素）转移到了外部影响因素（反映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因素）。

除了传统的管理层激励、股权集中度等内部影响因素，学者也

尝试从政治成本、联动机制、信息使用者等外部因素对会计政

策选择进行研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则尝试采用组

合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即同时基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理论支

撑的视角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研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

路径，则与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的主要变化相联动，即主要针对

某一会计政策的变化对其选择进行研究。

三、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发展方向

根据这一时期国外文献的研究现状分析，预计未来的会

计政策选择研究将围绕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1.会计政策选择约束机制：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完善诉
求。会计信息质量是会计准则质量与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函

数（Kothari，2000），且由于会计准则并非一种真正的制度，其
无法自我执行，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执行机制（姜英兵、严婷，

2012），即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因此，会计准则能否得以有效执
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衍生的会计信息质量均与会计准则执行

机制密切相关。

会计政策选择是在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约束下，会计主体

根据自身目标在可供选择范围内进行选择并拟定会计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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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然而，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性，即通过会计

政策选择可以影响公司价值。因此，管理层可能会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通过操控会计政策选择以达到其特殊目的，导致违

背会计准则制定初衷，达不到执行的预期效果，迫切需要会计

准则执行机制的有效约束。

此外，由于目前会计理论的逐渐发展、会计准则的不断完

善以及会计改革的持续推进使得会计准则执行的地位日益提

升，不少学者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执行机制的建设应当并

举，甚至有一些学者如姜英兵（2005）、陈继初（2009）提出会
计准则的执行比会计准则本身更重要。在当前趋于选择执行

IFRS以及会计政策变化较为频繁的背景下，会计政策选择
的约束机制———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构建及完善成为迫切

需要。

2.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未明影响因素的深度探究。按
照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会进行一系列管理活动。会计政策选

择实质上是平衡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一项活动，会计政策

选择的结果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利益相关者的特

征差异及其利益索求差异、会计准则执行环境的动态变化、企

业跨国经营的特殊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等均可能会对

会计政策选择造成影响，而且其中可能蕴藏着全新的影响因

素。对未明影响因素的深度探究，是认知会计政策选择、指引

会计准则制定、完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必然选择。

此外，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更多的是集中在单一因素的

影响中，对于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则相对较少。由于多因

素综合影响更符合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质，在以后的研究中需

将其作为重点。

3.会计政策选择理论依据：理论组合依据的视角尝试。纵
观以往会计政策选择理论依据研究，主要集中在契约理论、利

益相关者理论、经济后果理论等，而且研究视角也主要是立足

于单一理论。从组合理论视角，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理论综合对

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则鲜有涉及。理论依据作为会计政策选

择的理论基础，对会计政策选择实践提供了理论解释，可以从

理论视角明确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以

及谋求规避不利后果的策略。而且，从组合理论视角进行会计

政策研究，可以从全局把握其实质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在

以后需更多地从组合理论视角进行尝试性的研究。

4.会计政策选择实践视角：新生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
果。这一时期的会计政策实践研究，重点积聚在新生会计政策

的经济后果研究中。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格局的重构、会计环境

的动态变化、利益相关者利益索求的变动以及会计准则导向

的转移等均可能引起对现行会计准则的修订或者制定新的会

计准则，准则的修订或者制定均会导致会计政策的变化，出现

一些新生的会计政策，使得会计政策可选择格局发生变化，这

便催生了学者对新生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由于会计政策变

化的常态化，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视角将主要落在新生会计

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方面。

5.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策略路径探寻与策略测度量化。现
有研究中，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研究比较少，且集中在如

何通过策略组合以达到管理层的预期目的，主要是出于消极

动机的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研究，对积极动机（比如提高会计信

息质量）的策略选择研究则很少涉及。此外，关于会计政策选

择总体状况（即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测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其测度方法和程序尚缺乏科学性和条理性，企业会计政策

选择策略总体状况及原因鲜有学者对其进行解释和评价。在

以后研究中，积极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探寻，以及会计政策选

择策略的测度量化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注】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野会计政策选择策
略系数院 基于数据挖掘的计量改进和因素分析冶渊项目编号院
71272241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主要参考文献

1. Cormier袁 Denis袁 Demaria袁 Samira袁 Lapointe-Antunes袁
Pascale，Teller，Robert. First-Time Adoption of IFRS，Managerial
Incentives，and Value-Relevance：Some French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2009；8

2. Christensen袁Hans. Why do firms rarely adopt IFRS
voluntarily？Academics find significant benefits and the costs
appear to be low.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2；9

3. Kang袁 Gerui袁 Lin袁 Jerry W.. Effects of the Type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Motivation on Financial Reporting
Decis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Business & Management，2011；
10

4. Astami袁 Emita W.袁Tower袁 Greg.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and firm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test of Costly Contracting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2006；11

5. Cho, Seong Y.袁 Sachs袁 Kevin D..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deregulation： The case of motor carri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2012；9

6. Eugene Kang袁 BrianR.Tan. Accounting Choices and
Director Interlocks： 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Voluntary Expensing of Stock Option Grant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2008；2

7. Reppenhagen袁David. Contagion of accounting methods:
evidence from stock option expensing.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0；9

8. Merridee L.Bujaki袁 Bruce J.. Mcconomy. Income Tax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Exposure Draft Responses and the
Early Adoption Decision by Canadian Companies. Accounting
Perspectives，20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