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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

苏 明（副教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是两种非常重要的会计计量属性。许多研究认为，公允价值必将取代历史成本。

本文根据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对立性和统一性，这种对立

统一关系共同促进了会计目标的实现，二者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环境下，两种计量属性的使用应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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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立统一规律也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或者

矛盾规律。它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之一，也

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精髓。对立统一规律揭示出，社会

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及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矛盾，矛

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共同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是目前两种备受关注的会计计

量属性。历史成本也称实际成本，是指取得的资源的实际

交易价格。按照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历史成

本计量属性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

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

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

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

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

等价物的金额计量。公允价值是在缺少真实交易的情况

下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的一种估计价格（葛家澍和林

志军，2006）。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

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

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在 1967年 12月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发布的第 10号

意见书中，要求企业对应付债务用现值法进行摊销，这是

美国迄今最早的关于用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的文

献记录。我国在1998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

组》中首次引入了公允价值这个概念。此后，公允价值的

使用几经跌宕起伏，持续至今，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焦点。

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在相当长时期内甚至现在也依然被

许多人认为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会计计量属性。就历史成

本与公允价值孰优孰劣，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见解，

但许多研究都认为公允价值必将取代历史成本，不会持

续并存。

FASB在其 1998年发布的 SFAS133中提出，公允价值

是计量金融工具及衍生工具最合适的计量属性。黄世忠

（1997）认为，公允价值极有可能在 21 世纪上半叶成为主

流的会计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最终将会退出会计舞台。谢

诗芬和戴子礼（2005）认为，现值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

国际大趋势，是财务会计未来发展的方向。张敏等（2011）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在使用过程中虽然存在很

多问题，但大多数人仍坚持公允价值应扩大使用范围。池

雪和江春霞（2012）认为，欧盟、美国都将继续加速推进公

允价值计量，在我国，随着市场监管程度和活跃程度的提

高，公允价值必将代替缺乏决策有用性的历史成本。刘昱

含和刘桔林（2013）认为，公允价值能够更好地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是会计计量的必然趋势。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虽然具有矛盾性，但实际上，历

史成本应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前提。没有历史成本，会

计上的公允价值数据便失去了估算的基础，或者说估算

的公允价值并非真正“公允”。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既有

对立，又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共同促进了会计目标

的实现。

二、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对立

1. 过去和未来的对立。历史成本是过去交易双方对

资产价值达成的一种共识。企业购入一项资产时是否接

受对方提供的报价，通常是以该资产能够为自己未来创

造的经济利益的大小作为取舍标准。但企业一旦购入该

资产，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企业购入该资产所支付的

价格仅仅反映了企业过去对该资产价值创造能力的一种

认可，不代表购入之后企业对该资产价值的信任度。购入

之后的不同时点上，企业对该资产价值创造能力的认可

程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成本仅能代表资产的过去。

公允价值则是面向未来。公允价值有多种估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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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资产的市场经验交易价格、重置成本、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等。这些方法都是对资产未来价值创造能力

的估算技术。企业取得一项资产后，需要持续不断对该资

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以决定对资产的使用或处置方

式。例如，如果继续使用该资产预计能为企业带来的净现

值大于企业当前出售该类资产所获取的市场销售净收

益，则企业会继续使用该资产，否则出售该资产。继续使

用该资产预计能为企业带来的净现值、出售该类资产所

获取的市场销售净收益分别代表了该资产不同情况下的

公允价值。在分别确定了这两个公允价值数据之后，企业

才能做出继续使用还是出售该资产的决策。所以，公允价

值的一个重要作用体现在为企业未来的决策提供依据。

2. 实和虚的对立。在漫长的会计史中，历史成本以其

真实、具有可验证性、便于取得等多方面的优点在传统的

财务会计中作为公认的主流会计计量属性。相较于公允

价值，历史成本非常可靠。历史成本在形成过程中有购货

发票、销售合同、支付凭证等多种原始凭证作为支撑，这

些都是非常实际的资料。

相较于历史成本的“实”，公允价值则多少有些“虚”。

“虚”体现在：①公允价值并非来自真实的交易，而是一种

估计，估计难免有偏差；②公允价值是对资产未来价值创

造能力的一种判断，而未来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

确定性；③公允价值是一种公平的、合理的价格，是市场

中的多数交易主体都信服的一种价格。而公平、合理、多

数、信服这些赋予公允价值的优点并没有具体的、能量化

的、方便操作的标准。

3. 静和动的对立。历史成本是一种沉没成本，是过去

已经发生过的交易或事项中所形成的价格。企业目前的

资产是过去某一个时点某一笔交易中取得的，在这笔交

易中，企业为了取得这项资产仅支付了一个价格。这个价

格是历史成本，对该项资产而言也是唯一的历史成本。唯

一即指为取得这项资产不能支付两个或更多个价格，如

果整个交易中的确支付了两个或更多个价格，其交易实

质应该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①该项资产的历史成本是

这两次或多次支付的价格之和，企业不可能为取得同一

项资产向对方重复支付货款；②支付的两次或多次价格

是为了取得两项或多项资产所支付的价格，分别代表了

这两项或多项资产的历史成本。历史成本一旦发生，便处

于静止状态，是不能再变化的成本。

企业取得一项资产后，由于市场环境、企业战略、生

产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资产未来价值创造能力也

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资产的公允价值也因而处于不稳定

状态。另外，由于同一项资产在不同市场中的认可度存在

差异，因此即便是同一个时点，同一项资产也可能会存在

多个公允价值，这也是套利行为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原因。

因此，公允价值是一种动态的价格，是可以被不断调整、

修正的价格。

三、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统一

1. 历史成本的形成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历史成本是

交易双方协商、谈判的结果。交易双方协商、谈判的过程

也是双方经济利益的一种博弈。当交易标的价格大于其

价值时，买方会受损；当交易标的价格小于其价值时，卖

方会受损。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充分

掌握关于交易标的价值信息。当交易标的价格与价值不

等时，交易无法实现。因此，只有交易价格对双方而言都

是公平的情况下，即交易价格是公允价值时，交易才能达

成。此时，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就达成

了绝妙的统一。

当然，现实世界中交易信息具有不对称性。由于交易

双方对交易标的信息掌握得不充分，交易标的价格在与

其价值不等的情况下交易也有可能实现，因为交易中的

某一方由于信息的缺乏从而错误地将不公允的价格作为

公允价值接受了。由于交易双方均为理性的经济人，这种

表面上看似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背离的现象便充斥了整

个市场。但究其实质，交易者接受交易价格，是以交易价

格为公允价值作为基本原则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及时，交易

双方对交易标的信息掌握程度也日益提高，在交易过程

中，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在金额上日渐趋于统一，这是一

种趋势。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下，许多交易事项都直接规定

以公允价值作为取得资产的入账价值。

2. 公允价值的估算需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公允价值

虽然是一种估计值，但任何估计技术都是需要以历史成

本数据为基础的。没有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只能是一种假

想。历史成本在公允价值估算中的作用体现在：未来是历

史的延续。公允价值虽然是对资产未来价值创造能力的

评估，但是资产的价值创造能力通常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意味着资产过去和未来的价值创造能力具有

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在很多估值技术中所需要的参数

往往用过去的实际值或过去几年的平均值代表。公允价

值含有相当的历史成分。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下，一些经济事项的处理也体现

了这种思想。例如，固定资产需要期末将其账面价值与可

收回金额（公允价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较高者）进

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减值，如果减值，固定资产需要计提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在财务报告中以反映其当前的真实价

值。但是在账簿中，会计要分别反映固定资产的历史成

本、已计提的累计折旧和减值准备。这种处理融合了历史

成本与公允价值的优点，既要反映固定资产当前的真实

价值以便决策，同时公允价值估计时因为又需要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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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数据做参考，所以保留了账簿上关于固定资产原

始成本、累计折旧等方面的信息。累计折旧反映了固定资

产过去的消耗程度，在每年的消耗程度具有一定规律性

时，可以为估计以后年份的资产折耗提供参考。固定资产

的原始成本与固定资产的现行价格既反映了物价变化幅

度，又反映了资产本身技术、性能等方面的年贬值程度。

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资产未来若干期的固定资产价格变

动及市场技术、性能贬值金额做一个大致的估计。

四、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共同促进了会计目标的实现

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是目前关于会计目标的两

大主流观点。受托责任观指会计是为了履行企业的所有

者——股东的委托责任，向其报告真实、可靠的会计信

息，以评价管理当局的履约情况。决策有用观则强调会计

信息要与企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相关。

历史成本由于较公允价值更为可靠，因而在受托责

任观下备受推崇。这种可靠性体现在：历史成本有原始交

易凭证为依据。如果管理当局企图掩饰经营管理过程中

的不当行为，只能涂改、虚开、隐瞒真实的原始凭证，而这

些行为均属于违规行为。在违规成本很高的情况下，管理

者将会减少这种行为。而公允价值是一种估计价格。例

如，在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公允价值的

估算方法时，需要估算资产未来使用年限、每年资产预期

产生的现金流量、折现率等很多因素。估算不一定真实代

表资产的实际情况，但只能说是偏差，不能定为舞弊。因

此，很难从法律的角度去追究会计人员公允价值使用不

当的责任。公允价值计量一定程度上为会计人员盈余管

理提供了便利。从这方面而言，历史成本反映的会计信息

更能吸引股东，更能达到监督经营管理者的目的。

但由于历史成本比较滞后，不能反映资产未来的价

值创造能力，这就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了不便。因此，

在决策有用观下，会计信息使用者更需要以公允价值反

映的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以及决策相关性都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尤其是股东，既需要了解经理人员的履约情

况，又需要清楚企业的现行价值以便进行投资决策。历史

成本的可靠性与公允价值的决策相关性能分别满足不同

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或同一会计信息使用者不同方

面的需要，从而共同促进会计目标的实现。

五、建议

1. 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历史成本与公允价

值并存。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

内容。矛盾的斗争性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

质和趋势。矛盾的统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吸

引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不能相互脱离单独存在。

历史成本的静态特征使得取得的资产一旦入账，其

账面价值便不能再调整。但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下，资产

的账面价值要随着该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化情况不断调

整。这是二者的矛盾之处，但该矛盾也促使历史成本与公

允价值不断融合：交易的形成需要公允价值作为交易价

格，也才能形成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的估计需要参考资产

的历史实际数据。可以说，历史成本有一定的公允性，公

允价值中也有历史成分。因此，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两种

计量属性不应该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应该是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以保证会计目标的实现。

2. 坚持矛盾的两点论和重点论，不同环境下要适度

侧重。矛盾的两点论和重点论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

思想。矛盾的两点论指研究问题要认识问题的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次之间的辩

证关系。矛盾的重点论指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虽然相互联系，但解

决的问题各有侧重，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选择其中之一

作为主要的会计计量属性：①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

或地区，资产交易频繁，容易获取市场上绝大多数交易者

都认可的价格，会计可以选取公允价值作为主要计量属

性。对于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应以历史成本作

为主要计量属性，因为此时资本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可信

度并不高，如果以其作为公允价值入账，反而会使会计信

息的决策有用性更弱。②通货膨胀较严重时，应用公允价

值作为主要计量属性。因为资产此时大幅度缩水，历史成

本已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以历史成本反

映的会计信息已吸引不到任何投资者，这将严重影响到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基本生存。③产品技术更新换代

比较快的产品，很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市场淘汰，资产

贬值速度较快。著名的摩尔定律指出：当价格不变时，集

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大约每隔 18个月就会增

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即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

性能，将每隔 18个月翻一倍以上。这种情况下，显然历史

成本对当前的投资者决策毫无意义，企业账面资产水分

严重。此时适宜于用公允价值作为主要计量属性。

【注】本文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4年度研究生科

技创新资助项目“股权结构、收益性质和企业价值关系研

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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