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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行为会计的研究已经历了较长时间，一般认为

行为会计是会计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主

要研究人类行为对会计信息乃至会计系统的影响，以及

会计信息对人类行为和行为决策的影响。简而言之，行为

会计就是研究人类行为对会计的影响以及会计对人类行

为的影响，显然行为会计只是研究人类行为与会计之间

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在研究会计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时，行

为会计的作用是通过会计的反映和控制体系，实现经济

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有效配置，合理界定各利益主体的责

权以及避免腐败行为和黑幕交易等，这是会计的反映和

控制职能对人类行为的必然结果。在这里会计的反映和

控制职能是作为既定前提的，以此为前提再研究其对人

类行为的作用，具有被动性。

幸福会计属于行为会计中研究会计对人类行为影响

的范畴，但与以前的行为会计的研究存在两个根本的差

异：一是幸福会计是以行为目的研究作为前提的，即为了

实现会计相关关系人的幸福应该如何改进会计的反映和

控制职能，具有主动性，表现为为了达到设定的目标，会

计如何改进自身。二是幸福会计以会计对自然人个体的

幸福程度的影响为研究内容，幸福是自然人个体的一种

情绪表达，因此幸福会计必然是研究会计如何影响和改

变自然人个体的幸福程度。当然，当无数个自然人的幸福

都会受到影响和改变时就会产生群体效应，尽管如此，会

计的这种群体幸福效应仍然是通过每一个个体予以体现

和表达的。这与传统的行为会计所研究的会计对人类行

为的影响主要着重于社会经济影响和群体影响存在明显

的差异。

向二十一世纪迈进以后，人们的生活目标有了很大

的改变。上个世纪无论宏观和微观上，人们的生活都以价

值作为目标，宏观上要实现GDP最大化，也就是国民总收

入最大化，微观上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个人收入最

大化。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的宏观目标，

学者们也开始研究人们的生活目标到底是价值最大化还

是幸福最大化，以及如何实现幸福最大化。将幸福最大化

运用到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就产生了幸福经济学和幸福

管理学，而应用于会计中就产生了幸福会计。这里最为关

键的问题是价值最大化与幸福最大化是否存在差异？如

果两者不存在差异或者两者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也就

意味着价值最大化就是幸福最大化，这样就没有必要另

辟蹊径对幸福最大化进行单独研究。研究表明，价值最大

化并不意味着幸福就一定最大化：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

低时，增加收入会使人们的幸福指数上升得较快；当人们

的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增加收入不仅不能提高

人们的幸福指数，反而会降低幸福指数。欧洲人的收入水

平低于美国人，但欧洲人的幸福指数却高于美国人；不丹

是全世界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

却排在许多发达国家之前。正是由于收入水平高并不意

味着幸福指数高，就产生了研究人们生活目标幸福最大

化的必要。

当然，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在原有的价值最

大化目标下，同时也能够实现人们的幸福最大化。而不是

将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研究弃之一隅，另起炉灶独立地研

究如何实现人们生活的幸福最大化。事实上，离开了最基

本的收入水平，幸福无从说起，而仅仅只是为价值而价

值，幸福就必然会被价值而绑架，痛苦也由此而生。人们

生活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幸福，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

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生活的现实表明一切都离不开金

钱，这就极易在表象上造成人们生活的起点离不开金钱，

生活的目标也就外化为追求金钱，这正是人们生活目标

的价值最大化的现实基础。实际上，价值最大化是实现幸

福最大化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当手段被滥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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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极限使用时，不仅不能带来幸福最大化，而且会带来

相反的效应。

（二）

那么，什么是幸福？在心理学上，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欲望的满足程度，欲望的满足程度越高，人们的幸福程度

也就越高，反之亦然。这种解释多少有点颓废和被动感，

也就是说人们的欲望越大，实现欲望的可能性就越小，人

们的幸福程度反而越低，这似乎意味着人们若是没有欲

望，幸福也就随之而来。那么，要想提高幸福程度是否就

是要减少人们的欲望？如果没有了欲望，幸福又从何谈

起？其实幸福更一般的定义是指人们一种正面的感受，它

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

并不受制于与幸福有关的事件的好坏状态；二是即便是

一个负面的事件，如果人们能够从中得到正面的感受，其

也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如果人们从失败中得到了成功之

母，幸福也就油然而生；如果人们在痛苦中得以超然和升

华，幸福也就相伴而来。既然幸福可以从如此宽泛的角度

去理解，那么在会计的反映和控制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就

是如何使与会计的反映和控制相关的人们能够得到一种

正面的感受。事实上，由于会计的反映和控制活动常常使

会计处于监督的地位，而被监督者在监督中其幸福感就

很容易下降。这种下降至少意味着会计与幸福是有着密

切关系的，但幸福会计的目的不是使人们在会计反映和

控制活动中产生负面的感受，而是要强化其正面的感受。

对于哪些会计反映和控制活动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程

度，这里举例进行说明。

实例之一是工资发放的次数。传统上工资都是按月

发放的，或月初或月末，也就是在一月之内只发放一次，

称之为一次性发放。但在欧美发达国家，现在的工资发放

由月工资转化为旬工资，直至周工资，称之为分次发放。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基于欧美国家人们的消费观念的需

要，即活在当下，今朝有酒今朝醉，当周发放工资，当周就

进行消费；另一方面也与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密切相关。

人们的幸福程度是用幸福指数进行衡量，那么幸福

指数的高低与工资的一次性发放和分次发放存在什么样

的关系？幸福指数的高低以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即幸福的

高度、幸福的密度和幸福的长度。这三个方面是怎样产生

的？这三个方面的产生与我们日常所说的三句话密切相

关：之一是我高兴得要死了，这称之为幸福的高度；之二

是我无时无刻不处在幸福之中，这称之为幸福的密度；之

三是我幸福了好长时间了，这称之为幸福的长度。工资一

次性发放主要带来的是幸福的高度，而工资分次发放相

比较而言所带来的是幸福的密度和长度。心理学研究结

果表明，幸福的东西往往只会在人们的心中停留较短的

时间，而痛苦的东西往往会在人们心中停留较长的时间，

所以提高幸福指数的关键是要留住幸福。工资的分次发

放一方面带来了幸福的长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幸福的

密度，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每时每刻

都处在幸福之中。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采取周工

资制，不仅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指数，而且也是公司理财的

必然选择。如果采取月末或者月初一次性发放工资，就会

在发放工资的时点上需要大量的现金流出，但在这一时

点上不一定有相应规模的现金流入，即会导致现金入不

敷出，为此公司就必然要举债从而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如

果将工资在月内分次发放就比较容易实现现金流入和流

出在不同时点上的数量匹配，从而既减少举债、降低资金

成本，又可以减少资金冗余、降低机会成本。不难看出，工

资分次发放既实现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又提高了

人们的幸福指数，可谓一箭双雕。也就是在会计的反映和

控制活动中伴随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再融入幸福的

考虑，幸福会计也就自然形成。

实例之二是招待费用的控制。许多企业对招待费用

的控制采取了按行政级别审批报销的方式，招待费用越

多，批准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反之亦然。这种按行政级别

审批报销招待费用的方式既不符合经营管理的实际需

要，也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在经营活动过程中，招

待费用到底发生多少合适取决于被招待对象的实际需要

和要完成的经营活动的重要性程度，而不是取决于行政

权力的大小（即行政权力大就可以多批报招待费用，权力

小就只可以少批报招待费用）。以销售活动的招待费用为

例，为了取得销售订单，招待客户几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事项。许多企业规定招待费用必须按照行政级别进行审

批，由此导致的问题有：之一是当销售人员请求批准招待

费用的支出时，由于受到行政审批监督，销售人员的幸福

指数必然下降，当两者意见不一致时更是如此；之二是招

待费用的数额越大，审批的行政级别越高，行政级别越高

越是远离所招待的客户的基本状态。其实，最了解客户所

好的是第一线的销售人员，他们为了取得销售订单必然

会按照最优法则对客户进行招待，这正是企业组织扁平

化、把权力下放到最基层的原因所在。当招待费用数额较

大时，行政审批的级别越高，他们又远离招待客户的现实

状态，在审批中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可能的结果

是审批不通过而导致销售人员无法取得订单，或者费用

数额被减免导致招待不到位，赔了夫人又折兵。更进一步

是当年终考核时，销售人员没有完成预期目标，必然与行

政当局互相推诿责任，或者考核不了了之，使得责任目标

形同虚设；或者进行强制性考核导致销售人员受罚，形成

心理委屈或者怨恨，其幸福指数必然下降。所以，招待费

用按行政级别审批报销是一种降低人们幸福指数的方

式。那么招待费用采取何种控制方式既能提高招待费用

的使用效率又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就成为会计控制

所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5. 16 ·5·□

基于提高幸福指数的视角而改进的招待费用控制方

式是“黑箱管理”，也叫投入产出总量控制，企业的行政当

局并不对每一笔招待费用进行逐项审批，而是根据与招

待费用相对应的产出（如销售招待费用所对应的项目就

是销售额），确定招待费用提取的控制总额，只要在控制

总额内，发生招待费用的当事人就有权决定招待费用的

开支数额及其实施方式。这样控制的结果必然带来人们

幸福指数的提高：首先，发生招待费用的当事人自行进行

招待费用支出决策而无需被审批监督，幸福指数自然上

升；其次，发生招待费用的当事人能够按照客户的实际状

况进行招待费用决策，使得招待费用当事人能够相机行

事，从而实现招待费用当事人与客户的融洽合作，也提高

了双方的幸福指数；再次，在年终考核时，由于招待费用

的支出决策是由销售人员自行决策，当招待费用超支时，

就不会发生上下级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当然也会提高

双方的幸福指数。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通过激励机制确定

发生招待费用的当事人节约了招待费用，可以提取一定

的比例作为报酬，那么当事人一定会想方设法基于自身

利益的考虑节约招待费用，达到既能使客户满足当事人

的要求，又能节约招待费用的双重目的。而对于会计控制

而言，既能确保招待费用的有效控制，又不必对发生招待

费用的当事人进行监督而形成对立。这都能使双方的幸

福指数得以提升。

实例之三是预算管理。长期以来，很多企业总是把预

算管理作为责任控制的手段加以使用，包括确定预算责

任指标、分解落实预算责任指标、控制预算责任指标的执

行过程和执行差异、考核预算责任指标的完成情况并据

以奖罚，通常把这种预算管理称之为责任导向的预算管

理。对于预算责任主体而言，责任导向的预算管理是一种

外在强制，必然很难带来幸福指数的提升。心理学研究表

明，人的行为通常都具有趋利性，也就是人们之所以行为

或者不行为都与自身的利益存在关联性。当预算管理强

化责任控制并成为一种外在强制时，预算责任主体的行

为就不再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当责任的履行只是一种强

制而不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时，预算责任主体的幸

福感就必然下降。从历史来看，预算管理之所以被采用是

利益导向的，其目的就是改变传统管理的责任导向。预算

管理是在公司制企业产生以后而产生并采用的，自然人

企业相对于公司制企业的特征是，自己的钱自己经营，经

营收益都归自身所有，其激励效应最大，经营的损失也由

自身承担，其约束效应也最大，自然人企业是一种激励和

约束效应最大的企业形式。但由于自然人无法实现规模

效应和能力效应，就必然向公司制企业转换。公司制企业

通过向社会募集资金，可以实现规模效应，通过两权分

离、委托经营者经营，从而实现能力效应。公司制企业大

规模的经营所带来的必然是群体劳动，在大规模群体劳

动的条件下，人们之间很容易产生偷懒和“搭便车”的现

象，这就导致多劳者未必多得，不劳者未必不得，由于这

种分配的失衡现象，必然导致人们的幸福指数下降。

人们之所以履行责任就是为了取得利益，人们之所

以愿意履行更多更大的责任就是为了取得更多的利益。

当人们的行为是基于自身利益时，人们的行为就具有了

内在自愿性，人们就会发自内心地愿意做得更多、做得更

好，幸福感就会自然形成。预算管理就是要实现公司在大

规模的群体劳动条件下还要使每个责任人（员工）感觉到

是在为自己而干，这样就能把自然企业的优势与公司制

企业的优势完美地结合起来。这主要是通过岗位预算、岗

位核算、岗位考核予以实现，当每个责任人完成预算责任

指标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时，至少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幸福

指数的提升：一是在公司内部不同责任人之间的权责利边

界被明确划分，多劳者必多得，少劳者必少得，利益分配的

公平性使人们的整体幸福指数大大上升；二是每一个责任

人之所以乐意完成预算责任指标，是因为完成这些指标都

会得到相应的利益，由于这种利益的获得满足了人们趋利

性的属性，使每一个人的幸福指数也大大上升。

综上所述，所谓幸福会计，就是要站在相关关系人的

角度，制定会计政策和制度，使人们能够获得各种的正面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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