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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原则委员会的时代：1959 ~ 1973年

【摘要】会计原则委员会的时代是美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金融理论花样翻新的时代。在理论建构

方面，会计原则委员会的《会计研究文集》出师不利。在规则制定方面，公众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甲方

乙方关系，决定了会计原则委员会只能在客户利益之间进行调和。这极大地限制了《会计研究文集》的创

新空间，会计原则委员会在会计理论探索方面并无多大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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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原则委员会的时代背景

195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创设会计原则委

员会（APB），取代了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

会由18~21位委员构成，这些委员均为美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会员，其中大多数是公共会计师，同时有少数

学者、公务员和实务界人士。其所发布的公认会计原

则名为“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APB Opinions）。
（一）美国的政治经济环境

1.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罗斯福新政所确立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施政纲领被后

续几任政府内阁延续下来。约翰·F.肯尼迪（1961 ~
1963年在任，民主党）的调查咨询顾问保罗·萨缪尔

森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接替肯尼迪总统

的林登·约翰逊（1963 ~ 1968 年在任，民主党）在

1964年大选胜利后提出了与罗斯福新政理念相近

的“伟大社会”施政纲领。约翰逊在任期间推行了一

系列着力消除贫困、保障人民生活的法律（涉及教

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环保等，共有四百多项），

美国贫困人口大幅下降。1964年7月，约翰逊总统签

署了著名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法案》。在这一时

期，美国经济总体上是高度繁荣的。

2.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末

期，美英两国分别提出“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

作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候选方案。1944年7月，在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 44国参加

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上通过了《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其核心是“美

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确

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

系，这实际上是“怀特计划”的体现。1971年，尼克松

政府宣布美元贬值，停止履行兑换黄金的义务，美联

储也拒绝向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出售黄金。1973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再次宣布美元贬

值，同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

（二）美国证监会的窘迫地位及其对待会计规则

的态度

1939年4月，道格拉斯离开美国证监会，赴任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随着道格拉斯的去职，美国

证监会也越过了它历史上的巅峰时刻，从此不再拥

有来自白宫、国会和社会公众的强有力支持了。二战

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期间，

所有被任命的证监会委员几乎都是公司律师或证监

会职员，他们没有多少（甚至根本没有）经济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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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的知识背景。

会计原则委员会的许多议程都是由美国证监会

规定的，会计原则委员会积极地充当着好仆人的角

色。除征求意见的程序比较严密之外，会计原则委员

会与其前任会计程序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没有什么不

同[1]。

（三）证券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放松了对证券市

场的管制，于是，每年发行的新证券规模平均超过2
亿美元，192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 8亿美元，达到顶

点。20世纪60年代，证券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

易量和新证券发行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证券

投资者的人数增长使得会计信息受到越来越多美国

家庭的重视。20世纪 40年代约有 400万股票投资

者，到了1962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为1700万人。

股票分析师的出现是 20世纪 60年代兴起的另

一现象，他们需要用更吸引人的概念把所推荐的公司

卖给投资者。他们需要一个简单易懂的理论，并使它

流行起来，成为华尔街的时髦词。金融理论的发展很

快就提供了这样的用语，几年内，华尔街掀起新一轮

的热潮，比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激动人心[2]。

二、注册会计师行业在会计原则委员会时代的

理论研究

（一）会计研究文集

为克服会计程序委员会缺乏理论支持之弊端，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设立了会计研究部（ARD），并

授权会计研究部主任发布由高校学者或行业研究者

受托撰写的《会计研究文集》（Accounting Research
Studies，ARS）。《会计研究文集》不属于美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制定的公认会计原则，其目的是引起业界

对重要会计问题的探讨，以供会计原则委员会作参

考。应该说，这种为制定会计规则提供充分的理论支

持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可惜的是，学术界牵

头创作的《会计研究文集》大多以失败告终，导致大

多数《会计研究文集》由公共会计师行业和公众公司

会计主管主导，这就对其理论价值构成了限制。

除由首任会计研究部主任穆尼茨亲自操刀撰写

的第1号、第3号文集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明确否

定外（原因详见后文），大多数文集都对后续公认会

计原则的制定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二）第1号和第3号研究文集的尝试

吸取前车之鉴，会计原则委员会成立伊始便着

手建立会计的基本假设和广义的会计原则。

1.《会计研究文集》第 1号（1961 年）。1961年 9
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会计研究文集》第

1号，也就是穆尼茨的专著《会计的基本假设》。该书

闭口不谈当时学术界热议的历史成本会计与现行成

本会计之争，而是采用演绎法，试图从会计环境入手

推演出会计假设。

通过分析会计环境，穆尼茨提出了五项会计假

设（量化、交换、主体、时间区间、计量单位），进一步

推演出相关联的四项假设（财务报表、市场价格、主

体、暂时性）。上述假设是由会计环境所决定的。此

外，穆尼茨还提出了五项强制性假设（持续性、客观

性、一致性、币值稳定、披露）[3]。但其忽视了这样一

个现实问题：社会科学往往需要从人类社会的现实

需要出发展开研究。穆尼茨这种照搬照抄自然科学

研究范式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脱离实践的缺陷，再

加上穆尼茨的上述假设与大众常识无异，因此，学术

界和实务界对之诟病颇多。该文件被后来的财务会

计准则委员会抛弃，后者发布的 8份“概念公告”都

没有专门讨论会计假设[4]。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框架》仅仅提到两个基础假设，一是权责发生

制，二是持续经营。

穆尼茨提出的会计假设主要在学术圈流传，对

会计实务以及证券市场上的公认会计原则影响不

大。但这套可有可无的会计假设，却被写入了我国的

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

2.《会计研究文集》第 3号（1962年）。穆尼茨还

与施普劳斯合著了《会计研究文集第3号：企业广义

会计原则试行公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 1962
年4月公布了这部著作。该书堪称颠覆性创新之作，

以下节选几例进行说明：①采用了美国会计学会

1957年的公告的观点，认为“资产反映未来经济利

益，是本期或过去的经济业务的成果”，提议采用资

产服务潜力的折现值来计量；②主张按可变现净值

对正常的待售存货进行计价，不管它是高于还是低

于成本；③主张同时使用物价指数调整和以重置成

本的变动为基础的固定资产重估价方法；④反对把

“实现原则”列为会计的首要特征，主张完全抛弃而

不是修正实现原则；⑤强调通过综合反映经营收益、

持产利得和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来及时地确定利

润，把市价波动形成的浮动盈亏计入利润表，以期提

高财务报表的可比性和可解释性；⑥倡导使用折现

方法记载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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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集立论大胆，与美国证监会当时坚持历

史成本会计的立场迥异，堪称惊世骇俗，尤其是“现

值”的提法更是挑战了人们的思维极限。现值是一个

羞辱人们智商的概念。不妨以一个悖论来拆解其谬

误。计算现值的人为什么要计算某物的现值？那是因

为他连该物“现在值多少钱”都不清楚。既然如此，他

是如何知道未来现金流量是多少的呢？

正如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5]在《会计理论》一

书中所指出的，折现的做法存在诸多问题，不适合作

为会计计量方法：它仅仅强调了时间因素和预期现

金流量，所有其他风险因素全被忽略了；用主观评价

的风险来调整折现率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如此计算

得到的数据进入利润表，导致利润表不能用于衡量

企业业绩，因为未来现金流量和过去的行为无关。最

根本的问题是，现值实际上是通过估计未来的情况

来计算本期的利润，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不难想象，这份文集在正式公布前就引起了极

大的争议。批评者指出：由第1号文集的假设并不能

推理得出第3号文集的建议；第1号文集强调的是交

换价值，而第 3号文集强调的是未来利益的现时价

值（即折现值），两者是矛盾的；第3号文集中记载的

会计原则提出了一些超现实的准则，变化之大令人

难以接受；客观性、一致性、原始成本和稳健主义等

有助于在法律上保护公共会计师的原则在很大程度

上被否定或忽略了；第 3号文集抛弃了实现原则而

倡导资产市值增值理念，将资产定义为未来的收益

潜力，却没有明确规定计量标准，所提出的资产估价

理念很难与会计实务联系起来。

有学者指出，第 3号文集企图篡改传统会计的

利润概念，如此，会计上的利润便不再是“可供分配

的利润”和应纳税的利润了，这将导致两种结果：其

一，企业管理层将会认为会计数据是无用的；其二，

金融分析师将不再关注会计利润，而是将重点转向

现金流量。这种评论观点实际上是对《公司会计准则

导论》的呼应。

3. 会计原则委员会拒绝采纳《会计研究文集》

第 1号和第 3号。1962年 4月 13日，会计原则委员会

发布“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告第 1号”，以“过于激进，

不合时宜”为由，拒绝采信穆尼茨亲自操刀撰写的

《会计研究文集》第1号和第3号，不把其意见纳入“会

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会计原则委员会认为，“这两

份文集对发展会计思想做出了宝贵贡献，但偏离现

行公认会计原则太远，因此，目前阶段不适合采用”。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约翰·W.奎南曾恳请

实务界人士对会计研究部的研究发现多提反馈意

见，但遗憾的是，多数评论意见缺乏建设性，几乎是

一边倒的反对之声。奎南的愿望未能实现。

会计原则委员会灼人的措辞“这些文集偏离现

行公认会计原则太远”深深地刺痛了施普劳斯。但施

普劳斯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拥有相当的自信，他坚持

己见，立即以一篇题为“会计研究文集第3号中激进

的另类会计原则”的辩护文章，回敬了会计原则委员

会 [6]。此后，施普劳斯在学术界蛰伏十年，终于在

1973年被遴选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并在供

职的 13年中有 11年担任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副主

席，从而得以把他那颠覆性的理论贯彻到公认会计

原则之中。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会计研究文集》第1号
和第3号的冷酷态度导致会计原则委员会重蹈会计

程序委员会之覆辙。理论创新，谈何容易。笔者认为，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施普劳

斯的理论创新在理论上违背会计学原理，在实践中

缺乏可行性。

（三）其他研究文集评介

除了上述第 1号和第 3号研究文集因“过于激

进，不合时宜”而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拒绝采纳

外，其他研究文集大多被会计原则委员会采纳，作为

制定公认会计原则的立法参考，有些会计原则委员

会意见书针对相关研究文集的观点进行了探讨。这

些研究文集的共同点是，其作者均对所探讨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广泛的调研，这些因素保

证了文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会计研究文集》的执笔者通常

是注册会计师或者高校教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往往还会针对重要的研究项目专门成立主要由会计

公司代表组成的项目顾问委员会，由其对会计研究文

集进行评论，从而为会计原则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

1.《会计研究文集第2号：“现金流量”分析与资

金表》（1961年）。知名学者佩里·梅森所著的《“现金

流量”分析与资金表》针对当时兴起的现金流量会计

与权责发生制会计之争，提出了编制资金表的主张

和“全部财务资源”的概念。

当时业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现金流量概

念优于净利润概念，从而可以取代净利润概念。对

此，梅森提出，测度盈余的有效指标仍然是净利润，

利润表是不可替代的，当前流行的“现金流盈余”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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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反而是有害的。相应地，梅森提出了编制资金表作

为对利润表的补充的主张。

在当时，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就资金表中的“资

金”定义达成共识，一般指狭义现金、现金和上市证

券、货币性资产净额或者营运资金。梅森翻阅了美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编辑的 1959年版《会计趋势与技

术》（Accounting Trends and Technique）一书所收录

的600家工业企业的年度报告，其中有190家编制了

某种形式的资金表，做法五花八门。梅森建议，应当

把资金理解为“全部财务资源”。

第 2号文集为 1963年的《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

书第 3号：资金来源与运用表》和 1971年的《会计原

则委员会意见书第 19号：报告财务状况的变化》提

供了理论参考。

2.《会计研究文集第4号：租赁合同在财务报表

中的列报》（196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租赁

业务在美国得到快速发展。西北大学教授约翰·H.
迈耶斯应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之邀，对租赁的会计

处理规则展开专题研究。其著作《租赁合同在财务报

表中的列报》于1962年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作为

《会计研究文集》第4号予以出版。

（1）迈耶斯的建议。迈耶斯认为：企业界对租赁

合同的披露明显不足，应当加强；有些租赁合同应当

作为一项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同时记录相应的

负债。

迈耶斯提出，如果一项租赁合同形成了相应的

财产权，则应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纳入资产负债表。

问题是，哪些租赁合同形成了财产权？迈耶斯给出的

判断标准是，如果租赁合同包含以下所有条款，则该

租赁合同很可能形成财产权：第一，合同期限，实质

上覆盖租赁物的整个经济使用寿命；第二，合同到期

时的选择权，承租人有权在租赁合同到期时，以一个

象征性的价格购买该租赁物；第三，禁止取消，该租

赁合同为不可撤销合同；第四，租金，承租人支付确

定的金额，从而使得出租人能够收回租赁物的投资

并且得到公平的回报；第五，税收、投保支出、维修保

养开支，这些开支均由承租人承担。反之，则租赁合

同不形成财产权。

在租赁合同形成财产权的情况下，该租赁合同

便被视为为购买承租人所占有并使用的租赁物而采

取的融资形式，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列入资产负

债表。这种做法被迈耶斯称作“融资法”，他认为，这

种情形下的租赁交易在实质上就是购买，即分期付

款购买商品，因此，这种处理方法能够更全面地反映

承租人的财务状况。反之，则该租赁合同被视为购买

服务而逐期支付租金的普通交易。这种做法被迈耶

斯称作“租金法”。在计量上述资产和负债时，需要分

两步进行计算，第一步应当确定购买财产权所付出

的租金，第二步是采用适当的利率计算那些租金的

现值。

（2）反对者的意见。反对者提出以下理由，试图

否定在资产负债表中记载租赁合同所形成的资产或

负债。第一，承租人占有并使用租赁物，但并不拥有

租赁物的所有权，因此，该租赁物并不构成承租人的

资产。第二，在资产负债表中记载租赁合同所形成的

资产或负债，这种做法存在许多主观判断，必然使得

财务报表毫无意义且具有危险的误导性。第三，将长

期承诺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做法，在技术上尚不成熟。

第四，在资产负债表中记载租赁合同所形成的资产

或负债，这种做法具有负面的经济后果，将会对财务

比率分析、信贷决策、税收征管、公用事业单位的定

价等方面造成影响。第五，这种会计规则将会使租赁

合同失去原有的经济优势。在传统上，企业没有按照

租赁合同的实质去记账，于是就能够制造出一种“幻

觉”，而这正是租赁交易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反过

来看，如果按照实质去记账的话，这种幻觉就会消

失，租赁合同可能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迈耶斯及其反对者的理论探讨已经提及“法律

形式”和“实质”的区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呼之欲

出。1964年12月公布的《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5
号：承租人财务报表中对租赁合同的处理》给出的方

案，与迈耶斯提出的方案相似。

3.《会计研究文集第5号：对企业合并的会计处

理之批判性研究》（1963年）。时任伊利诺伊大学教

授的阿瑟·R.怀亚特于 1960年 3月应美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之邀，对企业合并的会计问题进行研究。怀亚

特的著作《对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之批判性研究》，

于 1963年 6月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作为《会计研

究文集》第5号予以出版。

该文集是针对不断恶化的企业合并会计处理现

状展开的。通常，以付出资产或者承担债务的方式所

实现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来处理。以交换股权的

方式所实现的企业合并在20世纪50年代颇受欢迎，

而其会计处理规则却一直不甚明朗，直到1957年会

计程序委员会公布《会计研究公报第 48号：企业合

并》时，公认会计原则才明确规定，允许企业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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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即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中选择使用。但

这两种方法所形成的资产和股东权益数据往往差异

甚大。权益结合法的处理规则更是频繁修订，不同年

份的做法存在较大差别。

怀亚特认为，目前很多企业合并其实并不满足

《会计研究公报第 48号：企业合并》所设定的条件，

但还是在按照权益结合法进行会计处理。权益结合

法之所以兴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刺激因素：一是企

业界不愿意确认商誉并摊销商誉；二是企业界越来

越强调每股收益数据，由此企业面临维持每股收益

的压力；三是购买法将会导致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

得额之间的差异。怀亚特提出，目前所有的企业合并

实质上都是独立交易方之间的交换业务，通常都会

涉及资产的转移。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就应当反映

这种转移。对于基本上构成交换业务的企业合并，应

当比照其他交换业务，采用购买法进行处理，而不应

当采用权益结合法处理。一般来说，如果存在除普通

股以外的交换媒介，或者在合并后存在少数股东权

益，则该企业合并在实质上是交换业务。

最终，1970年8月公布的《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

书第16号：企业合并》和《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

17号：无形资产》提及但并未采用怀亚特的建议。

4.《会计研究文集第6号：报告物价变动的财务

影响》（1963年）。1963年10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出版由其研究部职员主笔的《会计研究文集第6号：

报告物价变动的财务影响》。该书针对通货膨胀的会

计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分析思路。该书阐释了美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长期倡导的观点，即以一般物价指数

衡量的“美元购买力”方法可用于补充性的信息披

露，该方法可以单独使用或者与“重置成本”方法一

起使用。

该文集认为，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物价变动的影

响的做法是可行的，对投资者没有误导性或危害性。

在美国，存在能够可靠地用于财务报表的一般物价

指数。该文集提出，企业应当补充披露物价变动的影

响，可以采取单独列报报表、平行列报（在报表中增

设一列）、增加详尽的支持性图表等各种披露方式。

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应当采用单一的、资产负债表日

的一般物价指数予以重述，这种重述并不等同于把

重置成本引入财务报表。重置成本的确定往往需要

借助于现行市价、评估值或者一系列高度具体化的

指数。出于分析的简便性和精确性的考虑，该文集不

建议在财务报表中使用重置成本。采用单一的资产

负债表日的一般物价指数予以重述的做法可以单独

使用或者与重置成本一起使用。

该文集提出，在确认物价变动对非货币性项目

（如存货、固定资产、股东权益）的影响时，仅需重述

采购成本或股东权益，不会形成利得或损失。在确认

物价变动对货币性项目（现金、应收账款、应付账款

等）的影响时，需要单独披露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利得

或损失。

《会计研究文集第6号：报告物价变动的财务影

响》是1969年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布的第3号公告《一

般物价水平变动条件下的财务报表重述》和1979年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第 33号财务会计准则

公告《财务报告与物价变动》的理论基础。

5.《会计研究文集第7号：企业公认会计原则汇

纂》（1965年）。1963年 6月，会计原则委员会授权美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前会计研究主管保罗·格瑞迪撰

写《企业公认会计原则汇纂》，其目标不是探索新的

或者改进现有的会计原则，而是探讨现有会计原则

所秉持的基本概念，制作一份会计原则清单或者摘

要，对现行有效的会计原则进行归纳总结，为企业界

和注册会计师提供实用的会计原则汇编。

1965年3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版《企业公

认会计原则汇纂》一书，该书长达553页，是对第3号
文集所招致的批评意见的回应。

该书的参考范本有两个，一个是1938年美国会

计师协会出版的由桑德斯、哈特菲尔德和摩尔合著

的《会计原则公告》，另一个是1940年美国会计学会

出版的由佩顿和利特尔顿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导

论》。该书采用归纳法，把第 1号文集中的“14个假

设”改为“10个概念”，最引人瞩目的是，该书引入了

稳健性原则，删除了市场价格这一概念。该书第4章
至第 7章关于收入与费用、权益、资产、负债的探讨

约占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些内容其实是经过永

道会计公司许可，根据《蒙哥马利审计学》改编而来。

全书结构如下：①会计的功能、职责和权力结构。②
基本概念。③公认会计原则的含义及其概要。④收入

与费用。⑤权益。⑥资产。⑦负债。⑧财务报表。⑨物

价变动。⑩多样化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其值得注意的

问题。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名词公报。项目咨

询委员会成员的评论。

6.《会计研究文集第8号：养老金计划的成本的

会计处理》（1965年）。自 20世纪 3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公司开始重视职工退休待遇问题，但会计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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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养老金计划的成本这一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美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委托阿瑟·扬会计公司合伙人厄恩

斯特·希克斯首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1965年 5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版了希克

斯撰写的《会计研究文集第8号：养老金计划的成本

的会计处理》。该书的建议被写入 1966年 11月出台

的《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 11号：养老金计划的

成本的会计处理》。希克斯提出了基于保险精算的养

老金会计规则，精算师协会及其精算师参与了这项

研究。

希克斯建议，雇主应当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在

其财务报表中列报养老金计划的成本。精算成本法

是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的养老金会计方法，推荐使

用的精算成本法是进入年龄正常成本法。作为对比，

当期支付法和到期资金法是不被接受的方法，因为

它们没有在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计算养老金的成

本。企业应当逐年把养老金计划的正常成本计入各

期负债，并把过去的服务成本及其利息计入各期的

费用，推荐使用年度平均等方法。因养老金计划的调

整而导致的前期服务成本的增长，应当在该修改生

效日以后的合理期间内予以摊薄。精算利得或损失

应当在当期或以后期间予以摊薄。

该书区分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进行了

初步探讨。该书后来还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1980
年公布的第35号准则《设定受益型养老金计划的会

计处理与报告》、1980年公布的第36号准则《养老金

信息的披露——修订APB第 8号准则公告》和 1985
年公布的第 87号准则《雇主对养老金计划（企业年

金）的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

7.《会计研究文集第9号：企业所得税的跨期分

摊》（1966年）。1966 年5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

版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荷马·A.布莱克撰写的《会

计研究文集第9号：企业所得税的跨期分摊》。

（1）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研究部主任斯托里的

观点。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研究部主任里德·K.斯托

里在该书前言中指出，约在 20年前，会计界为处理

税法变更所导致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

间的时间性差异而“发明”了跨期分摊所得税的做

法。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缺乏理论共识的情况下传

播开来的，针对所得税究竟是一项费用还是一种利

润分配行为这一根本问题，注册会计师行业其实并

没有达成共识。至于所得税应不应该进行跨期分摊，

业界从来没有进行过充分的研究。事实是，所得税跨

期分摊的做法已被人们广为接受，大多数注册会计

师和企业家都承认，跨期分摊所得税费用具有必要

性，至少在某些情形下是这样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应

不应该进行所得税跨期分摊，而是分摊多少的问题。

出于这种立场，该书仅仅探讨了什么情况下需要进

行所得税费用的跨期分摊，如何对时间性差异进行

会计处理，哪一年转回时间性差异等问题。

（2）布莱克所做的主要工作。布莱克对债务法、

递延法和税后净额法进行了梳理，认为税后净额法

是最差的方法。该书针对导致时间性差异的常见情

形，分别探讨了综合使用递延法和债务法的处理方

法，这是一种和稀泥的做法。最终，该书建议全面进

行所得税的跨期分摊，即针对所有重大的时间性差

异，无论期限长短，均进行分摊。既要记录递延税款

所形成的资产，又要记录其所形成的负债。

该研究项目的项目咨询委员会的两位委员西德

尼·戴维森和理查德·C.格斯滕伯格表示反对。

戴维森对该书关于全面分摊所得税的结论提出

了雄辩的反对意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观

点，即递延税款并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假设计算

出来的，而任何偏离事实的记账行为都需要自证其

合理性，但该书并没有给出相应的理由。

格斯滕伯格赞同戴维森的上述意见，他还指出，

该书没有对所得税的相关信息诉求进行比较均衡的

分析，特别是没有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因

此，不足以支持会计原则委员会的规则制定工作。该

书也没有对所得税的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分

析。实际上，围绕所得税会计的争论，大多是针对其

实践困境及其可能导致的法律问题展开的，而该书

却一门心思论证如何进行所得税的跨期分摊、如何

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递延税款，显然，该书是在舍本

逐末。

（3）该书的后续影响。布莱克在书中提议采用内

部收益率对长期的递延税款进行折现。针对这一建

议，1966年 12月发布的《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

10号：汇总意见》提出，会计原则委员会尚未就折现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因此，不支持

对递延税款进行折现的做法。会计原则委员会委员

西德尼·戴维森和弗兰克·T.威斯顿对会计原则委员

会的这一决定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如果仅仅因为

尚未对创新型会计方法达成共识就禁止使用这种方

法，这会对会计规则的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这

实际上是在排斥优于现状的新颖会计方法。他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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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前的第 5号意见书（第 15段）已经要求企业计

算租赁义务的现值，第 8号意见书（第 23段和第 42
段）也要求计算养老金成本的现值，因此，会计原则

委员会的说法和做法明显是自相矛盾的。

1967 年 12 月，《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 11
号：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被 21位委员以 14∶7的投票

结果予以通过，该文件提出，全面的跨期所得税分摊

是所得税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递延法是“最有用、

最可行的处理方法”。

8.《会计研究文集第 10 号：商誉的会计处理》

（1968年）。1968年 10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版

了安达信会计公司合伙人乔治·R.卡特利和诺尔

曼·奥尔森合著的《会计研究文集第10号：商誉的会

计处理》。该书是以1963年的《会计研究文集第5号：

对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之批判性研究》所提出的取

消权益结合法的理论主张为前提的。该书提出，商誉

应当立即用于冲减股东权益，具体有两种做法。推荐

的一种做法是，直接冲减资本公积或者留存收益，另

一种做法是，在若干个会计期间的资产负债表中将

其列为所有者权益的减项，稍后再将其用于冲减资

本公积或者留存收益。

该研究项目的咨询委员会为该书写了7份评论

意见，只有两份表示支持。1970年出台的《会计原则

委员会意见书第 17号：无形资产》拒绝采用第 10号
文集的主张。该书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商誉

毕竟不是一项财产权利，如果把它记到账上去，则必

然具有误导性。

9.《会计研究文集第11号：采掘业的财务报告》

（1969年）。1969年 11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版

了普华会计公司合伙人罗伯特·E.菲尔德撰写的《会

计研究文集第11号：采掘业的财务报告》。这是一份

行业会计研究的精品力作。该研究所提及的采掘业，

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非金属矿产等行业，这

些行业的特点是需要较大的资本投入，而这种投入

又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菲尔德把采掘业

的业务流程概括为探矿、收购矿源、勘探、开发和生

产等五个方面。他认为，既然采掘业的业务流程存在

共性，那么对采掘业的特殊会计问题，就不见得必须

采用全新的会计方法去处理。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运

用历史成本原则、实现和配比概念以及稳健性理念

等基本会计理论来解决该行业的特殊问题。其核心

是，选择单一矿区作为成本中心，然后将其收入和费

用配比起来。需特别强调的是，菲尔德将自然资源视

为存货而不是视为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从而得以

基于因果关系而不是基于系统且合理的方法来配比

收入和费用。

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会计处理问题难度较大，这

也是该书着重探讨的问题。为此，美国石油协会提供

了大力支持，多位石油公司代表应邀加入项目咨询

委员会，这些因素足以保证该研究能够取得具有可

操作性的成果。

菲尔德针对采掘业的会计处理提出了 19条建

议。其中包括；直接注销不成功的勘探开发支出，这

一建议后来被称作成功成本法；应当提前记录恢复

矿区面貌所需的估计代价。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1977年 12月公布的第 19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石

油天然气公司的财务会计与报告》采用了成功成本

法。但该准则引起了中小石油公司激烈的游说活动。

迫于压力，1979年 2月公布的第 25号财务会计准则

公告《暂停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某些会计规则——

修订 FASB第 19号准则》不得不宣布重新将完全成

本法列为替代性的会计处理方法。

10.《会计研究文集第12号：采用美元列报美国

公司的境外经营》（1972年）。1972年 6月，美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出版该协会项目经理伦纳德·洛伦森撰

写的《会计研究文集第 12号：采用美元列报美国公

司的境外经营》。

面对剧烈的汇率波动，公众公司纷纷要求改变

会计规则，洛伦森遂提出时态法予以应对，该方法允

许子公司采用现行汇率对其现金、应收款项和应付

款项进行折算。洛伦森小心地对时态法、流动性与非

流动项目法、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现行汇率法

进行了区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研究主管对这一

演绎推理表示支持。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1975年10
月公布的第 8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外币交易和外

币财务报表折算的会计处理》也采纳了这一主张。

11.《会计研究文集》第 13号 ~ 15号（1973年）。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73年集中出版了三部《会

计研究文集》。这一年6月30日会计原则委员会及其

会计研究部退出历史舞台、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开

始运作，因此，这三份文集未能像此前的十份那样得

到关注。

《会计研究文集第13号：存货的会计处理方法》

由厄恩斯特&厄恩斯特会计公司退休合伙人贺拉

斯·G.巴登撰写，该书历数自会计研究公报发布以来

的各个版本的会计规则，并撷取了一些论文观点，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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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一部文献综述。巴登认为，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法优于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会计研究文集第14号：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由哈斯金斯&赛尔斯会计公司的奥斯卡·S.捷林和毛

里斯·纽曼撰写。该书提出，进行中的研究项目主要

包括基础研究或者应用研究，常常还包括初级的开

发项目，其代价应当计入各期费用。重要开发项目的

代价应当列为递延成本，在以后的受益期间内用于

冲减各期收入。

《会计研究文集第15号：股东权益》由美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会计研究部职员比阿特丽斯·梅尔彻撰

写。该书详尽地阐释了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项目增

减变动的常见情形及其会计处理规则。值得一提的

是，该书提出了股票期权成本的确认问题。

（四）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告

会计原则委员会发布了四份“会计原则委员会

公告”（APB Statements）。这些公告不是公认会计原

则，不具有约束力，仅仅表达会计原则委员会对某些

问题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的是第3号和第4
号公告。

1. 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告第 3号《一般物价水平

变动条件下的财务报表重述》。1969年6月发布的会

计原则委员会公告第3号建议公众公司报告物价变

动的影响，建议采用重置成本陈述资产的价值，该文

件的理念与稳健主义理念以及成本与市价孰低、后

进先出法等具体规则相悖。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对规

则制定者造成了很大压力，会计原则委员会的态度

比较矛盾。该公告获得了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

2. 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告第 4号《企业财务报表

的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吸取

《会计研究文集》第1号和第3号的教训，并在第7号
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最终于1970年10月发布

了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告第 4号《企业财务报表的基

本概念和会计原则》。这份公告发布的背景是，美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计原则委员会在理论研究上进

展乏力，在具体规则上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投资税

收优惠的会计处理之争早已令其声名狼藉，两个月

前（1970年 8月）所发布的两份意见书（第 16号和第

17号）更是成为财经报刊的热门话题，公共会计师

行业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公告企

图扭转被动局面，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提法。

这份公告沿用了 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的公告

中所提出的会计的定义，照搬了《会计研究文集》第

1号中的“基本特征”，依然只是对现行规则的描述，

较少阐释基础理论问题。该公告原本准备取代失败

的《会计研究文集》第1号和第3号，作为正式的意见

书发布，但由于存有较大分歧，最终还是仅仅作为

“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告第 4号”予以发布。从这份公

告可知，我国当前流行的会计理论中所提及的各色

概念，大多源于域外公共会计师行业的理论大纲。

总之，会计原则委员会在会计理论方面无所建

树，其探索以失败告终。只有1965年发布的《会计研

究文集第7号：企业公认会计原则汇纂》和1970年发

布的会计原则委员会公告第 4号《企业财务报表的

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得到了实务界的认可，而前者

除了第2章、第9章，后者除第4章以外，都是对实务

做法的罗列。

●本文为《会计规则的由来》系列文章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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