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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相关性抑或风险效应!

会计信息有用性研究综述
!

王永海
!

胡
!

芬

摘
!

要!传统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从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入手$关注盈余反应系数和会计

信息的经济后果%近年来$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已经从仅仅关注价值相关性逐步向风

险效应拓展$学者们基于信息不对称&流动性风险&资产专用性等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了

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内涵%

关键词!价值相关性'风险效应'会计信息有用性

一&导
!

言

财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载体$

T[9A

早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
!

号)+

9T[VW;#!

,

中就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以有助于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

和其他使用者做出理性的决策$评价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从而确立

了以决策有用为主导的财务目标观%

9T[VW;#$

和
9T[VW;#&

进一步丰富了会计信息

的内涵$指出有用的会计信息有助于使用者做出如何有效分配稀缺资源的决策%

/"!"

年

5

月
T[9A

"

[̂9A

发布的联合概念框架
9T[VW;#%

中明确指出了财务报告的目标是为

使用者提供有关于报告主体的财务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是否向报告主体提供资源的决

策%一方面财务报告揭示了过去现金流的数量和变动趋势$这些历史信息有助于投资者

预测未来绩效'另一方面基于权责发生制的财务信息更真实地反映了企业经济资源和要

求权的变化$有助于投资者评价未来的收益和风险%从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发展历程可

以看出$风险效应和价值相关同样都是财务信息决策有用的内涵%

在会计信息有用性研究中有效市场理论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基本假设是市场是

一个没有成本的&高效率的理想市场$股票价格等于其价值$一旦出现新信息$股票价格会

迅速做出调整%资本成本完全取决于其风险水平%

V[8]

模型在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

上$构建了一个衡量股票风险水平并计算股票预期回报的模型$它关注公司特有的会计信

息和公司层面信息对股价的影响%投资组合理论则采用均值方差模型分析了投资者如何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选择收益和风险$以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最大化收益%可见$无论

是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假说还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都将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建立在收

益与风险两个参数的基础之上%

早期的会计研究大多是规范性的$基于有效市场理论研究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通过

盈余公告前后股价的变化探讨会计盈余是否具有信息含量$证实了会计信息有用性%

/"

世纪未到
/!

世纪初$学界对会计信息研究更加深入$从盈余反应系数&信息不对称的角度

探讨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且试图解释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不同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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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的关系&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等%但综合来

看$这些文献仍然停留在从信息披露与股票收益之间相关关系的角度探讨会计信息有用性$对会计信息

的风险效应方面很少涉及%近年来$学界才开始关注会计信息的风险效应研究$一些学者基于信息不对

称理论&流动性溢价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等理论研究了会计信息有用性$探讨了流动性风险&资产风

险&资本成本与会计信息的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有学者从信息披露的数量&质量以及信息环境

研究了会计信息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流动性溢价理论则认为投资者偏好流动性$股票流动性也是

风险定价因子$流动性风险会提高资本成本%基于资产专用性理论$一些研究认为会计信息影响企业对

上下游企业未来风险和收益的评估$从而影响投资决策%还有学者直接讨论了会计信息与资产报酬之

间的关系$并改进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总之$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在估计企业未来收益和风险时

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改善投资决策%

二&基于价值相关性的会计信息市场反应

+一,盈余反应系数的研究

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大多基于有效市场假说$依据盈余公告前后股价的变化探究会计信息含量%

ACDDYAK;,)

+

!5&%

,开创了会计领域资本市场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盈利公告中

具有信息含量$确立了会计在现代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决策有用性也开始成为会计学科赖以生存之本%价

值相关性的研究多采用了事件研究的方法$试图探讨盈余公告是否包含新信息并解释不同会计信息下市

场反应的差别%其理论基础在于新信息会导致投资者修正对于未来收益的预期$进而会导致股价的变化%

以
X;=ICK+

为代表的学者对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盈余公告前后价

格漂移现象+

8F[N

,%

ACDDY X;=ICK+

+

!55!

,检验了盈余公告前后股票回报的变化%但这些研究多采

用短期窗口研究市场对股票的定价$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事件窗口越短$盈余信息公布时受其他信息的干

扰程度越小$市场的股价变动与盈余信息的相关程度越大$但已有研究中回归模型的
\

/很小$模型解释

力度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X;=ICK+Y9D;C)

+

!55/

,将前几期的股票回报纳入价格
6

盈余回归模型中$

将一定时期内依据前期价格折现后的盈余做解释变量$将该期间的股票回报作为因变量$发现得到的盈

余反应系数比仅仅利用当前的盈余水平和股票回报得到的盈余反应系数显著增大$并且发现利用长期

窗口研究在估计盈余反应系数上并不比加入了前期回报的研究有效%

aIC)

<

H=CD

+

/"!1

,在总结前人关

于信息披露市场反应的研究的基础上$将信息披露影响总结为信息内涵和交易成本两个维度$前者是指

信息风险的存在减少了价格的信息含量$提高了盈余公告在价格发现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盈余

的反应程度'后者是指信息风险导致了更高的交易成本$从而限制了市场的反应程度$减缓了价格调整

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不考虑交易成本时$信息内涵对公告后市场反应没有影响$信息风险通过影响交

易成本来限制价格的调整过程从而导致了公告后的价格漂移现象$进而导致了公告后信息风险与盈余

反应系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二,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研究

在会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方面$王玉涛+

/""%

,发现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不同$市场反应差异较大$

在越来越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披露较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可能会对企业股价产生正影

响%郑军+

/"!/

,发现上市公司价值信息披露会引起股价的短期波动$引起资本市场的正向反应$上市公

司价值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提升企业信息披露的价值信息含量有助于提高

企业价值$改善公司业绩%

VIH)

<

+

/"!1

,研究了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塞班

斯法案颁布之后$会计信息披露导致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督$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的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投资效率%

A+EEDH

$

P+DCK

M

Y_HKE+

+

/""5

,则具体探讨了信息披露对投资不足

和投资过度两种情况的影响$发现财务报告质量较高的企业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情形都会减少$并且

财务报告质量较高企业更少脱离预计的投资水平$对宏观经济更不敏感%

ACDC*K+.I)C)

$

V;KHY _HKE+

+

/"!$

,以融资能力作为外生变量$研究了财务报告质量与企业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发现较高的财务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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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质量可以缓和与投资不足相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投资效率%

:C,KH)(H

+

/"!1

,将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与个人投资者的回报相联系$发现信息不透明的公司

对不知情投资者而言更具有风险$使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需求下降$个人更多投资于财务披露清晰明确

的公司$但是这种关系在频繁交易并且受过财务教育的投资者中没有那么显著$个人投资者的回报随着

企业信息披露精确程度的增加而上升%总体而言$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改善会提高个人投资者的预期

报酬%王治和张传明+

/"!1

,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角度研究了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影响价值相关性的

主要因素的投资者的信念差异$而非信息环境本身%他们认为通过改善信息环境$丰富投资者获取信息

的渠道$可以提高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三&不同理论视角下会计信息的风险效应

+一,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不知情的投资者要求一定的超额回报补偿风

险%有用的会计信息可以减少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资本成本%

FC.DH

M

+

/""/

$

/""$

,深入考察

了信息不对称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以知情交易概率
8̂W

衡量信息风险+即信息不对称程度,$发现私人

信息风险是一个风险定价因子$是不可分散的风险%也有学者将盈余透明度作为信息披露的替代变量$

考察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TKC)(+.H=CD

+

T:d9

$

/""0

,以应计利润质量衡量信息风险$认为信息

风险是风险定价因子$并且应计利润的质量在影响资本成本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V;KH

$

Z-C

M

Y_HKE+

+

/""%

,同时使用了时间序列模型和横截面模型研究会计信息对投资者风险定价的影响$发现信息风险

是风险定价因子$应计利润的质量虽然不是风险定价因子$但是通过影响其他风险因素影响企业资本成

本$正如
:CJQHK=

+

/""3

,所言$会计信息通过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现金流与市场现金流的协方差的预

测影响企业资本成本%

:C)

<

Y ]COOH==

+

/"!!

,发现盈余透明度可以通过减少企业固有价值的不确定性

来影响流动性变化和股票与市场的协同作用$盈余透明度越高$企业价值越大%

ACK=I

+

/"!1

,也发现企

业盈余透明度越高$资本成本越低%

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信息披露同时包含企业特有信息和市场信息$投资者只关注

于有利于他们评价风险的信息$而当交易人数足够多的时候$与企业特有信息相关的风险可以被分散$

这些特有风险没有被定价%

];IC)KCJ

+

/""5

,重复了
FC.DH

M

的研究$采用与
FC.DH

M

相同期间的数据发

现
8̂W

与未来股票回报正相关$但是当采用其他期间的数据时这种相关关系并不稳健%

:CJQHK=

+

/"!!

,认为信息不对称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只存在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即投资者有其次预期,$当控制了

信息精确性$信息不对称对资本成本没有影响%

:CJQHK=Y _HKKH((I+C

+

/"!0

,取得了类似的研究成

果$他们认为信息风险并非单独的风险定价因子%并且当市场流动性较差的时候$信息不对称会进一步

加剧非流动性$从而提高资本成本%

C̀)

<

+

/"!!

,针对中国
[A

股股价差异展开分析$发现信息披露差

异影响投资者获取信息的精确性从而影响资本成本$在控制了信息的精确性之后信息不对称对资本成

本没有影响$这与
:CJQHK=

+

/"!!

,的研究结果一致%他还发现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因素影响资本成本%

投资者保护差的地区套利活动获取利益少$信息转换活动少$资本成本高%

TKC)(+.

+

/""%

,认为$在研究盈余质量对资本成本影响方面$产生上述争议的原因在于盈余质量计

量模型的差异%多数研究将盈余质量视作外生变量$在这种设定下$得出了信息披露可以缓和信息不对

称从而提高信息环境的结论%如果盈余质量与信息不对称相关$则可以将盈余质量作为信息不对称程度

的代理变量$盈余质量越差&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的企业选择披露更多的信息$盈余质量与信息披露之间

形成了一种替代关系%这种逻辑忽略了盈余质量的影响$盈余质量差导致投资者的信任程度较低进而导

致了企业信息披露数量的增加%他研究发现信息披露与盈余质量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盈余质量好的企业

信息披露程度更高$并降低了资本成本$而当控制了盈余质量$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降低甚至消失%

[KJ.=K;)

<

+

/"!!

,将信息竞争定义为投资者交易对价格的影响$他们认为当股东人数较多时投资

者信息竞争对价格的影响程度较低%

[*+).

$

W

<

Y _HKE+

+

/"!/

,研究了信息竞争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他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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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信息竞争定义为投资者之间获取和交易信息的竞争程度$在均衡情况下$信息不对称代表了不知情

交易者的信息风险%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信息竞争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并减少了市场无效率和知情投

资者获取的租金%但是他们的研究仍然是从信息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信息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正如

TKC)(+.

+

/""%

,所言$将信息质量视作外生变量$与实际情况有所不符%

+二,流动性风险与资本成本

流动性风险理论认为$投资者看重流动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动性越大$资本成本也就越

低%信息披露可以增加股票流动性以降低资本成本%

FC.DH

M

+

/""/

,等发现$在资产定价模型中流动性

风险不仅影响利润$而且可以作为一种投资信号预测企业未来的绩效%

]C)(+)+H=CD

+

/"!1

,采用外汇

市场的研究数据也得到流动性是风险定价因子的研究结论%

ACDC*K+.I)C)H=CD

+

/"!$

,关注信息披露与

信息环境的关系$发现企业自愿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流动性从而降低资本成

本$提高企业价值%

传统的信息不对称计量模型主要是
FXd8

模型$

FXd8

模型需要估计每日每只股票由买方发起和

由卖方发起的订单数据来计算
8̂W

指数$但是这个指标计算存在一个问题%即多数数据库中交易指令的

分类无法观测$很多研究采用了
:HHY\HCE

M

+

!55!

,的算法$但是这个算法本身的精确性存在疑虑$

8̂W

指

数的计量误差影响到
8̂W

的定价效应%

bC)YaIC)

<

+

/"!$

,证实了这种算法会带来
8̂W

指数与股票回报

之间关系的计量误差%传统
8̂W

模型认为投资者存在两种交易动机$信息和外部流动性需要$所有不是

由知情交易者发起的交易都被认为是出于流动性需要$这种分类不能准确匹配买卖订单流之间的关系%

针对这个问题$

[(ICK

M

C

+

/""0

,建立了一个经流动性调整的
V[8]

模型$发现流动性风险确实被定

价了$他将流动性风险分解为三种$分别是股票回报与市场回报的协方差&股票回报与市场流动性的协

方差&股票流动性与市场回报的协方差$比较发现!相比市场风险和流动性水平$流动性风险对股价的影

响更大$并且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大部分是由流动性对市场回报的敏感性决定的$即投资者是否接受低回

报率的证券取决于当前的市场流动性$当市场萧条时$投资者更加重视流动性%

N-CK=HYb;-)

<

+

/""5

,

认为$传统的
8̂W

模型不能准确的匹配买卖订单流之间的关系$通过修正
8̂W

指数$将
8̂W

分解成两

个因子$一个是与信息不对称相关$另一个是与非流动性相关%研究发现$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
8̂W

因

子并没有被定价$而与非流动性相关的部分被定价了$他们认为只有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流动性能够解

释
8̂W

与股票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由此对
8̂W

能否代表信息不对称程度产生了怀疑%

:C+

$

W

<

Y

aIC)

<

+

/"!$

,采用了其他四种衡量
8̂W

指数的方法$研究结果与
N-CK=HY b;-)

<

+

/""5

,一致$信息不

对称对股价没有影响%

WZ

+

/"!!

,将流动性风险定义为当市场流动性发生未预期变化时股票价格的敏

感程度$因此流动性风险衡量了当市场流动性变化时投资者的预期损失或收益%他们发现$信息质量对

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显著$信息质量的提高减少了企业受系统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程度$从而降低了资本成

本%

9CE*C

+

/"!!

,直接对比了
/""%

年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发现!在流动性较差的情况下$企业绩效越

差$信息质量与流动性交互作用越显著$对流动性差的股票$投资者更青睐于信息质量高的股票%

:HH

H=CD

+

/"!1

,采用韩国上市公司的交易数据$准确获得交易发起人以及交易指令到达和被执行的时间等

信息$从而可以直接计算
8̂W

指数$规避
:Y\

算法的问题%他们采用控制了流动性影响之后修正的

8̂W

指数$发现其仍然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支持了
8̂W

被定价的结论%他们还发现$交易分类的错

误和忽略流动性因素是导致以前对
8̂W

定价研究错误的主要原因%

:-;)

<

$

W

<

-

M

H)Y b+)

+

/"!0

,则认

为产生矛盾结果的原因是以前研究未考虑机构投资者的影响$他们认为
8̂W

指数只有在机构投资者持

股比例比较低的情况下才会影响资产定价%当持股比例高的时候$机构投资者通过积极和监督行动可

以影响企业决策$缓和信息不对称$此时
8̂W

指数不是风险定价因子%

除了对
8̂W

指数的计量$有研究开始关注系统性层面的流动性风险$企业的流动性风险随时在变

化$而市场层面的流动性风险是始终存在的%

X;KC

'

(S

M

*Y9CE*C

+

/""%

,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流动

性因素之后$流动性风险仍然是一个风险定价因子%

[(ICK

M

CH=CD

+

/"!1

,认为流动性因素对股价的影

响是有条件的$当处于经济萧条时期$流动性对股价的冲击更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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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专用性与资本成本

现有研究表明$信息在促进交易如专用性投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提高信息数量

和质量$减少契约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道德风险$提高投资效率%专用性投资已经成为企业建立

信任体系&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价值创造的必备条件之一$并且这种关系越持久$企业在未来可能获取的

溢价就越多%信息披露和盈余管理是影响企业专用性投资动机的重要机制+

VIH)

$

/""5

'

N;-

$

P;

?

HY

Ì;JC.J

$

/"!1

'

aIC)

<

$

/"!1

,%

\CJC)

+

/""%

,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研究了盈余管理对供应商和客户专用性投资的影响$发现在

行业层面$供应商和客户的专用性投资与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大小&盈余波动性&大额盈余增加的频率正

相关$总体而言$盈余管理对供应商"客户预测企业前景产生了积极影响$证实了盈余管理是一种非机会

主义行为$有助于供应商和客户更好的预测企业未来经营状况%

VIH)

+

/""5

,发现$随着企业专用性投

资的增加$他们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随之增加$企业也会自愿提供更稳健的会计信息%

aIC)

<

+

/"!1

,则将风险区分为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从强制性会计准则的角度研究了会计准则质量对企业和

整个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准则质量提高可以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从

而提高整体经济的投资水平%并且由于企业有不同的风险预期$同类风险的企业之间存在挤出效应$即

那些对会计准则和经济环境敏感的企业往往更能降低资本成本$提高公司价值$而其他企业会被市场淘

汰$进而导致整体经济的福利水平提高%

N;-

$

P;

?

HY Ì;JC.

+

/"!1

,采用一种新的专用性投资的计量

方法检验了盈余管理行为对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影响%专用型投资一方面在契约双方可以提高价值$但

是另一方面由于敲竹杠问题会导致投资方承受额外的风险$为了维持与供应商"客户的关系$企业有动

机向市场传递关于其现金流或盈余稳定的信息$从而降低估计风险$减少无效率投资%此外$在法治环

境较差的国家中$对关系专用性投资较高的企业而言$更可能通过平滑盈余以向供应商和客户传递更加

有用的私人信息%林钟高等+

/"!$

,从客户与供应商的角度研究了关系型交易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他们发现陷入关系网络的企业越倾向于利用盈余管理降低收益的波动性'并且这种盈余管理会增加投

资者的成本$降低盈余反应系数$并且这种关系型投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四,信息风险与资本成本

V[8]

模型探求了风险资产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衡量风险的方法$不可分散的风险应该由

相应的超额收益予以补偿$从而提供了一个检验风险定价因子的方法%但是
V[8]

模型是一个单因素

模型$认为只有市场风险是不可分散的$而公司特有风险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分散$因此没有被

定价%但是$

TCJCYTKH)(I

+

!551

,研究表明$公司特有风险如企业规模&账面
6

市价比也是风险定价因

子%

F(*HKH=CD

+

/""&

,认为盈余质量低代表存在信息风险$他们模仿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用应计利润代

表盈余质量$构建了反映股价对盈余质量敏感程度的变量
H

6

D;CE+)

<

$研究发现盈余质量低的企业
H

6

D;CE+)

<

更高$并且与其他反映盈余质量的系数也高度相关$反映盈余质量被定价了$信息风险影响资产

报酬%正如上述$有研究认为盈余质量衡量的信息风险并不是风险定价因子+

V;KH

$

Z-C

M

Y_HKE+

$

/""%

,%

d

<

)HLC

+

/"!/

,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些研究忽视了现金流冲击的作用$在对盈余质量

的衡量上这些研究普遍用残差衡量应计质量$而这个变量与未来现金流冲击负相关$即更低的应计质量

往往与未来不好的现金流冲击相关$从而导致未来高的预期回报与更低的应计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被

负向现金流冲击抵消$进而导致应计质量和预计回报之间无关%

有学者提出了预期报酬计量的改进方法%传统方法主要采用事后实际报酬率计量预期报酬$但是

信息随着时间和公司的变化并没有消失$因此采用实际报酬率是不合适的%

P,C)

<

H=CD

+

/"!1

,利用分

析师预测估计事前报酬率
V̂dF

指数$用于计量预期报酬$然后利用事后实际报酬率检验实证结果%为

了控制分析师选择的偏见$还采用了两阶段回归$研究发现$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投资者对信息风险

所要求的回报率更高$信息风险确实被定价了%

四&评述与建议

会计信息有用性是理解会计信息的基础$也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和管理层制定信息披露政策的理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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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述文献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方面的研究将会计业绩

与股票回报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衡量会计信息是否有用的标准$证实了盈余报告具有信息含量%然而

资本市场并非完全有效$投资者之间获取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不尽相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研究会计

信息有用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预测企业未来盈余和现金流时的不确定性$

从而降低资本成本%流动性溢价理论是研究信息披露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另一条路径$投资者偏好

流动性$对于流动性差的股票要求获取风险补偿%而在市场交易行为领域$信息披露直接影响到企业资

产风险$由于企业之间的专用性投资关系同时存在溢价和风险$为了减少契约估计风险$会计信息披露

成为促进交易双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重要机制%

追本溯源$投资决策是在不确定性的收益和风险中进行选择$即在实现预期报酬的情况下分散风险

或者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最大化收益%现有研究从价值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已经发展了很多衡量会计

信息质量的方法$如盈余反应系数&

8̂W

指数&

FXd8

模型等$这些变量将会计信息与市场反应相联系

考察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并得到了一致的研究成果%如上述所言$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不仅仅在于反映

企业价值$还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投资者决策风险%

F(*HKH=CD

+

/""&

,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们

构建了
H

6

D;CE+)

<

指数$用修正了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公司特有风险是否被定价%会计信息有用性

的研究已经从仅仅关注价值相关性逐步向风险效应拓展$以后的理论研究也应该更关注会计信息的风

险效应$从投资决策&资本成本&资产风险等角度研究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

财务会计理论框架是构建会计理论体系和指导会计实践的基础%决策有用作为财务会计的目标$

不仅指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还应代表其对投资决策的风险效应%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上$会计目标

首先体现在可靠性和相关性上%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应该

注重在可靠性的基础上提高相关性%为了实现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财务报告也应采用更易于投资者

理解的形式%在会计信息的确认和计量上$针对目前公允价值应用带来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方面的矛盾$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该将公允价值定义成统合的而非单一的计量属性$构建统合的计量属性体系
+周中

胜$窦家春$

/"!!

!

0&6&/

,

%在财务报告列报方面$报表附注信息应服务于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在成本效益

的基础上依据重要性程度进行披露%

会计准则可以通过影响会计信息内容和披露来减少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者面临的风险$

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也应该在追求真实公允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基础上考虑到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经济

后果%会计准则应对不确定性程度不同的经济业务加以区分$规定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高度不确

定性的经济业务制定更为严格的确认标准$并主要采用表外披露%具体而言$在会计确认和计量上$会

计准则对会计要素的表达应该更为严谨$减少不确定性词汇$例如在描述现金等价物时具体规定变现时

间%会计估计方面$在涉及主观判断程度高的业务上会计准则应该制定更严格的要求%如在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的计提方面$可以要求企业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并披露估计的关键假设和方法$对关键

固定资产要求企业提供中介机构的评估报告%在会计披露和报告方面$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基础上$会计

准则应该规定企业要充分披露其他可能影响使用者决策的信息%如针对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预收

账款$公司应该披露坏账准备的金额&关键假设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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