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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管理会计理念在我国企业中得到过推广与应用。然而，近年来有关日本管理会计

理论与方法的论述已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日本管理会计现状，管理会计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作一探讨。 

日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到90年代末，以日本经济的泡沫式成长及日本企业向世界市场的进军为契机，日本的管理会计开始

受到世界瞩目。这种由管理会计带来的经济效应得到世界会计界的高度评论，并发展到迅速向海外输送的程度。尽管美

国的一部分学者对日本的管理方式所带来的劳动强度提高和各种差别的急剧扩大也曾提出严厉批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

对日本管理会计的研究。然而90年代末，亚洲也被卷入了金融危机，日本管理会计的赞美之声渐渐沉寂。  

随着日本管理会计从世界瞩目的光环中远去，长期保持经济增长优势的美国管理会计又开始抬头，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管

理会计学者将作业成本管理、平衡计分卡等作为新的学问加以追捧。对此，日本管理会计界认为，片面地强调美国的这

些方法容易诱导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必须将日、美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加以融合，并应用于实践。安然、世

通丑闻也促使日本管理会计界追求真实，改革管理会计的决心。  

尽管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使人们对日本管理会计的关心减弱，但目前日本管理会计界正在就这种关心的减弱进行探讨，即

究竟是由于日本微观经济虚弱所引起的还是日本管理会计及其成果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没有有效运用所导致的?同时，他们

也开始科学地分析新的管理理念与旧的理念之间的异同点和相互作用。这表明，日本管理会计界仍然具有充分的信心重

塑其亚洲的地位，并采取各种措施或手段让亚洲各国感受到日本管理会计的意义，将日本企业开创的管理会计新理念发

扬光大。  

概括起来看，日本管理会计的发展有这样一些阶段特征：上个世纪70年代为应对美国计量、信息管理学的普及，以适时

制 (JIT)为基础，逐步形成了成本企画、成本改善等创新的成本管理方法；80年代随着美国管理会计界提出作业成本管

理理论，日本则以成本企画为基础推出了目标成本管理；现阶段的日本管理会计是以成本企画与成本改善的综合为特

征，以预防的、事前行为的前馈管理为基础而展开的管理活动。具体来看，处于日本管理会计领导地位的九州大学，其

管理会计学科带头人西村明教授，通过国际比较提出了日本管理会计发展的四阶段理论。  

第一阶段是日本早期管理会计的进化阶段。在该阶段，独立的管理会计计算体系尚未形成，只是将财务会计数值应用于

经营管理之中。依据过去的经营实绩，来对未来的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具有明显的管理会计演变或进化的特征。这一时

期，财务报表或实际成本计算得到广泛应用，而财务比率分析或经营比较分析作为具体的方法则处于支配地位。  

第二阶段是传统的管理会计阶段。该阶段进入20世纪，“科学管理”诞生了，加之受国家行政预算的影响，对企业经营

活动进行整体或局部的计划管理成为可能。在这一时期，差异分析发挥着重要作用，用预算对企业活动进行规划，开展

经营业务的标准化和对经营活动的标准成本计算，以及以短期计划为目的的损益平衡点分析等得到了广泛应用。  

第三阶段是数量与信息的管理会计阶段。该阶段针对传统管理会计形式进行了革新，于是在70年代形成了“计量、信息

化的管理会计”。以经营科学化为基础的最佳收益管理将决策论、信息论等思想融入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之中，使概率

论、线性规划、库存模式、信息分析等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这一阶段，人们注意到环境对经营计划的影响，开始重视

各种最佳计划随环境的变化其过程与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验证性，并认识到管理会计中的计划值、标准值是绝对和相对的

统一。此时，机会成本成为管理会计中的一个重要基础概念，并在实践中担负着重要作用。此外企业业绩评价也成为了

管理会计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阶段是综合的管理会计阶段。该阶段发展主要基于控制观，而前三个阶段仅仅局限于事后的反馈，即从演变中的管

理会计向传统的管理会计转换，以会计方法的反馈机制为轴心。而从管理会计的非系统状态向系统化状态转变，是反馈



机制的体现，从传统的管理会计向计量和信息化管理会计的发展，也是反馈机制的实现。与此同时，相关的前馈机制开

始萌芽，特别是管理界全程控制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前馈机制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加以展开。虽然全程控制的理念

是以反馈机制为基础提出的，然而事前收益计划和事后收益计划的比较中，前馈的管制思想得到了渗透。假如这种理论

得到有效应用的话，收益差异或成本管理可以向事前计划方面大大推进。  

成本企画集中体现了前馈机制的理念。现阶段，在事前消除起始基准中的差异是管理会计的重要特征。对此，不能仅限

于会计活动，会计管理和组织管理的结合是不可或缺的。成本企画依据组织结构成员的努力与事前的、预防的管理组

织、方法的结合，发挥着低成本和高品质融合的功能。受适时制方式影响展开的新分配计划，如作业成本管理(ABM)是当

前管理的新内容，与其说ABM是依据作业成本或平衡计分卡得到的进化，还不如说是前馈机制理念的诱导更接近实际。因

此，第四阶段起名为“综合的管理会计”就是基于多种方法融合创新的思考。所谓管理会计的综合，就是成本企画与成

本改善，目标成本计算与标准原则计算的综合，更广义地还可以理解是作为成本管理与组织管理以及产品市场战略与前

馈的成本管理的综合。  

以前馈控制为导向的日本管理会计创新  

作为“控制”基础概念的“前馈”与“反馈”概念，确立于60年代的管理工程学领域。这一领域的出现是随着控制论和

系统论的普及，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与会计学相互结合的结果。前馈控制是一种基于对脱离规范的情况通过

事前的行为加以防范的路径，而反馈控制则是对脱离规范的行为进行反作用的治疗性路径而设置的。  

1. 前馈与反馈的关系  

反馈以产出实绩为开端，从控制的基准，将超出产出目标的差异做出事后的确认，是一种被动的医治性的控制，有人称

之为死检(postmortem)或救火活动。其对产出实绩的把握是一个封闭的环。反馈是一种传统的管理会计控制形式，例如

基于标准成本计算基础上的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的事后差异的确认形式。  

与此相对的是前馈控制。它要求在形成产出实绩前，对这种产出进行预测，从产出目标的潜在的偏差中进行事前的确

认，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控制行为。它构成一种开放的结构体系。前馈是建立在现代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例如成

本企画通过目标成本与预测成本的事前差异确认就是典型的前馈形式。  

前馈和反馈既具有排它性，也具有相互依存性。通过反馈，构筑出顺向型的系统模式，依据这种顺向模式来转换成逆向

的模式，有助于产出目标在投入目标计算上尽早提出，从而使敏捷的前馈系统运行成为可能。换言之，在前馈过程中，

若没有反馈的顺向模式，就不可能进行产出的预测，从而对逆向模式的可靠性产生动摇。  

此外，反馈是对差异发生的确认以及基于某种特定原因而对确定信息的控制，控制的可靠性相对较高。然而，一方面经

过对接受差异发生的事实的原因分析，以及对策的探讨，必定会受时效性的影响，从而使控制的适时性能力减弱；另一

方面，前馈是一种在预测基础上对问题适时介入的控制形式，相对的适时性具有优先权。若不确定的事前信息大量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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