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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假设问题

 作者：黄启珊  

知识经济是主要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并具有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化、知识价值凸现、资产

无形化、生产方式松散化等特点。旧有的会计假设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会计假设也必须及时作出相应修正和

补充，以适应新的环境。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所服务的特定的组织实体。它将会计系统限制在一个经营上或经济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位

之内，从理论上限定了会计系统的空间范围。会计主体假设产生于15世纪业主财产与企业投资的分离，这种分

离要求经营组织相对独立于投资者，会计核算应视经营组织为一体，反映其日常收支活动和经营成果，该经营

组织须具有以下特征：有法人财产权；有经营自主权：独立核算并编制对外报表。根据这些特征，企业通常被

视为会计主体的典型代表。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会计主体假设的外延越来越难以界定。这主

要是因为：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出现了企业兼并浪潮。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的

出现，使得企业的空间不断地扩展和延伸，由此产生的合并会计报表业务，实质上是对不同会计主体的会计信

息进行调整、归集与合并，体现母公司这一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原有的会计

主体理论。第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知识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加强，出现了多层次、多方位的会计主

体，会计主体的多变性更加显现，越来越多的企业间联合，企业因市场变化随时调整经营范围，使得企业能够

轻易实现内部某些要素与外部相关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构成新的功能，实现新的生产力。尤其是虚拟公司的

出现，突破了以往的空间概念，使会计主体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生活中“实”的物理空间，还应对于网络中的

“虚”的媒体空间。以网络为依托兴起的虚拟公司没有有形的办公场所、固定资产、雇员等，仅仅是存在于计

算机网络之中的临时结盟体，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可以根据业务需要适时介入、退出与转换。显

然，“实体”概念对这种抽象的联合体而言毫无意义，按传统的会计主体确认方法来确认虚拟公司的会计主体

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及时性、可靠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二、知识经济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影响 

持续经营假设是指在正常情况下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将按照既定的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在可以预见

的将来不会面临破产清算，直到实现企业主体的计划为止。在这种情况下，会计方法的采用才可以保持前后一

致，它是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等会计方法的基础，在会计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主体面对竞争激烈、风险加大的经济环境，企业可能随时被清算或终止。第一，兼

并浪潮的不断兴起，增加了单个会计主体无法持续经营的可能性。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有着强烈的生存和发

展的欲望，它或者通过投资新建生产能力，或者通过兼并来扩大企业的规模。比较而言，兼并往往是企业发展

效率较高的方式，它意味着一个会计主体的消失和另—个会计主体的变更和扩充。对于那个消失的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假设已没有任何意义。第二，虚拟公司的兴起及迅速发展对持续经营假设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持续

经营假设的基本前提是，假定会计主体在可能预见的未来不被解散、终止，而虚拟公司的经营活动则呈现出

“短暂性”的特点，根据市场的需要，适时介入、退出和转换。在完成某项交易后，很可能立即解散。因此，

持续经营假设对虚拟公司不再适用。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 

会计分期假设是指可以将企业不断的经营活动分割为若干个较短时期，据以结算账目和编制会计报表，提供有

关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 

首先，会计分期假设本身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一种补充，是人为地划分区间，“待摊”、“预提”费用等，必

然导致客观经济现实与会计反映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引起会计信息的部分失真。而在知识经

济瞬息万变的环境下固定资产折旧加速、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难以预计、随时有意外收益和损失发生的可能使

得估计的人为主观性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会计分期假设适用范围受到限制。知识经济时代，清

算破产的情况日益增多，企业破产后按破产会计核算方法核算，分期的费用一次性计入清算费用，因此，已无

分期核算经营成果分期编制会计报表的必要。另外，虚拟公司的出现，使交易在网上进行交易结束后实体就可

能解散，会计本应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实时的会计信息划分会计周期不太现实。最后，分析投资者对会计信息需



 

求的变化也对会计分期产生影响。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们往往需要迅速、及时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以便对股

票价值的快速变化及时做出反应。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信息披露的频率可以因成本低廉而加快，股票投资者毋

需等待半年甚至一年，从中报或年报中获悉有关信息，而可以及时地从网络中每月、每旬、每周，甚至每日获

取有关信息，更准确地预测其未来的投资收益。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的会计分期要求将会有所改变。 

四、知识经济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影响 

货币计量假设，指的是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成果，可以运用货币单位进行计量和反映，同时假定作为计量单位的

货币，其价值是稳定的，或者其变动是不重要的。 

货币计量假设适应了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的实际情况，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以货币为载体所反映的财

务信息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个环境。其一，知识经济的到来，有不少难以用货币计量，但却对使用者的决策

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如人力资源、企业外部环境、地理环境等，如果单纯用货币计量，这些都只能排除在财务

报表、甚至是财务报告之外。因此，必须改进计量手段，扩大会计报告的信息容量，增加非货币化的信息，为

使用者提供完整、全面的会计信息。其二，电子货币的出现，对货币计量假设提出了挑战。“虚拟公司”与

“网络银行”的发展使得电子货币成为网上支付的主要方式，这本身就对传统的货币计量提出了挑战。其三就

是币值稳定受到冲击。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加快，使得资本决策可在瞬间完成，加剧了货

币需求的不稳定性，从而大大增加了货币宏观调控的难度。这一切都加剧了会计主体面临的货币风险，对货币

计量假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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