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成本对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分析 

文/周轶强 

   由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同一经济业务存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会计准
则充许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通常企业在变更会计政策时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债权人的要求，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企业可能承担的政治成本，经营管理当
局将综合这些因素进行权衡，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会计政策。上述因素对企业管理当局变更会计
政策的影响在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完全一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由于我国的具体情况与西
方发达国家不同。比如，基于契约成本理论所形成的实证会计三大假设之一的“政治成本”假设认
为，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动机降低利润。然而在我国企业的规模越大、实现的利润越多，政府就会
越加重视，就能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管理当局获得的政治利益就会越大。因此经营管理当局会想
方设法利用会计政策做大盈利，而不考虑受到政府管制的风险。 
   一、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因素。 
   变更会计政策会使企业的会计收益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各利益方根据会计收
益制定的契约的履行。例如，在经理人员报酬契约中一般是以财务报表中的净利润为基础来制定报
酬的，净利润的增长就意味着经理人员能拿到更高酬劳。对企业会计政策变更产生影响的因素很
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债务契约。债权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通常要在契约中加入针对企业某些行为的限制性
条款。如关于股利和股份收买的限制，保持最低运转资本额度的限制，对企业兼并活动的限制，对
企业向其他企业投资的限制，对本企业资产处置的限制，对本企业重新对外举债的限制等。 
   2．报酬契约。企业的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都签有管理报酬计划、分工计划及业绩计划,作为
契约的一个部分，其中分红计划包括奖金及股票奖励。大部分的分红计划都建立在会计收益的基础
上，这为研究管理当局有关会计变更的行为及潜在动机提供了可能。 
   二、政治成本对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契约理论认为, 政府也是企业契约团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政治
家和政府官员将尽力使自己的效用极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活动就是一种为财富转移而进行的
竞争，税法和管制通过政府提供的服务（如公路、教育、公园）、津贴、保护性关税以及政府垄断
把企业财富部分地转移至经营管理者之外的个人手中。这种由于政治活动的存在而对企业造成的种
种损害被称之为政治成本，也就是说政治活动导致了政治成本。由于会计数据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政治家们会利用巨额的报告盈利作为垄断的“证据”，会计数据还被用于判
定“自发性”价格变化指数并据以控制通货膨胀，它也用于制定管制行业（如公用事业）的收费标
准，同时税收政策也要受到会计数据的影响。因此企业在这场财富转移的竞争中，为了维护自身利
益，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将根据会计信息选择或变更会计政策。 
   根据实证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规模假说，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即政治
成本，如税收支出）均大于小企业，由此可以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
其管理当局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会计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政策，亦即政治成本的存在
会使大企业选择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但是，由于国情的不同，我国政治成本的内涵与西方实证研
究中的政治成本概念有较大的差异，它除了包括税收、收费管制外，还包括有管理当局的政治前
途，这使得上述结论在我国并不一定成立，可能恰恰相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国
有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地位也决定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者具有的政
治地位。我们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属于政府工作人员，和一般的民营企业管理者有所
不同，他们的任职、升迁是由政府决定。国有企业规模越大，上交的利税、解决的就业人数越多，
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就越大，在政治上就越有发言权，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政府对国有企
业管理者的评价就是由销售收入、上交利税等财务指标所传递出的信号来做出的。由于在企业和政
府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管理者清楚自己的类型，而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并不知道代理人—企业管
理者的类型，就只有通过企业的财务指标进行衡量。而企业管理当局也知道他们和政府之间存在信
息不对称，政府会通过财务指标来对他们进行评价，因此当企业没有实现预期利润目标时,管理当
局就会变更会计政策提升利润，提高政府对自己的认可度,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即使是私营企业
主,也并不是都会选择降低利润的会计政策,他们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一样也要追求更高的政治利益,
一方面能带来自身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我国公司经理并不像
西方大企业经理那样，担心利润过高招致政府关注，引起税收增加和收费管制，而恰恰相反，他们

 



在自身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下，将尽量在其任职期间体现出最大的“经营业绩”来谋求政治上的
最大利益（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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