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证会计研究基本理论问题初探 

文/周存攀 刘明霞 

  近年来的实证会计研究给中国会计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对中国会计学的发展意义不可
低估。笔者拟对实证会计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一．实证会计研究的本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规范会计研究所回答的是“应该是什
么”的问题，实证会计研究所回答的是 “实际是什么”的问题，实证会计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和预
测会计实务，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在于规范会计实务。一个简单的类比是，如果你舅、一条河，实
证会计研究告诉你的是以前人们是摆渡过去的，而规范会计研究告诉你的是应该从桥梁上过去，还
是摆渡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证会计研究更重视科学性，规范会计研究更重视哲学性。  
   二．开展实证会计研究的原因。实证会计研究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瓦茨 (Ross L. 
Watts)和齐默尔曼 (Jerold L. Zimmerman)认为主要是需求推动的，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三方面，
(1)信息需求，公司的许多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做出与会计报告有关的决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他们需要了解有关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2)教学需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向学生解释各种会
计程序的差异，从而使学生容易理解，实证会计研究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3)政策需求，政府在
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各方面的人士都为了一定的目标不断进行涛说，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见解是正
确的，实证会计研究也符合了他们的需要，有时研究人员并不是有意为他们提供证据的，却被他们
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对实证会计研究成果的需求没有美国那么强烈。在
信息需求方面，我国的投资者和证券市场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对会计信息本身就不够重视，更不用说
是利用会计信息而得到的研究成果了；在教学需求方面，采用了实证会计研究成果教学的院校和教
师还只是极少数，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完成；我国在制订政策过程中的游
说还很少，争论的各方也没有注意到实证会计研究成果的出现。这并不是说我国没有对实证会计研
究的需求，比如说学者们对学术成果的追求就是一个重要的需求。近年来在实证会计研究的供给方
面却出现了一些变化，证券市场的发展、数据的丰富以及相关学科的融大都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
可能和基础，也降低了研究成本，尤其是一批年轻学者的加入更推动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所
以，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由供给推动的，而不是主要由需求推动的。  
   三．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态度。虽然实证会计研究己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
也越来越多，但人们仍然不停地间：实证会计研究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猜想他们所关心的是实证会
计研究对我国的会计理论和实务有没有贡献。回答是肯定的，只是贡献的形式有所不同。有些实证
成果对理论和实务是有直接贡献的，但大多数实证成果不能直接作用于理论或实务，而只是有间接
的贡献。一项研究 (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好比一堵墙，每一篇文章都只是一块砖，有些砖会
被埋在墙里面，好像没有作用，但如果整堵墙可以撑起高楼大厦，那么我们就认为每一块砖都是有
贡献的。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跨出一小步，“不积跬步，无以致千
里”，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对理论和实务也是有贡献的。我们相信 “真理”是存在的，但我们并
不知道 “真理”在哪里，“真理”到底哪里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进步，在向前走。同
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客观环境是错综复杂的，实证会计研究中所用的数据是对客观环境的抽象，我
们用这样的数据来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难免会顾此失彼，所以，每一篇实证文章都会有一定的局
限性，想做到十全十美是很困难的。实证文章应该允许批评，批评若能针对实证的过程 (包括结论
的解释)，而不是以自己的逻辑对结论进行评价，则有助于实证会计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
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它说明一个理论只能够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不能被
证明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实证会计研究才会有向前发展的动力，才能够不断完善自己。对
于实证会计研究，我们注意到人们对研究态度和数学方法两方面的批评较多，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
依靠数据来说话的，但研究的选题、方法和结论往往也会受到研究态度的影响，一个严谨的学者得
到的结论会更可信。研究结论不仅要让别人相信，而且要让自己相信，后者是一个比前者更难的过
程。 
   四．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论。实证会计研究所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所使用的方法也越来
越复杂，广义的实证会计研究 (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也称为经验会计研究，主要包括
以下五种方法:实验室实验 (laboratory experiments)、实地试验 (field ecperiments)、实地研
究或案例研究 (field studies or case studies)、调查研究 (survey research)和档案研究 
(archival research)，所研究的领域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的各个方面。但狭义的实证
会计研究 (survey research)多指档案研究 (archival research)，主要涉及关于财务会计的研



 

究，也有一些关于审计的研究。另一个相关的概念(positive accounting research)只是档案研究 
(archival research)的一个分支，研究范围比实证会计研究 (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
小得多，主要研究经理人员对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  
我国的会计学者对方法论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更少，但方法论的学习
对实证会计研究是有益的。一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论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学习，通过动手才能
够掌握，而不能从书本中直接获得，但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无疑对研究者是有帮助的。目前我国的研
究者在实证会计研究过程中主要参考己有文献中的研究方法，但这些文献只能教研究者们怎么做，
而不能教会研究者们为什么这样做和这样做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于一项深入的研究来说，仅仅知
道怎么做 (how)是不够的，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why)，只有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再向前走。  
   五．实证会计研究发展的条件。在美国，实证会计研究自1968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
与美国的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比弗 (Willian H. Beaver)认为美国实证会计研究空前发展的原因
在于：(1)财务学和经济学的发展；(2)证券市场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3)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了
积极的监管，报告环境不断变化，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等经常提出新的课题；(4)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而且机构投资者占很大比重；(5)计
算机技术和数据库的发展；  
   和美国相比，在我国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条件还不是很好：(1)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学和财务
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不仅是实证会计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整个中国经济学界都面临同样
的问题；(2)证券市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并且我国的上市公司一般都是比较好的公司，和整
个国民经济状况会有一定差距，而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进行的，但
针对上市公司所得到的结论能够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吗?如果不能，那么结论的有用性就会大
打折扣；(3)数据库建设不够完备，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取得数据的成本还很高，会消耗很多的
时间和精力，存在着重复劳动和数据利用率低等问题，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利于降低取得数
据的成本，我们建议已发表文章的作者可以让其他人分享他们所收集的数据。仅就数据本身而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库的建设可望在最近几年内有所成就，在以后的实证会计研究中取得数
据将不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但学会运用数据可能更为重要；(4)机构投资者太少，大多数个人投
资者不注重会计信息，这会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也会影响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当然这
并不是实证会计研究的问题而是证券市场本身的问题，只是说明在我国对实证会计研究的需求还没
有像美国这样一些国家迫切。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已经具备了做实证会计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证券市场
的发展及其规模的扩大都为实证会计研究提出了很多课题，也提供了数据上的可能。另一方面，正
是中国的特殊环境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特有的研究课题，如中国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投资者
结构等，我们要研究的一些问题是其他国家从来未曾遇到过的。  
   六．实证会计研究的取向。每一篇实证文章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实证会计
研究在美国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史，现在的成果是建立在这30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而我国的实
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成果还很少，我们的研究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我们面临着两个选
择:其一是像美国那样从头开始，把他们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再做一遍，建立属于自己的研究基础，
但这样会花费很多时间，成本很高;其二就是借鉴美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直接向前走，
但美国的研究结论却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己经看到了中国和美国在经济环境方面的巨大
差异。如果我们从头做起，也许在半路就会与美国分手，走上不同的道路，就像一棵树，中国和美
国可能是不同的树枝。如果我们采用第二种思路很有可能会遗漏一些有意义的课题，甚至走更多的
弯路。类似的问题是在我国实证文章的选题应该侧重于模仿还是侧重于创新等等。就我国当前的情
况而言，我们觉得模仿，借鉴，继承，创新都值得鼓励，作研究的视角也尽可以不同，因为国内的
实证研究还很少，我们需要积累，各种研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上述这些问题的解答就会变得明朗
起来。当然如果要拿研究成果到国外去发表，就需要创新了，如果模仿能够得到不同的结论也是可
取的。  
（作者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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