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会计电算化对经济学假设的影响 

文/高永博 林雅军 

   进入21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正在渗透到会计领域的各个层面，
管理会计电算化开始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更及时，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众所周知，信息也是一种昂
贵的产品，我们在决策时必然涉及到对信息的成本——效益的评估。 
   一、 管理会计信息的研究基础 
   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假设 
   1.1相关成本与决策背景的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1923年仔细研究了成本会计之后，提出“不同目的，不同成本”的
决策观点，之后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主张：相关成本应该放到当时的特定决策背景中加以确定。
我认为，决策背景不仅应包含决策者及其目的，还应将其所处的时空容纳进来。很显然，同一信息
在不同的科技环境中的取得成本是不一样的。 
   1.2边际分析原理中的无成本信息假设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使用边际分析原理时，假设决策者拥有可得到的、无成本的、不存在不
确定性的所有用来构造决策难题并获得利润最大化结果的信息。为了使信息对决策有价值，这个假
设其实还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信息的及时性。统计决策理论的运用使研究人员能在不确定的条件下
分析管理会计问题，然而，这些研究人员继续接受（至少暗中）无成本信息的假设。 
   2、信息经济学中的假设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是一种昂贵的产品，它的取得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因此，必须将取得
信息所耗费的代价与其在决策和控制上所取得的效果进行具体的对比分析，这就是会计信息的成
本——效益原则。只有依据会计信息做出决策所获得的收益能弥补信息的生产成本，产生预期正值
效益，提供会计信息才是值得的。如果我们在研究中，继续忽视信息成本，是令人质疑的。这似乎
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 管理会计电算化对成本——效益原则的影响 
   1、 会计信息的成本性——不同环境，不同成本 
   最恰当的管理会计技术总是取决于当时企业所处的环境。会计信息成本与效益的对比不是一
成不变的，它们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很可能从一种情况走向另一种情况。 
   管理会计也应该注重PEST背景分析，尤其科技（Technology）的影响。当T→∞时，即科技
（T）极大发展时，复杂的模型会代替简单的分析，精确的感知成本将代替粗略的近似值。这是因
为管理会计电算化使得某些信息成本越来越小，甚至消亡，过程虽然缓慢，但在不停地进行。 
   在手工系统下，由于计算工具落后，会计人员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数据分类、汇总、加计等简
单劳动上，费时费力且成本高昂，信息披露严格受制于成本效益原则，许多精确的会计处理方法往
往也因过高的操作成本而不得不束之高阁。随着电算化的普及，传统手工操作系统已逐渐被电子数
据处理系统所代替，计算机运算速度快、数据处理能力强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往往只需将原始数
据一次录入后便可生成各种所需的会计资料直至报表，免去了繁琐的中间环节，信息生产成本因此
得以大幅降低。同时，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也突破了技术和成本的限制，选择余地大大拓展，人们
对会计信息的精确性追求已不再是奢望，手工条件下只能提供的近似信息，电算化条件下却可以做
到完全精确，可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趋向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可得到”假设。 
   管理会计电算化的发展，使成本效益原则也越来越趋向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无成本信息
假设。而信息的无成本假设并不限制信息处理系统的复杂性。因此，当科技因素极大发展时，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的假设是成立的。 
   2、 会计信息的效益性——及时性使效益发挥到极至 
   管理会计电算化的发展，产生了另一项重要结果——信息处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大大增加。
我们知道，信息所产生的效益性，随着时间的延滞而衰减，当延误过某个时段后，该信息将失去应
有的价值。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决策所必需的，过时的信息不仅无益于决策，相反还有可
能导致决策失误，此时的信息效益为负值。因此，及时性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一直占有较高的地
位。手工条件下从原始凭证、到记账凭证、到会计账簿、再到会计报表，然后定期发布的这一套漫
长操作程序，由于时间跨度过长显然不符合现今社会对及时性的要求。而管理会计中的许多数据和
方法都是建立在会计核算基础之上的，其中许多模型与演算甚至靠手工都难以完成，其及时性尤为
重要。而计算机技术与会计工作融合所产生的实时核算系统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企业的各种交

 



易事项实时记录、实时处理成为可能，从原始数据录入到最终数据输出瞬间便可完成。电子联机实
时报告系统的出现，则使得信息披露方式突破了传统媒介的约束，信息使用者随时可从网络上获得
最新的财务信息，及时性得到空前提高，从而大大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改变了成本——
效益原则中的效益的比重。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管理会计电算化的发展，是促成会计系统环境理想化的一
个重要因素，它使会计信息的成本下降，效益上升。当我们沿着信息经济学成本——效益原则走下
去的时候，可能发现最终又会回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的无成本假设。从这种方式来看，信息经
济学的方法并没有改变支撑传统管理会计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框架。管理会计电算化的发展为这
两种理论注入了新的生机，它不但是联系这两种理论的纽带，而且是二者融合的平台。 
（作者单位：高永博/河北医科大学；林雅军/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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