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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制度的变迁必须满足制度创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约束条件。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

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对降低会计制度变迁成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

析表明: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经历了从探索改革到局部变革, 再到整体变迁的过程,由此

形成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为摩擦成本、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我国现实会计环境及会计制度变迁进程考虑,

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本的途径包括:选择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 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采

取措施增强制度与环境的相融度;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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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制度被看成是 一系列

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

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 1]
。按照这一界定, 广义

的 会计制度  应该是会计法规、准则或会计制

度的统称, 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

还应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

一项制度改革措施的出台,是一项新的制度

安排取代旧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就是行为主体追

求利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发生取决于制度变

迁的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

成本时,作为制度变迁主体 (企业或政府 )才会

去推动, 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
[ 2]
。我国会计

制度变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程, 经历了

由探索到局部改革、再到建立会计准则体系实行

全面改革。政府作为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主体,

在推动会计制度变迁中也必然要遵循制度变迁

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原则。因此,会计制度

的变迁也同样受成本的约束。

制度变迁的成本可从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

角度理解。樊钢和盛洪分别对狭义范畴的变迁

成本和广义的改革成本进行了定义
[ 2~ 3]
。黄少

安认为,对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评价可以从宏观

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 宏观层次上的比较是社会

为制度变迁所支付的总成本和获得的总收益。

总成本不仅包括各个制度变迁主体私人承担的

成本, 还包括在他们收益过程中, 由社会承担的

成本,即外在成本或社会成本
[ 4]
。在政府的一

些强制性变迁中, 社会可能为某些制度变迁支付

了很多成本, 但对于未来而言,却是非常有益的。

在我国,对会计准则的有关研究成果为会计制度

变迁的社会成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一、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阶段

划分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历程,

张鸣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 5]
; 冯淑萍将其划分

为三个阶段
[ 6]
。上述观点尽管研究的时期不

同,划分会计制度变迁阶段的起止点也不同,但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以会计制度变迁过程中

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区分不同阶段。本文认

为,我国自 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会计



制度变迁至今,根据会计制度变迁中的重大历史

事件和会计制度改革的范围,可将会计制度变迁

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下三阶段的划分,不仅是对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一个纵向描述, 同时对每一

个阶段变迁特点的总结和概括,有助于认清每一

阶段的制度变迁成本,从而寻求降低整个制度变

迁成本的途径; 也可以为缩短每一个阶段的时

滞,节约变迁时间,从而为制度变迁寻求有效方

式。此外,对我国会计制度变迁阶段的研究, 还

可以为增强制度变迁的可操作性提供借鉴。

1. 会计制度变迁的探索阶段

1978! 1992年是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探索

阶段, 其主要标志是 1985年财政部颁发∀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经济改革开放的国策后,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变

革,会计制度也进入了改革的探索阶段。这一时

期会计制度变迁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会计

制度变迁以增量改革为主,即在不改变计划经济

体制下原国有企业会计制度的同时, 对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进行会计制度变迁,既保

证了企业必须遵循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又能够

满足企业相关利益主体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二是

会计规范尝试采用国际通行的概念, 如首次按会

计要素划分会计科目,首次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

报表体系, 首次使用 实收资本 的资本保全概
念,首次引入 专有技术及专利权 概念等。

2. 会计制度的局部变迁阶段

1992! 2006年是我国会计制度的局部变迁

阶段,其主要标志是 两则 、13个行业会计制度

以及∀企业会计制度 #的颁布和实施。这一阶段

的会计制度变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逐步建立

会计准则体系。自 1992年财政部签发 ∀企业会
计准则 #, 1997年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 ∀关联方

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正式颁布,此阶段共发布

了 16项具体会计准则, 我国会计准则已初步形

成了由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组成的框架体系。

第二, 会计规范采用准则与制度并行的双轨运行

机制。一方面根据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新经

济业务的出现,相继发布了 16项具体准则;另一

方面为满足企业会计核算的实际需要,期间又陆

续制定并发布了 13大行业会计制度、∀股份制

试点企业会计制度 #以及 ∀企业会计制度 #。由
于具体会计准则和先后发布的各项会计制度, 分

别适用不同类型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准则和

制度同时运行但两者往往在发布时间上又不同

步,导致会计规范因内部不协调而使企业无所适

从。第三,借鉴国际惯例应用的主要计量属性几

经反复。这一期间的会计制度变迁中,人们对于

计量属性的熟悉莫过于公允价值。从 1998年

∀债务重组#和 ∀非货币性交易#中公允价值的初
次引入,到 2001年对相关准则修订时取消。几

经反复,表明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环境尚未达到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具备的公允价值应用条件。

3.会计制度的全面变迁阶段

2006年开始,以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 #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会计制度的全面变迁阶

段。这一时期的改革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健全完善了会计准则体系。∀企业会计准

则 #包括 1项基本准则和 38项具体准则,既有对

原准则的修定,也有针对经济环境中的新问题和

新业务要求而制定; 既包括有关各行业财务报

告,也包括具体会计处理规范。表明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 我国的会计制度体系正在健全和完

善。其次,会计规范由双轨制变为单轨制。 ∀企
业会计准则#首先在上市公司实行, 在实施中总

结、调整和完善, 2009年在所有大中型企业全面

推开。这就意味着, 按行业、按所有制分别执行

不同会计制度的双轨制会计规范机制彻底结束。

第三, 公允价值再次成为主要计量属性之一。

∀企业会计准则#不仅在曾引用公允价值的 ∀债

务重组 #和∀非货币性交易 #准则中再次采用,而

且扩大了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 在∀长期股权投

资 #、∀投资性房地产 #、∀资产减值#、∀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合并#以及∀合并财务报表 #

等多项准则中都引入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的地位

不仅得以恢复, 而且成为与历史成本、可变现净

值等并驾齐驱的主要计量属性之一。

二、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

对于制度变迁的成本, 黄少安认为制度变迁

的成本评价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度变

迁过程中的成本, 包括组织变迁主体的组织成

本,收集、处理信息的成本, 设计和实施变迁方案

等的成本, 还包括新旧制度的摩擦成本等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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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会计制度变迁各阶段所具有的特点, 我

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可概括为摩擦成本

和运行成本。任何一项制度变迁都需要在运行

中进行监督,因此,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

本还应包括制度运行的监督制度。

1. 摩擦成本

( 1)既得利益阶层对制度变迁的阻碍

诺斯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

现在可能的选择。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是利益因素。会计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强烈

的路径依赖。首先,由政府强制推行的强制性会

计制度变迁,全部或大部分会计制度的换轨权由

财政部所有。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对会计制度的

遵循情况的监督权也由政府职能部门证监会享

有。其次,政府在会计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并非超

然独立, 政府则也是具有特殊利益的主体, 并且

其内部还进一步分化成众多的不同利益主体。

例如, 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 不惜为本地企业

上市争取优惠政策和条件, 甚至纵容企业 包

装  、捆绑 上市。我国证券市场上类似红光实

业、琼民源、银广夏等案例,都说明了既得利益阶

层在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中,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既

得利益,实施与会计制度变迁相悖的行为。既得

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阻碍,延缓了制度变迁的

进程, 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 2)会计寻租现象

会计核算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在企业经济收

益一定的前提下, 采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 可

以引起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和财富的非生产性

转移, 从而可以获得不同的财务报告收益。我国

会计制度变迁中会计寻租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 第一, 我国市场机制仍处于培育和发展

阶段, 有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未形成, 由此

公允价值等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会计计

量手段在我国的使用仍面临困境,执行按公允价

值规范的会计准则时势必出现估计、判断等行

为,客观上为会计寻租活动创造了条件。第二,

在逐步放开的经济中出现的大量新业务、新情况

和新问题未能完全纳入现有会计规范的范围, 为

会计寻租提供了 边际性  空间 [ 8]
。例如资产减

值准备的计提、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等。第

三,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双轨运行,为会计寻

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上述问题客观上为

会计寻租准备了寻租主体, 造成了寻租者利用制

度变迁的 真空  地带获取利益, 不但耗费了社

会资源, 而且侵蚀了他人的利益, 造成社会福利

损失,形成制度变迁成本。

2.运行成本

( 1)组织新制度实施的成本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新制度实施的成本

是任何一项制度变迁所必须发生的支出。从成

本的形式看, 可分为有形成本与无形成本; 从成

本承担主体看,政府、企业、个人乃至社会都会形

成制度变迁的运行成本。就政府而言,从中央政

府颁布新的制度到各地方财政部门层层落实执

行,以及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组织培训等都需要耗

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企业看, 既需要为本企业

会计人员参加各类新制度培训支付培训费,还要

支付制度转换所必需的财务软件更新或升级费

用,另外, 还会因会计人员对新制度的理解存在

偏差而影响到财务报告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到相

关利益主体对企业会计报表的正确解读,此外还

有因会计人员集中参加培训对工作产生的一定

影响;从会计人员个体看,每一项新制度的出台,

都需要在经济、时间和精力上付出一定的代价去

学习、更新会计知识。上述各类制度变迁的运行

成本是每一次变迁都不可避免的。

( 2)主要计量属性超越特定经济环境增大

了运行成本

在以 与国际惯例接轨  的会计改革导向

下,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由 四

项减值准备 扩大为计提 八项减值准备  等,都

曾是企业利润操纵的主要手段。从 2006年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来看, 公允价值成为与历史

成本并驾齐驱的主要计量属性之一, 在 38个具

体准则中,有 10个准则规定在符合相关条件的

情况下可采用公允价值。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

性的出发点是体现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但在我

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 不论是公平交易的市场环

境,还是现有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状况, 应用公

允价值计量属性仍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新会

计准则体系中就公允价值应用而言, 仍将增大企

业盈余管理的空间。

( 3)会计人员整体素质尚不具备职业能力

影响了制度变迁的进程

从我国会计工作现状看,需要通过会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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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判断来解决具体的会计处理问题, 还需要

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 9]
。我国目前会计从业

人员的结构和素质还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

展要求,从业人员的素质偏低, 学历不高, 许多会

计从业人员没有系统地接受过会计专业化教育,

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 10]
。以准则的形

式规范会计行为,要求会计人员按照准则进行会

计核算,会计人员会因无所适从而导致会计规范

的弱化,甚至有可能会引起混乱。会计准则赋予

会计人员较大的职业判断余地,客观上为会计操

纵提供了必要条件
[ 11]
。

( 4)会计文化的滞后成为制度变迁的阻碍

因素

不同的价值思想观念将影响人们对会计职

业的看法、态度和会计人员的社会地位以及会计

工作结果的可信度,影响从事会计工作的组织结

构或个人的会计行为。我国从 1978年改革开始

到现在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很多正式规则都完

成了 市场经济化  , 但诸如价值观念、道德观念

等传统文化并没有实现 市场经济化  , 结果是

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不协调,非正式约束严重

制约了正式规则作用的发挥。会计职业道德规

范中的 公正、独立、保密  等若干原则尚未形

成。长期以来重人伦情感不重法治, 企业的守法

经营和会计从业人员的法律遵从意识淡化。企

业违法经营、会计信息造假、会计师事务所或注

册会计师不履行执业规范等问题屡禁不止。此

外,思想上的相对保守、循规蹈矩,导致人们行动

较谨慎, 信息交流不畅, 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也不

旺盛, 对会计制度的颁布与修改反应迟缓或干脆

漠不关心等,都表明传统会计文化对制度变迁的

阻碍。

3. 监督成本

( 1)政府监管机构角色与目标的冲突增大

了监督成本

首先, 政府监管机构功能定位的偏误, 使得

会计监管权利与责任得不到很好地落实。在我

国资本市场的监督中,中国证监会承担了既要负

责新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 也负责日常上市管

理,还要负责配股资格审查、处罚等监管措施, 形

成了既是 裁判员  又当 运动员  的双重角色,

目标与角色的冲突必然导致其在履行权利和责

任时以自身利益为前提
[ 12]
。其次, 同样拥有会

计监管权利并履行监管职责的证监会和财政部,

是两个同级平行并具备各自独立利益的政府机

构。一方面, 上市公司都是两者监管的对象,财

政部负责制定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生成规则的制

定并实施监督,证监会负责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

露规则的制定并实施监督。在规则制定以及监

督执行中不可避免存矛盾, 这种矛盾必然会影响

监管效率。另一方面, 对上市公司而言, 同受证

监会和财政部两个部门的监管, 在会计规则之间

不能很好地协调的情况下, 难免会留下很多漏

洞,从而诱发上市公司会计行为异化的动机,失

去对会计行为异化的有效控制, 降低会计行为异

化的效率与效果。

( 2)民间自律监督组织发育还不成熟导致

社会监督不足

在我国, 承担社会监督职责的机构是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以及履行监督职能的会计师事务

所。从我国目前会计监督体制看,中注协它只是

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而已。中注协并没有真

正体现出独立的社会监督地位。这种现状导致

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本应由民间自律监管组

织实施的监督,由于政府监管力量过于强大导致

对其他监管主体的排斥,进而降低公众参与会计

监管的意愿与积极性, 致使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

现象同时并存。其二, 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地方

政府与其原来所兴办的会计师事务所保持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和大量业务往来, 这种不公平竞争

情况下, 被指定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难免失去

应有的独立性,而听命于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

府
[ 13 ]
。此外,我国注册会计师的行业准入资格

现行规定形成了注册会计师队伍素质不高的现

状,注册会计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必然会制约其

职业化的发展和成熟。

三、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

本的途径

1.采用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会计制度变迁

模式

( 1)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应继续发挥主导

作用

我国目前的现状仍应是政府力量主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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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首先,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期, 社会公众

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市场主体自觉遵守法律的意

识还没有形成,表明政府主导会计制度变迁的必

要性。其次,我国的会计职业团体与民间学术团

体发育还不成熟, 以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 可

以利用行政权力,集中专家力量解决制度制订过

程中的重大问题, 保证会计制度的权威性的同

时,还可减少制定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缩短制度

制定和实施过程
[ 14]
。

政府在会计制度变迁中的主要作用, 一是利

用政府的权威力量, 组织并推动会计制度的变

革;二是履行会计监督的职能, 对行业协会 (民

间会计团体、注册会计师协会 )制定的规则进行

审查监督,同时对涉及公众利益的上市公司披露

的会计信息进行监管,通过控制会计信息质量达

到维护经济秩序的目的。

( 2)民间会计职业组织要充分发挥市场辅

助的功能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需要成熟的民间会计

职业团体,而民间会计职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也

标志着一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度。首先,民间职业

组织的发展,不仅能够承担起按照市场要求制定

会计规则的重任, 而且所制定的 游戏规则  对

每个人、每一个经济实体而言都是公平的, 不存

在因不同所有制或不同企业类型而产生的差别

待遇。因政策本身缺陷而形成的客观寻租条件

不复存在。其次,政府应释放对民间职业组织过

多的管理权利,让民间职业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发

展中不断壮大。随着民间职业组织日益发展成

熟,政府对会计规则的制定权, 也应逐渐由民间

组织替代。一些代表政府身份的组织或个人为

维护既得利益而产生的阻碍制度变迁的行为便

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

我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由政府部门发起设

立,其主要成员大都来自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

尽管委员层次较高,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以及会

计中介机构相结合,但仍凸显体现政府意愿的特

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和会计度变

迁的进一步推进,政府应借鉴发达国家职业团体

的经验和模式, 逐渐调整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构

成,使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经济环境的发展中, 逐

渐成熟为一个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并发挥其

功能的民间职业组织。

2.制度供给者应注重制度建设与环境优化

的同步发展

( 1)优化制度变迁的环境

首先,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要加快成熟市

场经济环境的建设,继续推进企业制度尤其是国

有企业的改革, 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产权多元

化、依靠自身实力进行竞争的市场主体; 加强对

企业经营行为的规范, 提高企业规范经营的意

识。强化对资本市场行为的规范,促进资本市场

健康良性发展。只有市场经济的环境不断成熟

和完善, 才能形成完备公允的价格体系, 借鉴发

达国家的主要会计方法才会具有应用的环境和

条件。

其次,优化法律环境。对相关的法律条文应

予以修改,让违法违规者承担的违法成本远远大

于其违规所带来的收益;政府部门应采取措施加

大违规者的 信誉成本  , 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建

立诚信网络, 让违规者在承担巨大经济成本的同

时承担 社会信誉成本 。让违规者因损害社会

公众利益和浪费社会资源所形成的社会成本由

其自身负担。

再次,培育文化环境。积极培育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将传统文

化环境逐渐引导演化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的、以制度约束行为的文化和习惯,同时,倡导会

计职业道德规范中的 公正、独立、保密 等职业

操守, 实现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有机协调,

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 2)增强制度规范的可操作性

首先,提高制度的可理解性。将理论研究成

果与传统会计规范形式相结合, 与会计人员的职

业能力相结合。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准则体系

完善了,广大会计实务工作者能根据会计准则自

行设计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而且具备较强的职

业判断能力。

其次,立足国情现实。经济发展对会计制度

需求的实质就是保证企业生成清晰的财务信号

以便理性投资者进行有效的投资决策。会计制

度不是把企业的财务报表复杂化、纯技术化,而

是为了反映经济实质。我国的会计准则很大部

分是借鉴于国外, 对于我国经济不适宜的会计准

则应暂缓引用。对于适宜我国情况的会计准则

也要按照需求原则进行分析,让其真正发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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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的作用。

( 3)强化会计从业队伍的素质建设

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的成本,需要与之相适应

的会计人才队伍作保证。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

素质, 一方面要加强会计培训, 通过培训使广大

会计人员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专业能力, 培训的

手段可多渠道开展并采用多样化的形式, 如地方

会计学会、会计理论界和会计教育界,还可以采

用远程教育的方式。另一方面,在加强培训的同

时,还应对培训效果实施严格的考核验收。财政

部门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将培训移交给会计理

论界、教育界和中介机构的同时, 还应将主要职

能放在对培训进行考核与验收方面。考核对象

既包括参加培训的学员也包括承担培训的机构。

对未能达到合格要求的会计人员,可根据继续教

育暂行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对未能达到考核

标准的培训机构,取消其培训资格。

3. 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 1)政府监管机构的角色应合理定位

财政部应逐渐释放会计制度制定的权利, 而

由民间会计职业团体逐渐接替会计规则的制定。

同时, 就监管主体而言, 证监会在国务院直接领

导下,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赋予其实施会计监管

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时确立规则制定者的独立

性,让作为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规则制定者

与被管制者分离。证监会的职能主要是负责监

管行业协会,并对行业协会制定的规则予以严格

的监督和审查。由于证监会专司监管职能,一方

面,会计规则的制定权和监督权分离,可以解决

既当 裁判员  又当 运动员  的双重角色而产生

的监管不力问题; 另一方面,证监会作为唯一具

有强制监管地位和监管权利的政府监管机构, 不

存在与其他平级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问题,从而

节约了协调成本。

( 2)政府应给予民间自律监管组织更大的

发展空间

政府应与注册会计师协会彻底脱钩, 让注册

会计师协会真正成为独立于国家及各经济实体,

超脱于各经济利益关系体之外的独立的组织。

以其身份、地位和利益的超然独立性,确保客观、

公正地履行其社会监督职能。作为行业协会组

织自身发展而言,必须提高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准

入门槛, 尽快修改注册会计师的报考条件, 将报

考者的专业教育背景和职业道德素质作为职业

准入的标准。同时,政府还要给予民间自律监管

组织在独立行使监督职能方面以更大的空间。

在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能力的同时,由证监

会负责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

的监管,其他政府机构应彻底脱离与会计师事务

所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方面的密切联系。

四、结 语

任何一项制度变迁在获取制度变迁收益的

同时都不可避免地付出一定的代价。对我国会

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进行分析,并非是对会计

制度变迁的否认。我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会计作为市场经济中的 商

业语言  ,在经济改革中所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更是功不可没。正确地认识我国会计制度变迁

的社会成本, 寻求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有效途

径,是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推进我国会计制

度整体变迁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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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cia lCost of Accounting System Chang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 ina

LI X iao ling1, WANG Fu sheng2

( 1. Schoo l o fM anagem ent, H arb in Institu te o f Techno logy (W eiha i), W e iha i 264209, Ch ina;

2. Schoo l o fM anagem en t, H arb in Institute o f Techno logy, H a rbin 150001, Ch ina)

Abstrac t: Changes in a sy stem must m eet the constra ints tha t the expected return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expected cost. Ana lyzing the soc ial cost o f China s' accounting system chang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using

transac tion cost theo ry and institutiona l changes theory, has g reat guiding sign ificance in reducing the cost o f accounting system

changes. The ana lysis show s that: a long w ith the econom ic system reform, China 's accoun ting system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s from exploration of reform to the pa rtia l re fo rm, then to the ove ra ll changes. The soc ial co st resu lting from the pro cess

inc ludes fr iction co sts, opera tion costs and superv ision costs. Cons ide ring the aspects o f Ch ina s' rea listic accounting env iron

m ent, the ways of decreasing the soc ia l co st inc lude: reasonab le accounting system changes shou ld be used w here governm ent

p lays the key role andm a rket p lays the aux iliary ro le; as a prov ider o f accounting system, the governm ent shou ld take effective

m easures to prom o te compatib ility o f the accounting system and env ironm ent; the curren t accounting superv ision system shou ld

be improved.

K ey words: accounting system; system change; socia 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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