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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围绕“财”进行管理的企业会计或管理，是伴随着

“财”的产生和客观存在而形成与发展的。在19世纪80年
代至 20世纪 50年代，一系列主要以成本为对象的控制、
规划、决策的管理方法的产生，导致一个新的名称——管

理会计的诞生。管理会计名词诞生后，长期以来普遍被人

们认为是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与财务会计并列

的独立的会计内容，有关研究者对这种观点的支持一直

延续至今。从国内外一些管理会计教科书涉及的教学内

容看，不少列为管理会计的内容，如投资决策和存货决策

与控制，在财务管理教科书中也会讲述，这使人们对管理

会计与财务管理中相同的内容应该如何归类感到困惑。

在对管理会计内容的认识上主要观点有：包括除审

计以外的全部会计与财务管理的广义的管理会计（英国

成本与管理会计师协会，1982）、包括除财务管理外全部
会计的广义管理会计（美国全国会计师联合会，简称

NAA，1986）、资金运用（包括投资和资金耗费）或资源运
用管理（许亚湖，1993；国际会计师联合会，1998）以及不涉
及融资和投资、只涉及资金耗费的经营会计（余恕莲、吴

革，2006；王斌、顾惠忠，2014）。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实际
上是大财务管理或大会计的观点，后两种观点是狭义的

管理会计观点，本文将要讨论的是狭义的管理会计问题。

随之引出的问题是，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财务会计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管理会计的具体内容理应包括哪些，

如何界定管理会计的边界。在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的

建设中，需要厘清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财务管理之间的

关系。

管理会计的产生，被人们认为是财务会计人员努力

的结果。“从许多方面看，管理会计的概念体现出了财务

会计人员的努力方向”（迈克尔·查特菲尔德，1977）。正因
为这样，人们“以财务报告的思想指导管理会计”，把管理

会计也看做与财务会计具有相同核算特点的一种主要对

内提供报告的信息系统。

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发现管理会计除提供信息的

内容外，还直接参加重大经营预测、决策、规划和控制等

活动，更具有管理的特性。“北美的管理会计师协会发起

了一场与会计划分界限的活动，试图通过强调管理会计

的管理一面，努力将管理会计摆放于更有战略地位的框

架中”（保尔·A.萨尔曼，2003）。但保尔·A.萨尔曼（2003）
认为，要“将会计涵盖于管理之内而不是予以摒弃”。那

么，管理会计的本质到底是信息系统，还是大于信息系统

的管理活动？又是什么性质的管理活动呢？

二、管理会计边界的界定

1. 企业会计人员或财务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为管理
会计、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的总和，这些内容具有血缘同

宗、源远流长的特点，它们都是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管理的

活动。我国有学者认为要围绕财务会计、财务管理与管理

会计的融合，探讨管理会计的边界问题（王斌，2013）。按
我国的相关理论，一般认为财务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价值方面——资金运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关系，

这种资金运动包括资金的筹集、运用和分配，其中资金运

用包括企业对长期性与短期性资产的投资和耗费。通常

所说的财务管理是指对资金筹集、运用和分配活动及其

产生的经济关系的管理。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表现在资

金运用上有重复的内容。

笔者认为，企业的财务可以分为狭义的财务与广义

的财务，狭义的财务仅指资金的筹集与分配，广义的财务

包括资金筹集、运用和分配在内的全部活动。在企业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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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后，对资金运用的管理成为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

容。不难看出，目前的管理会计内容实际上就是资金运用

管理的内容。

19世纪 80年代至今的有关研究中，研究者们从多方
面研究企业长期资产和短期资产的优化配置问题，探讨

对生产经营成本进行预测、决策、规划、控制、核算和考核

等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毋庸置疑，目前列为管理会计的系

列理论与方法在近一百多年来，极大丰富和发展了财务

管理中资金运用管理的内容。将管理会计界定为资金运

用管理，也与国际会计的权威组织——国际会计师联合

会（IFAC）的认识一致。在对 1988年《国际管理会计实务
综述1》（IMAPS1）的“管理会计的概念”条目进行修订后，
IFAC于 1998年推出了新的管理会计定义，这一定义是
“管理会计是专施组织资源运用的管理过程，因此，管理

会计是通过对动态与竞争环境中组织资源的有效运用以

实现组织的增值的管理流程和技术”。因为资金是企业的

经济资源，所以 IFAC的管理会计定义中的“资源运用”也
就是“资金运用”。

2. 目前一般将会计看做信息处理系统，具体到财务
会计上则为一系列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工作。现有的

观点大多将财务会计界定为对企业历史的资金运动进行

全面系统的反映和监督，主要为外部与企业有经济利害

关系的投资人、债权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企业的财务

状况与盈利能力等信息的信息处理系统。其实，这一定义

并未反映财务会计的本质。准确地说，财务会计是通过确

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方式反映和监督企业财务的管理

活动，所反映的财务信息既有历史的，也应该有未来的；

所产生的信息既对外部提供，也对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

目前所说的财务会计严格来说是公开财务会计，所

提供的是公开认可的、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财务信息，而非

公开的财务会计所提供的财务信息可能是完整的，也可

能是部分的，如人力资源会计信息和质量成本信息等，非

公开财务会计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就是管理会计所要做的

工作。从财务的基本内容上看，说财务会计是财务信息处

理系统而管理会计不是，就显得不够妥当。至于公开财务

会计是公开披露历史信息还是未来信息，取决于一定时

期企业外部有关方面的认可程度及外部要求和内在需

要。从财务这一对象上看，财务会计理所当然应该提供财

务信息，并且根据信息需求者的要求也可以提供与财务

密切相关的非财务信息，以便有关方面做出正确的决策。

3. 为了避免重复，可将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和财务会
计重新界定为狭义财务管理（资金筹集和分配管理）、管

理会计（除非公开财务会计外的资金运用管理和非公开

财务会计）和公开财务会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

图来表示：

需要说明的是，财务会计要反映和监督企业财务，是

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以核算为基本特征的财务会计是广

义财务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有所区分，上述具体的

资金筹集、运用和分配环节的管理中不涉及公开财务会

计的内容。财务会计只具有核算的职能，反映企业的财

务活动，而不包括核算内容的财务管理则具有预测、决

策、预算、控制、考核和分析的职能。

4. 管理会计发展历史显示，在资金运用的管理上要
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合适

的长期资产和短期资产上并加以有效地利用；二是通过

资源的投入和耗用所带来的效果的大小及其管理。简要

地说就是投入、耗用与产出及其管理的问题。在现有的国

内外管理会计学教科书上，有关企业资源投入和耗费的

管理内容主要有长期资产的长期投资决策、存货决策与

控制、本量利分析、短期经营预测与决策、预算、实际变动

成本法和完全成本计算方法、标准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责任会计以及战略管理等；在投入资源带来效果的管理

上，有定价管理和业绩考核与评价等。这些内容基本上涵

盖了目前财务管理教科书上除资金筹集和利润分配以外

的内容。由此，将狭义管理会计的边界确定为企业资金运

用的管理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三、从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价值的角度探讨管理会

计的本质

在阐述管理会计本质时，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

企业价值的问题。IFAC在管理会计定义中明确确定，管理
会计是通过对组织资源的有效运用以实现组织的增值的

管理流程和技术的本质（1998），我国近年来也有学者认
为管理会计的本质属性是价值升值（如余恕莲、吴革，

2006），管理会计应当高度关注价值驱动因素，以实现其
价值增值的目标，管理会计的核心目标是为组织创造价

值（王斌、顾惠忠，2014），要以管理会计为主搭建企业精
细化价值驱动因素的信息平台（王斌，2013），并提出了产
品（服务）品质、客户满意度与社会责任等价值驱动因素

（王斌、顾惠忠，2014）。在管理会计的价值链分析中也涉
及顾客价值问题。那么，什么是管理会计学或财务学意义

上的企业价值和顾客价值呢？

从哲学上看，价值是一定主体对客体属性的某种肯

公开财务会计 非公开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

资金筹集与分配管理 资金运用管理
（狭义财务管理） （管理会计）

广义财务管理

狭义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和公开财务会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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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衡量。从经济上看，价值是对一定劳动物品、事项等

一般劳动与效用的衡量，这就有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的大小通过物品或交易事项的价格来衡量，体

现了人类的一般劳动。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涉及的企业

价值有企业财务管理学的价值、金融经济学的价值和管

理学的价值等。

从财务管理学的企业价值上看，我国学术界一般认

为，企业财务的本质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价值运动

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关系，企业财务中的企业价值是通过

资金、成本、费用、收入、利润、每股收益、所有者权益、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Tobin Q值等指标来表示的，这
些价值都属于用金额来表示的交换价值。

金融经济学的企业价值是企业预期自由现金流量的

现值。企业将拥有的资源投入生产经营中以获得一定时

期的收入，用以弥补一定时期所有投入或耗用的资金，实

现价值增值。企业的价值增值，包括利润、所有者权益和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的增加或提高。所有者权益

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需要根据评估的方式和标

准，通过会计计量确定。管理学的企业价值则强调使所有

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普通员工、

供应商、顾客、政府、社区团体和公益社会等）均能获得满

意回报的能力，企业使利益相关者的回报得到增加就是

企业价值的增值。

管理学的企业价值目前也被纳入财务管理之中，有

学者提出了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的观

点。这些价值观点是从不同视角提出的，在研究时可以将

它们综合加以考虑。

从企业生产经营上看，与企业价值直接相对应的有

顾客价值。顾客对公司的要求不仅是价格公平合理，而且

还期望及时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这些是顾客价值。

顾客价值实际上包括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的

内容，顾客价值的增值要求是公司以最低的可察觉价格

（Perceived Price）向顾客提供最高的可察觉使用价值
（Perceived Use Valve）。公司生产经营价值的高低取决于
成本和使用价值的生产经营有效性的高低。企业的生产

经营价值增值就是在生产经营充分满足顾客需要的具有

一定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条件下的成本降低和利润增

加。关于顾客价值与企业生产者价值的关系处理，英国学

者福克纳和鲍曼（1997）提出了顾客价值与生产者价值矩
阵分析方法，根据这一方法下的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战

略选择。由此可知，一般所说的企业价值链是企业根据自

身情况，以顾客价值为导向，在提高顾客价值的同时提高

企业价值的相互联系的活动。

要突破从企业生产经营者价值与顾客价值关系上管

理企业价值链的传统观念，就需要从企业价值与利益相

关者价值上全面和系统地管理企业价值链。利益相关者

价值反映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品或服务在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上的要求。企业对利益相关者价值的满足程度

是通过一系列指标衡量的，这些指标构成了企业价值的

组成内容，是反映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价值的能力指标。

在全面和系统管理的企业价值链中，从企业管理视

角考察的对利益相关者价值的指标各有不同：对股东的

价值通过每股收益和资本保值增值等指标衡量，对债权

人的价值通过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和资产负债率等

指标衡量，对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价值通过管理者持股

的获利水平、工资福利增长率和员工获得的报酬与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率等指标衡量，对供应商的价值通过应付

账款周转率、现金与应付账款比率和应付账款比率等指

标衡量，对顾客或用户的价值通过主营业务成本率、主营

业务收入增长率、销售净利率和顾客使用企业产品或服

务的安全（如食品安全）支出与主营收入的比率等指标衡

量，对政府的价值通过资产税费率、主营业务收入净税费

率、所得税比率和税金增长率等指标衡量，对社区团体和

社会公益的价值通过捐赠、环保、事业赞助等支出与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率指标衡量等。对利益相关者价值的衡量

除上述交换价值指标外，还应考虑提供符合有关方面质

量要求的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产品或劳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狭义的管理会计的本质，是在

一定经济条件和充分考虑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

情况下，通过资金的有效运用，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管

理活动。管理会计在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要寻找并确

定对顾客价值和对利益相关者价值的驱动因素（价值动

因），识别企业价值增值活动与非增值活动，消除非增值

活动，通过增值活动的开展使企业价值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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