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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会计本质的博弈说明

王永海

　　本文试图在一个规范的产权结构中, 运用重复博弈理论理

解财务会计, 或许会在理论上对财务会计本质有一些新的认

识。本文首先构造一个财务会计重复博弈模型, 并讨论该模型

的两个基本属性, 即资产所有者收益的有界性和企业财务信息

的吸收性, 认为财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更多地侧重于为企业外部

信息使用者 (资产所有者) 提供其权益保护有用的财务信息, 与

资产所有者的经济决策关系不密切; 其次, 本文讨论重复博弈

中财务信息完备性的状况, 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中不存在

现代财务会计制度; 最后, 本文讨论了财务会计的产生基础、基

本功能和财务会计行为的本质, 提出财务会计存在性定理。本

文的分析是纯理性的, 但我相信, 这种纯粹理性分析对财务会

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一、财务会计重复博弈模型的一般表述

为了构造财务会计的重复博弈模型, 我们设财务会计是一

个向企业资产所有者 (包括股东和债权人) 提供有关企业财务

状况信息的信息系统; 为了保持他们在企业中的权益最大化,

资产所有者围绕企业进行博弈; 资产所有者是该博弈的参与

人, 企业是该博弈的“自然参与人集, 表示企业全部资产所有

者; ( 为一非空集, 表示企业各种可能财务状况集; 由于企业连

续经营序列是由会计期间构成, 每个会计期间代表一局

(round)博弈; 对于N 中资产所有者 i,D i 表示其对策行为集, S i

表示资产所有者 i 获取的财务信息集, 用符号表示

D = Ε
i∈N

D i　　　　　S = Ε
i∈N

S i

　　假设状态 ∃ (S Ε Η) 的初始分布为 q , 状态 D Ε ( 与状态

∃ (S Ε ( ) 的 财 务 信 息 传 递 函 数 为 p , 记 为 p : D Ε ( →

∃ (S Ε ( ) , 资产所有者 i 的对策行动D 所形成的收益函数为

u i , 记为 u i: D Ε ( → R , 则财务会计的重复博弈 ( # r ) 可表述

为:

# r = (N , Η, (D i, S i, u i) i∈N , q, p )

　　在该重复博弈中, 资产所有者博弈是一个由会计期间 (1,

2, 3, ⋯) 组成的无限时间序列。资产所有者获取企业自然状况

的财务信息是 S i , 资产所有者的对策行动D 是现在及以前会

计期间获得的财务信息 S 的函数, 资产所有者 i 选择的对策行

动为D i 。在第一个会计期间财务状况为 Η1 , 且资产所有者 i 获

得财务信息 s1
i 的概率为 q (s1, Η1) (这里设 sk = (sk

i ) i∈N ) 。在会计

期间 k 中, 若现行财务状况为 Ηk , 资产所有者的行为D 中的 d k

= (d k
i ) i∈N , 则 u i (d k , Ηk) 是 k 会计期间资产所有者 i 从企业中获

得的收益函数, p (sk+ 1, Ηk+ 1ûd k , Ηk) 是在会计期间 k 中财务状况

为 Ηk 、资产所有者行动为 d k 时, 会计期间 k + 1 中财务状况为

Ηk+ 1 、财务信息为 sk+ 1 的条件概率。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条件概

率独立于会计期间 1 至 k - 1 的财务状况和资产所有者行动,

也独立于会计期间 1 至 k 的财务信息, 亦即会计期间 k + 1 的

财务信息质量与 1 至 k - 1 会计期间的财务信息质量、财务状

况和资产所有者对策行为等因素无关。

二、对资产所有者收益有界性的讨论

当且仅当存在一正数 8 , 且

ûu i (d , ( ) û ≤ 8 , Π i ∈N , Π d ∈D , Π Η∈ (

　　我们说该重复博弈中资产所有者的收益是有界的 (bound2
ed)。

资产所有者收益的有界性表现为两个方面, 若资产所有者

的收益为负, 由此所形成的资产所有者偿债责任只局限于资产

所有者在企业中的投入资本, 亦即所谓有限责任制。若资产所

有者的收益为正, 该收益最终由企业的投资机会和管理效率决

定。在典型的委托代理结构中, 资产所有者不直接对企业资产

选择, 也不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决策。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

资产所有者在企业以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中的收益应该是不确

定的, 但是, 这种收益已经超出了财务会计的重复博弈结构。因

此, 在财务会计重复博弈结构中, 资产所有者的收益由企业给

定。设企业投资机会和管理效率为一定, 资产所有者的收益具

有有界性。

资产所有者收益的有界性直接涉及到资产所有者使用财

务信息的目的, 也涉及到财务会计的基本目标。资产所有者使

用财务信息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其在重复博弈结构中长期收益

最大化, 财务会计的基本目的是提供在重复博弈中资产所有者

权益保护有用的财务信息。迈耶森 (Roger B. M yerson) 证明重

复博弈中信息 ( S ) 与每局结束时参与人收益最大化目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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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①他认为, 由于重复博弈的时间是连续、无限的, 参加人的收

益表现为一无限序列, 在每局结束时参与人收益预期价值最大

化的目标假设显然不能成立。参与人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在所有

博弈阶段其收益贴现值之和最大化。埃普斯泰因 (L. G.

Ep stein)给出参与人收益序列 ∆贴现平均值标准的公理推导过

程及一般表述式。②

设 ∆为贴现因子, 且 0 ≤∆≤ 1 , 则支付序列 (Ξi (1) , Ξi (2) ,

Ξi (3) , ⋯) 的 ∆贴现平均值为:

(1 - ∆) 2
∞

k= 1
(∆) k- 1Ξi (k )

式中 　　 (1 - ∆) 2
∞

k= 1
(∆) k- 1 = 1

设均衡行为战略集为 Ρ , 对于任何参与者 i 及其行为战略

Ρδi, 有:

(1- ∆) 2
∞

k= 1
2

d∈D
2

Η∈(
p k (d, ΗûΡ) (∆) k- 1u i (d, Η)

≥ (1- ∆) 2
∞

k= 1
2

d∈D
2

Η∈(
p k (d, ΗûΡ- i, Ρδi) (∆) k- 1u i (d, Η)

∆贴现平均值标准具有下列三点基本内涵:

1. 该标准表明资产所有者使用财务信息的基本目的是为

了使其在重复博弈中各阶段收益平均值最大化, 短期利益与长

远利益之间的权衡是资产所有者博弈目标的基本内容。

2. 只有实现重复博弈均衡才会实现资产所有者的基本目

标。在个人理性基础上实现集体理性, 并且存在一个满足集体

理性要求且发生效力的制度, 是实现资产所有者基本目标的前

提。正是由于重复博弈的无限重复次数和信息完备性等因素,

才使得重复博弈存在着一个与一次性博弈 (决策博弈) 完全不

同的子博弈精练均衡, ∆贴现因子表示资产所有者对制度的忍

耐程度。张维迎 (1996)说明了这种与一次性博弈不同的均衡解

的存在及特征。资产所有者通过制度选择实现其目标而不是通

过经济创新或对企业中决策方案的直接选择实现其目标。

3. 资产所有者所需的财务信息是具有共同知识性质的规

范信息, 亦即这种信息是“所有参与人都知道, 所有参与人都知

道所有参与人都知道, 所有参与人都知道所有参与人都知道所

有参与人都知道⋯⋯”的信息。这种信息必须按照公认或共同

理解的理论和概念来定义、确认、计量、分类和报告, 必须按规

范或通用的方式和方法来评估和搜集。它必须是历史的或以历

史为基础的信息, 因为共同知识首先是历史的或以历史为基础

的信息。

综上所述, 在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结构中, 由于资产所有

者的收益具有有界性特征, 财务信息与资产所有者的经济决策

无关, 财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与资产所有者长期收益最大

化有关的财务信息。亦即提供与资产所有者权益保护有关的财

务信息。财务会计是一种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上的规范性的集

体理性行为, 而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理性的收益极大化或成本极

小化行为。

三、对企业财务信息吸收性的讨论

当且仅当 2
s∈S

p (s, Ηûd , Η) = 1, 　Π d ∈D

则 ( 中财务状况 Η是吸收的

财务信息吸收性表明, 在一定的企业“自然”状况 Η中, 财务

信息 S 发生以资产所有者对策行为 d 为条件。从理论上讲, 以资

产所有者对策行为集 d 为条件的财务信息集 s 的发生概率之和

等于 1, 则财务信息处于吸收状态。若会计期间 k 的财务信息处

于吸收状态, 则 k 之后的各会计期间财务信息都处于吸收状态。

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 对企业的财务信息权实际上是企业

资产所有权的延伸, 只有首先对资源占有, 才会有对资源的订

价和考核。企业资产的订价首先是相对于所有者个人理性而言

的一种价值计量, 资产的计量属性取决于所有者的订价目的。

在完全独资企业组织中, 如果企业不向银行或其他潜在债权人

申请贷款, 企业财务状况不影响外部集团人的利益, 企业财务

信息就纯粹是一种私人信息, 它不受社会公认准则和规范的约

束, 该独资人对资产的订价和考核也是一种纯粹个人理性的收

益极大化或成本极小化行为。④企业财务信息具有多样化特征,

如对会计要素如何确认和计量, 采用什么方法计量, 如何分类

和报告, 按照什么途径报告, 什么时候报告, 报告给谁, 以及对

什么样的人报告什么样的信息等等问题, 完全由所有者的个人

理性决定。当然, 所有者的这类个人行为必须服从政府的法律

规定。

“企业家”的出现改变了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订价与考核

方式。科斯主要关心的是取代对私人投入要素所有者使用权转

让的限定继承, 而对每一项贡献或活动不直接订价, 这意味着

通过代理人来计价考核, ⑤“企业家”由此产生。张五常说:“投入

要素的所有者通过考核性质完全不同于他的实际付出的或卖

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来为他的各种付出取得报酬。代理人交易

要考核两个方面: 通过指导和监督投入要素所有者的工作来考

虑盈亏和提供给消费者具有特殊性质的全部消费品。”⑥所有者

放弃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考核和订价, 代之以另一种对代理

人服务的考核和订价。但是, 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企业资产和

交易活动的多样化订价属性。相反, 正是由于资产和交易活动

的多样化订价属性, 才使得对企业资产和交易活动的订价和考

核出现分工和专业化, 如为保护资产所有者权益而出现的财务

会计; 为合法纳税和合理避税而出现的税务会计; 为考核交易

活动的盈亏和资产管理业绩而出现的管理会计, 为企业投资决

策提供决策信息的资本资产订价模式 (CA PM )、期权订价理论

(O PT )、套利订价理论 (A PT )等等。

现代财务会计是企业订价制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 它一

方面只是按照由资产所有者权益保护需要而形成的订价属性

对资产和交易活动订价和报告, 另一方面财务会计信息也是在

一定会计假设、会计惯例和会计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会计惯

例、会计原则和会计准则会产生不同的财务会计信息; 在同一

会计准则中, 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也会导致财务信息的差异。

所以, 财务信息不具备精确性, 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适应企业

各种订价需要的财务信息, 只有符合会计准则要求的财务会计

信息才会被认为是可信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 SB )

认为:“纵然似乎一般地在财务报告周围, 特别是财务报表周围

闪耀着一层精确的光辉, 各种计量除少数例外情况外, 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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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惯例, 而不是基于准确数额的近似值。”⑥

四、关于财务信息完备性的经济学解释

财务信息完备性是指财务信息能够精确地反映企业所有

财务状况, 且信息使用者在财务信息发生时都能够收到该财务

信息。当且仅当每个参与人都能够精确地观察“自然”的当前状

况时, 我们说重复博弈具有完备信息。完备信息概念表明, 如果

资产所有者能够精确地观察企业当前财务状况, 现代财务会计

将不存在。

迈耶森 (Roger B. M yerson) 说明了完全状态信息重复博弈

中不存在信号传递问题。⑦对于N 中任意参与人 i 和信息集 S i

中任意一信号 si , 总在“自然”状态中存在一些状态 Ξ(si) , 对于

( 中 Η和 Ηδ , D 中任何 d 和 Ε j∈N - iS j 中任何 s- i , 当 Ηδ≠ Ξ(si)

时, 使得

p (s, Ηδûd , Η) = 0 　　　式中 s = (s- i, si)

该式表明, 当当前状况 Ηδ不是 Ξ(si) 时, 总存在一些状态

Ξ(si) , 使得信号 si 绝不会发生。也就是说, 在“自然”状态 ( 中总

存在 Ξ(si) 使得财务信息传递不会出现, 亦即现代财务会计制

度不存在。这一命题对于理解财务会计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

论意义。通过下面的经济学解释, 我们将证明: (1) 尽管在完备

信息重复博弈中存在资产所有者决策行为, 也存在生产组织的

决策行为, 但不存在财务会计, 这从反映证明财务信息与资产

所有者的决策行为无关; (2) 由于资产所有者的信息是完备的,

不需要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保护制度, 所以不存在财务会计, 这

是对财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与资产所有者权益保护有关

的财务信息的逆证明; (3) 资产所有者之间以及资产所有者与

企业之间信息完全对称是财务会计不存在的基本原因, 这从反

面证明财务会计在微观上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监督, 但从宏观

上看财务会计的基本功能是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 提高市场的

效率。

那么, Ξ(si)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它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中的理想状态, 亦即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厂商生产状态。自瓦尔

拉斯、孟格尔和马歇尔之后, 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把市场修订

成为纯粹由竞争主宰的、完全有效的均衡状态, 把市场订价制

度扩展成为万能的、无边界的资源配置机制, 把生产组织精练

成一个能够完全适应市场需求且对市场价格变动能够及时作

出灵敏反映的厂商。新古典主义的这种理论传统在萨缪尔森的

手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⑧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看来, 市场订价制度的作用如此广

泛, 以致于生产组织 (厂商) 内部各种生产要素都必须按照市场

均衡价格订价, 生产组织的经营状况表现为以市场均衡价格为

唯一自变量的函数, 企业资产只有一个计量属性, 那就是市场

均衡价格; 投入要素是同质的、完全可替代的, ⑨且具有完全可

分性, 所以, 萨缪尔森认为“生产要素”一词不能令人满意地表

述这种性质, 应该避免使用, 并且主张用“投入”一词代替。因

此, 他们并不关心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余额效应, 主要关

心生产要素的增量变动效应, 如弹性、替代比率等, 以及生产函

数的一般特征, 如斜率、曲率、一阶导数和二阶导阶的符号等。

由于生产组织的订价功能完全由市场订价制度取代, 投入要素

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完全相互替代, 且具有完全可分性, 所以, 生

产要素价格必定等于边际成本乘上边际物质生产率。生产组织

只是简单地在市场价格刺激下, 在生产要素之间作出选择和替

代以实现产量极大化。由于生产和成本理论具有对偶性, 成本

极小化就意味着产量极大化, 产量极大化就意味着利润极大

化。

市场是如此有效率, 以致于客观、公正的信息可以自动形

成, 并且可以自动地在消费者与生产者、厂商与资产所有者以

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传递, 厂商、消费者、资产所有者及其他

利害关系人都能够同时拥有有关经济变量的完全信息 (信息是

完全对称的)。在这样的市场中, 储蓄自动地转化为投资, 资本

就是资产, 并且, 资本和资产都具有完全可分性 (divisib ility)。厂

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吸收所需的资本, 并且, 没有融资成本。社

会无需建立一套资产所有者权益保护制度, 生产过程的收益自

动地、逐渐地在资产所有者之间公平分配, 形成所谓纵向“涓流

效应”( t rick ing2dow n effect) 和横向“扩散效应”( sp reading ef2
fect) , 这两种效应在市场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

(Pareto op tim ality)。因此, 产量极大化就是生产组织价值极大

化, 也是股东财富极大化, 资产所有者的收益直接取决于生产

过程, 因而是无界的 (unbounded)。

新古典经济学家有着不重视厂商作用的传统, 更别说企业

组织的作用了。萨缪尔森说:“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很不重视厂商

而非常重视产业, 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是由于在最纯粹的竞争

条件下, 厂商的界限变得含混而难以确定, 并且也不重要——

因为生产要素通过对价格的反应, 而相对于产业以正确的比例

和正确的总量调整自己”。βµ由于没有企业组织, 厂商就表现为

一条连续的、光滑的、对所有变量都是线性齐次的生产函数, 财

务会计缺乏其存在的主体。

综上所述, 由于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订价制度是万能

的、无边界的, 市场完全有效率, 信息完全对称, 不存在资产所

有者权益保护制度, 不存在企业组织制度, 资产所有者的收益

是无界的, 企业信息不具备吸收性, 所以, 不可能存在现代财务

会计制度。即使没有现代财务会计制度, 资产所有者也会实现

其长期平均收益最大化。

五、对财务会计存在性定理的基本说明

如果企业财务信息是不对称的, 资产所有者对企业过去行

为是不可完全观察的, 那么, 若在重复博弈中实现资产所有者

的长期平均收益最大化, 就需要有标准财务信息。具有标准信

息的重复博弈一定会存在一个子博弈精练相关均衡解。从财务

会计角度看, 该均衡解就是为形成标准财务信息而设计的现代

财务会计制度。

在博弈理论中, 无名氏定理 (fo lk theo rem )首先考虑了无限

次重复博弈纳什均衡的情况βν。富登伯格 (D. Fudenberg)和马斯

金 (E. M ask in) 将该定理扩展到标准重复博弈的子博弈精练均

衡, 并根据参与人长期平均收益贴现值标准, 证明了存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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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标准重复博弈的子博弈精练均衡的一般可行性定理。βο若

用相关均衡代替纳什均衡, 一般可行性定理 (general feasib ility

theo rem )可表述为, 对于任何具有标准信息的重复博弈, 若参

与人的支付是有界的, 让 x 表示 F 集中的任一向量, 且 F ∩ {z

∈ R N ûvδi ≤ z i ≤ x i　Π i ∈N }, 那么总存在一因子 ∆, 0 < ∆<

1 , 对于任一贴现因子 ∆, ∆≤ ∆ < 1 , 使得相关战略 (co rrela ted

stra tegy) Λ存在, 且 Λ是标准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精练公开

相关均衡, 该重复博弈服从 ∆贴现平均支付标准, 且

u i (Λ, ∆) = x i, Π i ∈N

简而言之, 一般可行性定理是说, 在标准重复博弈中, 若参

与人的支付是有界的, 且有足够的合作耐心 ( ∆足够大, 直至接

近 1) , 那么, 任何满足个人理性的可行支付向量都可以通过一

个子博弈精练公开相关均衡获得。在稳定的委托代理结构中,

该定理证明了社会规范效力的存在性, 相关战略 Λ是保证社会

实现参与人可行性收益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在财务会计重

复博弈结构中, 该定理证明了财务会计的存在性, 相关战略 Λ

是保证标准财务信息存在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 亦即现代财

务会计制度, 所以, 我们暂且也把它称为财务会计存在性定理。βπ

财务会计存在性定理表明, 财务信息不对称是财务会计存

在的基本原因。财务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两个方面, 从企业角度

看, 企业资产和交易活动订价属性多样化导致财务信息不对

称; 从资产所有者角度看, 资产所有者对企业的过去行为以及

资产所有者相互对其过去行为具有不完全观察性 ( imperfect

observab ility)。财务会计就是一方面要使企业资产和交易活动

订价属性单一化, 形成标准财务信息, 企业财务状况只允许有

一种可能“状况”, 那就是由标准财务信息表达的财务状况; 另

一方面要消除资产所有者对过去行为的不完全观察性, 在子博

弈精练公开相关均衡中实现相关战略 Λ。因此, 财务会计在本质

上是一种向资产所有者提供标准财务信息的规范行为, 其基本

功能是消除财务信息的不对称性, 增强资产所有者的合作耐心

和相互反应的能力, 提高市场效率, 促使资产所有者长期平均

收益最大化。

财务会计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极大化行为。在财务会计中不

存在企业或会计人员作为属于决策者所表现出的对利益的刺

激反应机制, 企业或会计人员不得单纯为利益所驱使, 在成本

约束下回避会计风险, 在各种会计行为 (包括掩饰) 之间作出选

择, 以获得收益的极大化。在财务会计重复博弈结构中, 企业或

会计人员个人收益极大化就意味着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受到损

害; 部分资产所有者收益的极大化意味着其它资产所有者的权

益受到损害。企业财务会计行为不应当受到市场利益的刺激,

只应该受会计准则的约束。企业或会计人员也不应该完全回避

风险, 否则将要承担会计责任。当然, 财务会计会给信息使用者

带来收益, 也会给企业带来“好声誉”, 财务会计本身也会带来

费用, 企业会在财务会计的费用与收益间权衡, 但是, 这种权衡

以不违背会计准则为前提。

六、结　　论

本文运用重复博弈理论分析了企业委托代理结构中财务

会计重复博弈模型, 它没有考虑社会整体结构中财务会计重复

博弈的情形, 结论如下:

1. 财务会计主要向企业资产所有者提供与其权益保护有

关的企业财务标准信息。资产所有者收益的有界性表明, 财务

会计提供的标准财务信息与资产所有者的经济决策不密切。

2. 由于企业财务信息具有吸收性, 所以, 财务信息在本质

上属于私人信息, 具有多样化特征。而财务会计提供的标准财

务信息是具有共同知识性质的规范信息。

3. 在完全竞争市场状态中不存在财务会计。

4. 财务会计存在性定理表明, 财务信息不对称是财务会计

存在的基本原因。财务会计在本质上是一种向资产所有者提供

标准财务信息的规范行为, 而不是一种极大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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