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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财务会计的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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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财务会计的基本程序是确认、计量和披露。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确认可分为两步，第
一步确认是记录，第二步确认则是财务报表列报。计量的目的在于在财务报表中列报。计量与确认有着紧密的关

联。此外，披露也是关键。披露表明财务会计的进步，但它会模糊财务会计的边界。信息披露会在财务报表中变

成了信息确认，但事实上信息披露并不符合全部的基本确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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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作为一个以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现代财务会计是由数据到信息的若干加工程序即

“系统的要素”所组成的。系统的要素又决定了现代会计基本上是“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两

个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会计信息的产出集合，两者再组成财务会计的一个集合，即“财务报告”。

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信息如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应由财务报表

提供，而所有其他对决策有用的经济信息则由其他财务报告提供。然而，财务会计或财务报告只是为

投资人、债权人或其他人士进行投资、信贷或类似决策提供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整个财务报告如

此，财务报表也是如此，因为一切决策，归根到底是由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的用户所做出的。究

竟什么信息对决策最重要，不是由财务会计说了算，而是用户根据自己的决策模型做出他认为明智的

判断。因此，我们只在一般意义上指出财务报表的信息是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核心，但这决不等于

说，其他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不重要。况且，我们在下面将要提到，尽管财务报表中的信息，从加工程

序看是比较严格、严密和比较真实可信的，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其他财务报告中的信息恰好是

财务报表信息的必要补充。

现在，我们先分析企业从交易事项发生时到形成财务报表为止的会计程序。总的来说，会计程序

是由确认和计量两个程序组成的，而确认实际上又分为第一步确认（集中表现在账户中正式记录）和

第二步确认（在财务报表表内列报）。ＦＡＳＢ 在其第 ５ 号财务会计概念中曾把确认全过程定义为“将
某一项目作为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正式记入或列入某一主体的财务报表的过程。它包括用文字

和数字（金额）描述某一项目，其金额包括在报表总计之中。对于一项资产或负债，确认不仅要记录

该项目的取得或发生（即‘初始确认’———引者注），而且要记录其随后的变动（即‘后续确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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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注），包括导致项目从财务报表中予以剔除的变动（即‘终止确认’———引者注）”［１］。

我认为，这个定义基本上是对确认的完整描述，但不足的是侧重于财务报表的确认，而对在账户

中（正式记录）的确认则含糊其辞。其实在财务会计中，任何项目及其金额若不先经过账户中的记

录，就不可能计入财务报表。账户是计入报表信息的必不可少的前期加工步骤，而报表不过是将账户

已加工信息向用户传递（使用户更易懂、更有用）的手段。账户的正式记录与账户信息转入报表中正

式列报是确认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不论初始确认、后续确认或终止确认都不能离开两个阶段中

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到，财务报表作为一个有序排列的会计信息群体，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财务报表的信息源是已发生的交易和事项，并都有可稽核的证据，而且要进一步通过账户确认，

把原始数据转化为以会计要素为第一层次的账户信息，然后再通过第二步确认，将账户中的记录转入

财务报表。在财务报表中，账户信息转列为报表项目或汇总或浓缩或分列，但原则上不会改变账户中

的金额总计或余额。因此，两步确认仍是勾连环节相互制约、协调一致的。在财务报表中对信息进行

分类与排列，是为了更关注信息的相关性，更便于用户看懂并易用而已。

二、第一步确认

先说第一步确认（即在账户中正式记录———文字与金额并举）。第一步确认需解决三个问题：一

是应否确认，二是何时确认，三是如何确认。

在第一步确认中，应否确认是解决当一项交易或事项完成时，财务会计人员应否进行处理即应否

进行记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计判断问题，但它有相应的记录标准。首先，要看这项交易或事项

是否引起了会计要素（指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等）的变动，并且必须通过所

变动要素的所属账户来记录这项变动。其次，要看这项交易或事项引起的数量变化（必须能用货币

表现其金额）能否可靠的计量？值得注意的是确认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计量。凡不能可靠计量的数

据，即使符合要素定义，也不能予以记录。在根据上述两个标准进行判断时，财务会计人员还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公认会计原则 ＧＡＡＰ）的具体规定来进行记录，因为即使符合上述标准，也可以有两
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记录方案，且各方案都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此时，判断权就归属于会计准则。

凡会计准则认为此项交易或事项应记录什么账户，其金额是多少，企业财务会计人员就必须遵守。除

非准则允许企业可以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在几个备选方案中自行选择最恰当的一个，否则，企业财务会

计人员就不能自行其是，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这是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公允，保护投资人、债权人在资

本市场中获得相关信息并如实反映企业真实经济信息所必需的！

第一步确认中的何时确认，对大多数应当予以确认的交易或事项而言，常常成为一个问题。因为

在不同行业中，何时确认收入经常有不同的观点。以至到现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

家，财务会计的经验较为丰富，但有关收入确认的准则指南仍多达 １００ 个以上，其不一致和不必要的
分歧始终没有解决。

第一步确认中的如何确认也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人们通常以为只要明确应该记录的账

户，按照复式记账的要求（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记录，账户记录还有什么困难吗？不要忘记，会

计记录既要有定性说明（主要记载要素所属的账户名称），又要有定量描述（确定应该记录的金额）。

定量描述涉及计量，怎样选择恰当的计量属性和即使在计量属性确定后究竟入账金额是多少，都不是

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对企业经常发生的非特殊交易来说，如何记录可能并不困难。例如，某个企业

购买若干台空调，空调的价格有发票为依据，其运转安装均由空调销售商负责，这样的记录就很容易，

（借）资产———空调，（贷）现金（按发票开出支票）就成了。但如果购买的是一项“衍生金融工具”，

其特点表现为：一是价值随特定的利率、金融工具价格、汇率价格或利率指数、信用等级或其他变量即

基础变量的变动而变动；二是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只要求少量投资（如期权费）；三是在未来某一日

期结算。这样，它的记录（包括初始记录、后续记录和终止记录）就变得十分复杂了。它的复杂性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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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来自计量即在何时采用何种计量属性计量。

第一步确认是把经济信息通过账户转为财务信息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对于通过第二步确认再把

账户“粗加工”的信息进一步提炼为报表“精加工”的信息向外界用户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不要把第一步确认、第二步确认和初始确认、后续确认（计量）、终止确认混为一

谈。第一步确认和第二步确认是整个财务会计系统的处理程序，是对一切交易和事项而言的。任何

最终计入财务报表的交易与事项，皆是引起会计要素（即财务报表要素）变动的业务，因而它们都必

须最终在财务报表中列报，而在账户中正式记录，不过是报表列报的必经步骤而已！

初始确认、后续确认与终止确认则是对已确认的某个特定要素（或为账户，或为报表项目）而言

的，比如某项资产。初始确认（即已入账）之后，在企业继续持有要素期间，有的可能在报告日要进行

新起点计量；有的可能要对原先计量进行调整，从而产生重计量，如应收款项需要提取坏账准备、固定

资产需要提取备抵折旧、无形资产需要进行摊销等；有的则因其实物损毁或价值消失要从账户、报表

中撤销，即终止确认，但并非所有资产或其他会计要素都需要后续确认（计量———当然包括先记录后

列报）与终止确认的。

三、第二步确认

第二步确认是对已记录的信息进行整理、核实或做必要的调整，使之计入财务报表的过程。在理

论上，第二步确认似乎也应解决“应否”、“何时”和“如何”确认三个问题。

实际上，第一步确认已回答了“应否”的问题。第二步确认中的“何时”，一般指日历的报告日如

月（月末）、季（季末）、半年（６ 月 ３０ 日）和年度（１２ 月 ３１ 日）①。第二步确认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如何计入报表”。这也分为几个步骤：首先，应当结清日常记录的账户。凡属于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等要素的账户，应计算出报告日的余额。凡属于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等要素的账户，应当设立

“损益”和“综合收益”两个账户，将收入、费用账户的发生额分别转入损益账户，其余额不是收益（利

润）就是亏损，并转入“综合收益”账户的净收益部分，以反映企业核心业务的经营业绩。另外，将利

得和损失账户的发生额转入“综合收益”账户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综合收益账户的合计即为报

告日的全部综合收益。其次，应对账户的记录与实物账款进行全面或重点核对，力求做到账证相符、

账账相符、账物相符、账款相符，即应在如实反映的基础上再在报表中列报。再次，记录中可能出现差

错，还可能有些交易平时采用收付实现制，报告日应调整为权责发生制，进行必要的错误更正与调整

分录。最后，完成了上述步骤后，除现金流量表需要考虑以现金收付为基础、规定单独编制的方法外，

其余的财务报表可从账户的末行记录转入各有关项目。报表是一个有序的群体信息显示手段，报表

的要素中第一层次分类应与账户体系的要素保持一致（因为它们同属会计要素），而在财务报表中要

素所属的项目（包括一段项目、明细项目等）在名称和排列上可以与账户体系不同。这里有两个原则

需要考虑：一是报表必须使用户容易理解和正确地加以使用，因为报表中的所有项目都是对决策有用

的财务信息，易懂易用才能更好地为用户的决策服务。二是在不改变已记录的各项信息金额的前提

下必须按照相关的要求予以排列、组合或浓缩或分列，显示更多的小计、合计，增加信息含量，既突出

重点，又不使信息过多［２］。

如果说，第一步确认的重点是切实保证信息的如实反映，则第二步确认的重点就是要努力提高信

息的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是，财务报表确认的信息，虽然是整个财务报告的核心，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例

如，财务报表基本上是过去的信息（历史信息），而且必须是能用货币表现的财务信息，这样就使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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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我国，会计年度是日历年度。在西方国家，有的企业其报告起始日可能不是当年的 １ 月 １ 日，因而终止日也不是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但这个问题如果已作了规定，一般就不会变动，这也不成为问题。



未来决策的用户感到不满。

四、计量

计量是财务会计中极为重要的程序，它被称为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正如上面说到两步确认

时均提到不论是记录还是列报，都离不开用金额表现的量化信息。因为会计提供的一切资料只要

是在账户中正式记录的，或在财务报表中对外列报的，不仅要定性而且要定量，其定量信息必须是

财务能用货币表现其价格或价值的。以货币为计量单位是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即基本前提［３］。

这是因为财务会计的对象及其处理的内容无不同企业的资源、资源的主权及其变动有关。因此，

以货币为计量单位是财务会计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计量需要两个要素：一是计量单位；二是计

量属性。计量具有能够用货币计量的特点、形式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通过货币量化的

方式产生由市场参与者（买卖双方）共同协商一致的市场价格。如果有活跃市场，该商品（资源）

又存在有序交易，则可观察的、公开、透明的市场标价就是市场价格最公允的表现。市场价格是会

计计量属性的基础。具体地说，从不同侧面看市场价格则会呈现不同的形式。例如从时态看，市

场价格可分为过去的市场价格、现在的市场价格和未来的市场价格；再从购买和销售不同业务看，

市场价格可分为过去的买入价、过去的脱手（销售）价，现在的买入价、现在的脱手价，未来的买入

价和未来的脱手价。凡运用过去买入价或过去脱手价计量的（例如资产），则称为非当前计量①，

而用现在的买入价或现在的脱手价进行计量，则称为当前计量②。此外，还有一些对已初始计量的

资产（也包括负债）进行调整的重计量属性如各种分配、摊销、合并等。计量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恰

当地选择资产（负债）的计量属性。财务会计存在着各种选择，甚至可以说选择无所不在，而选择

计量属性则是最重要的一种会计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非当前计量与当前计量所选用的计量属性是有区别的。非当前计量一般选用过

去的市场买入价或脱手价（前者即历史成本，后者为历史收入），即采用过去的市价（过去交易或事项

发生时的成交价）。比如资产，若采用过去的市场买入价取得，在初始确认（计量）后一般不再进行后

续新起点计量。在持有资产期间，如果报告日需要后续计量，那不过是属于分配、摊销或减价等调整

计量，不会将初始计量推倒重来，例如提取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固定资产的折旧备抵、无形资产的摊

销等。当前计量采用的是反映该资产当前买入价的现行成本、当前脱手价的公允价值。“当前”指

“报告日”的市场价格。凡采用当前计量的资产，每到报告日都要推倒初始计量或前期计量，按当前

报告日的市价进行新起点计量，这样就必须进行全新的后续计量，同时必须确认由于新旧市价变动而

产生的利得与损失，尽管这种利得与损失是企业持有资产可实现而并未实现的，但仍需在综合收益

表，甚至收益表中确认。当前计量一般限于活跃市场的有序交易中随时可获得公正标价的金融工具、

黄金、白银或少数非金融产品投资以及其他不得不用当前市价计量的某些特殊业务，如，并购一个企

业、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换等。因此，对一项资产或负债来说，特别是对于资产来说，恰当地选择当

前计量或非当前计量必须慎重对待。

总的来说，计量属性的选择是有标准可以遵循的，其标准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必须更好地服务于

财务报告即财务报表的目标。这一目标包括对投资人、债权人或其他现金要求者如按法律规定需向

企业征税的税收机关以及按合同可向企业要求给予劳动报酬（工资、津贴、奖金）的企业职工等，提供

投资决策、信贷决策和其他决策所需的信息。特别是有关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现金流入的信息，还

包括用来评估委托经理层经营管理和有效利用资源的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二是要符合财务报表信

息的质量特征，特别是“如实反映”和“相关性”这两个基本质量特征。三是要根据企业持有该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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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种计量的区分参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ＩＡＳＢ会议工作人员在计量提到联合概念框架议事日程时，他们提供 ＩＡＳＢ参考的 Ｓｔａｆｆ Ｐａ
ｐｅｒ（第 ５ 章 财务报表计量）。

同上。



预期用途、该资产有无条件随时单独出售等情况来考虑。

这样，企业持有的资产应当如何计量，基本上有以下两类情况：第一，若企业持有该资产属于投资

性质，是为卖而买，且该资产可随时单独出售，有活跃市场与公开标价，例如金融工具，则可以采用当

前计量，买入时按当前买入价计量，持有期间每逢报告日应按当前脱手价（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

动引起的利得与损失虽未实现，但如果预期今后市场价格不会有大的波动，出售日的脱手价与报告日

的脱手价基本是接近的。报告日的当前新起点重估价虽有一定的预期性质，但这种估计在会计上是

允许的（若市场出现危机，则另当别论）。当前计量的目的是为企业在有利时期将资产直接转化为现

金，增加资产的流动性。第二，若企业持有某项资产是为了使用即不是为卖而买，则极有可能是把它

当作生产要素之一的资产。该项资产和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后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用以生产产品或劳

务，然后通过已完工的产品或已提供的劳务再向市场出售，转化为现金。不过，这种现金流入包含两

个部分，一部分是对产品或劳务成本的补偿即补偿价值，这是保全资本所必需的；另一部分才是实现

的新价值即利润，代表企业的现金净流入。

任何企业上述两种情况常常同时并存。金融、保险、证券和其他投资行业，是由资产直接转化为

现金流入的，而大多数制造行业则是由生产的产品或劳务转化为现金净流入的。第二类情况更符合

财务报表的两项目标，因为通过产品（劳务）形成的现金流能较正确地反映企业经理层的努力（成本）

与成就（利润），能更好地评估他们的受托责任。

五、披露

两步确认和计量都是编制财务报表的程序，但财务会计这一信息系统还通过其他财务报告提供

信息。其他财务报告的信息表述也有一个专门程序，通常称为“披露”。

披露与确认是不同的。确认的信息源必须来自已发生的交易和事项，必须先经过账户的正式

记录，无论账户和报表中的信息都应当是定性说明与定量描述相结合。定量描述只能通过货币为

计量单位，市场价格为计量属性，从记录到报表列报都必须遵守企业会计准则（公认会计原则）。

财务报表在正式公布以前，还需要由独立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总之，程序是严密的，也是严格

的，目的在于提供真实而公允的财务信息，以符合财务报告的目标。披露的信息源却不要求来自

交易与事项，不要求先通过账户记录，不一定提供定性与定量兼备的信息，可以不遵守会计准则，

可以不是面对过去，而是面对未来的预测和估计信息等。因此，财务报表的信息必须既如实反映

又有相关性，而其他财务报告的信息，可以只偏重于相关性。这样，表内确认信息是财务报告的核

心，而其他财务报告则只是财务报告中的补充信息。但是，由于决策总是使用者（用户）的决策，究

竟是表内信息还是表外信息对决策更相关不能一概而论，这要取决于使用者的具体决策模型的

需要。

在其他财务报告中，披露又分两类：财务报表附注和报告财务信息的其他手段。

财务报表附注的性质比较特殊。在实务中，报表附注一直被认为属于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审计财务报表也需同时审计财务报表附注，所以附注的内容与报表是紧密相关的。报表附注内

容主要包括对表内各项目，尤其是重要项目进行分解、说明和解释，以便增加用户对表内信息的理解

和指出应予关注的重点；对准则允许从几个备选方法选择一个作为企业的“会计政策”时的说明；一

些潜在风险和报酬较大的未决事项，如担保、表外融资、未决的诉讼等项目的列示以及其他准则要求

在附注中披露的事项。然而，附注却容许只有定性而无定量的信息（如“会计政策”），而且附注不能

对表内数字做任何修改、补充和更正，就这一点来看，它又与表内确认的信息不同，所以美国 ＦＡＳＢ 把
财务报表附注列为表外（其他财务报告）的披露［１］。

其他财务报告没有确认中的那些严格限制，也不受会计准则的约束，其信息既可定性，也可定量，

多数不是历史信息而是未来预测信息。在其他财务报告中，典型的形式有董事长关于公司股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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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董事会人事变动的报告以及总经理关于公司业务讨论与分析（ＭＤ ／ Ａ）。把财务报表扩大为财务报
告原是美国 ＦＡＳＢ 在 １９７８ 年发布第 １ 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中的一项创举，其
原意是保护传统的财务会计计量模式（以历史成本为主）在 １９７８ 年前后物价变动时期保持不变，而
在其他财务报告中通过各种辅助报表反映“不变价格美元”（即一般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

济业绩的总影响，同时反映“现行成本”（扣除不变价格美元的净变动）对企业财产、存货、经营业绩产

生的个别影响［１］。所以，ＦＡＳＢ 于 １９７８ 年颁布第 １ 号概念公告之后，１９７９ 年即出台第 ３３ 号财务会计
准则《财务报告与物价变动》和后续若干财务会计准则。概念框架正好为出台这一系列与物价变动

有关的准则（尤其是 ＦＡＳ ３３）提供了概念依据［１］。

从企业财务会计整个程序和提供的信息来看，财务报表发展为财务报告，从表内确认财务信息发

展到表外披露会计信息，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财务会计决策有用性

的目标。

然而，任何事都要一分为二。ＦＡＳＢ 把财务会计的信息传递手段从财务报表推向包括财务报表
在内的财务报告，使得原来十分明确的表内确认信息的界限变得不明确了。这是因为原来的财务报

表信息必须是符合报表要素且能可靠计量的财务信息，而其他财务报告应包括什么信息、什么信息不

在财务会计提供之内并不明确，而且财务报告的信息总在不断增加，信息过量日益严重，从而使财务

会计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本来任何一门学科（一个系统也是如此）都有它自己的边界即学科研究

的对象或事物处理的对象，而学科研究的区分则在于矛盾的特殊性。特殊的矛盾就是不同学科研究

的特殊领域，不同系统完成特定目标所应完成的任务。如果任意扩大财务会计的范围，财务会计就有

变成财务估计或财务预测的危险。如果仔细分析事情的发展就可以看出，其他财务报告中披露的信

息有可能使披露成为“跳板”，从而使作为财务报告核心信息的财务报表变质。例如，美国最典型的

会计处理是金融工具会计，它分“三级跳”，由表外跳进表内。第一步，金融工具只在表外披露，如

ＦＡＳ １０７《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第二步，选择少数有公开标价的金融资产进入表内。第三步，
包括衍生工具，完全挤进表内了，如 ＦＡＳ １３３《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的会计处理》。将金融工具（含衍
生工具）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全部挤入财务报表，理由是金融工具形成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

债均符合资产与负债的定义，具有相关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如果说 ＦＡＳ １１５ 将某些特定———
指有市场公开报价———的权益债券和债权证券在表内确认不仅符合资产、负债的定义，而且有相关与

可靠的计量（按摊余成本计量持有到期的债权证券固然能可靠计量，但即使按有公开市场标价的公

允价值计量交易中可供销售的权益证券也能讲得通）。至于 ＦＡＳ １３３ 要求衍生金融工具和套期活动
也在表内确认，虽然符合定义性、相关性和可计量性三个确认标准，但对一个最重要的确认标准———

可靠性则并未遵守。当然，在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８ 年的 ５ 年间，美国资本市场曾出现信用危机，不少发行
债务证券（持有它即成为债权证券投资）融资的公司信用等级下降。若持有这种债券的企业（作为企

业的投资性资产）仍按摊余成本披露或列报，就会隐含着潜在的风险（即市场价格纷纷下挫），向投资

人传递的信息则是虚设的（无法披露信用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只有改按公允价值（当前脱手价）

披露或列报，隐蔽的资产风险才能得以暴露。但这并不是把这种风险特别是公允价值计量带进表内

的正当理由。ＦＡＳＢ 在 １９９８ 年出台 ＦＡＳ １３３ 的时候并没有遭到会计界的反对，那时多数投资人也未
能预测其后果。对表内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终于在 ２００８ 年 ＦＡＳ １５７《公允价值计
量》中开始施行，而这一举措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金融界首先发难，激烈攻击公允价值会计即“调到市价的会计”，对在金融危机中处于风
口浪尖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其他金融业的经营失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所谓“透明的”

公允价值信息恰好公开了金融界由于持有大量金融工具，而其价值普遍下挫、流动性普遍不足的情

况，进而引起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这一“特殊处境”）。当然，金融危机的祸根并非缘于公允价值计量

的财务报表，会计自身也没有掀起国际金融风暴的巨大能量，但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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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Ｓ １５７ 有过错，则过错也仅在于其在市场已不活跃、交易已经无序的条件下仍坚持使用脱离市场的
公允价值的实际三级估计进行计量。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而不能由企业一方按不

可观察的、自行输入的变量来估计这一客观规律。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反省，主要过错也还不是 ＦＡＳ
１５７ 的，而是 ＦＡＳ １３３ 把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挤入财务报表，未能全面遵守 ＦＡＳＢ 自己制定的第 ５ 号
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所确定的四条确认的基本标准。今天，ＦＡＳＢ 和 ＩＡＳＢ（ＩＡＳＢ 一向对 ＦＡＳＢ 是亦步
亦趋）为什么着重修改金融工具的分类、计量与确认？是其已经认识到财务报表的确认终究有其界

限。公允价值作为当前的脱手价格不可能应用于没有活跃市场以及缺乏可观察的公开、公正的标价

的那些资产与负债，市场价格的最后仲裁者只能是市场。这也是 ＦＡＳＢ 在第 ７ 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
第 ３６ 段提出的论点。白纸黑字，岂可置之脑后！

总之，确认与披露必须恰当地使用。财务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有其特色的信息系统，总该

有一个边界。要想用一种计量属性（不论用历史成本或用公允价值）统一计量一切资产和负债并都

要求在表内确认，是不切实际的。

财务会计的基本程序，概括说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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