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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允价值是一种先 进 的 思 想 和 发 展 趋 势，但 金

融危机中备受责难，其实问题在于市场不完善、公司 内 部 治

理缺失和具体会计准则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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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大量创新，
公允价值计量逐渐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认可和应用，并籍着

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在全世界推广。 但 2007 年的美国次贷

危机瞬间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并重创实体经济，公允价值计量

被指责为罪魁祸首———加剧了金融危机。 时至今日，危机逐

渐过去，全球经济缓慢复苏，有关公允价值计量存废 的 争 论

逐渐平静，公允价值计量必将得到继续应用和扩大。 但是，反

思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准则， 确保公允价值 会 计 的 健 康 发

展，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在金融危机的爆发及蔓延的过程中，公允价值计量凸显

的主要问题表现在“顺周期性”、“复杂性”、“透明度”等方面。
那么，完善我国相关会计准则就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信息披露

健全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企业履行受托责任，向

市场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提供公允、真实、可靠的会 计 信 息

极为重要。 如何从宏观上有效地促进并引导企业提高内控水

平，还须建立一系列规范统一、具体明确、简明实用的企业内

部控制评价制度，以督促企业尽快务实地建立健全并持续改

进内部控制制度。 会计控制既是内部控制重要手段，也是内

部控制的重要目标，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规 范 会 计

信息的供给，有效地抑制公司股东和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

来操纵会计信息以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
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会计信息质量问题，

同时在公允价值计量尚不完善、 没有达到普 遍 接 受 的 情 况

下，还应该增加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的披露。 信息不对称

会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企业的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

会谋取私利，危害投资者利益甚至整个资本市场的秩序。 比

如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某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 资 产 或 负 债 时

就有很大的主观性，输入参数怎么估计，采取何种估价模型，
计量结果的可信度如何，都对计量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

因 素 都 会 影 响 到 会 计 信 息 质 量 进 而 影 响 投 资 者 的 决 策 ，那

么，就应该满足投资者的合理需求，以适当的方式 对 这 些 相

关信息作出充分的说明和披露。
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是为 了 提 高 企 业 所 提 供 会 计 信 息 的

质，增加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披露是扩大企业所提供信息

的量，两方面的措施都是为了在公允价值计量应用尚不完善

的情况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增加信息透明度，使 投 资 者 和

潜在投资者能够充分获得和理解相关会计信息。 加强企业内

部控制，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和实务水平，不 断 完 善 相

关会计准则，才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才能够满足投 资 者 的 信

息需求。
二、以规则导向制定详细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信息的质量与会计准则的导

向有很大关系。 在法制体系不很健全、会计监管相对较弱的

环境下，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将能够更多地限制企业管理层

会计选择空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而且，会计准则作为一项经济制 度 具 有 经 济 后 果，是 技

术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产物，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要符合会计

领域的技术要求，还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的结果。 我

国的会计准则是由政府制定的，制定会计准则总是追求公平

和效率双重目标，但是在有限理性的现实情况下很难达到理

想效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总是难以得到公平的维 护，这 样

的大环境下必然要求会计准则能够尽可能地明了、 可行，避

免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员利用会计准则的可 选 择 性 谋 取 私 利

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法制建设和执行都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会计制度的执行和监管存在很多问题。 这

种情况下，我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就需要选择

规则导向，使会计准则更加具体，提供更加详细的 规 程 或 操

作指南，使会计事项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参照和反 映，减 少

企业管理层会计选择的空间。
三、对缺乏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进行公允价值估价示范

我国新会计准则只是规定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确定原则，
对于估值过程中怎样选择模型和相关参数 估 计 都 没 有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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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指南，不同行业的企业对于种类繁多的资产或负债要运

用估值技术进行公允价值估计，其专业性的要求和工作量之

大都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市场普遍缺乏诚信，企业自身进行

的估值因为难以消除主观性也未必能够取得市场信任，两方

面的原因都不利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 发 展 利 用 公 允

价值计量。 因此，专业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就成为企业取

得资产或负债公允价值的重要选择。
发挥评估机构的效用，必须做到两 点：一 是 评 估 机 构 的

专业性；二是评估机构的权威性。 专业性是权威性的基础，权

威性是建立评估机构的目的，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评估

机构作为第三方参与市场，首先是为了弥补企业在专业技术

方面的不足。 公允价值是面向市场的、动态的价值计量，当企

业不能对种类繁多的资产或负债进行专业的市场价值调查、
比较或者因为成本不能为企业所负担时，借助专业的第三方

评估机构就成为合理和必然的选择。 而且，由第三方评估机

构进行公允价值评估，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更好的权威性和客

观性。
建立专业的评估机构，其专业性和业务水平比较容易达

到也比较易于监管，但是其权威性却是必须克服的难题。 当

前我国的评估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职业道德缺失，而评估

机构缺乏职业道德就不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就不可能具有

权威性。 加强对评估机构的监督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对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重估损益计提准备

公允价值计量具有顺周期性是客观事实，从准则上建立

一种机制进行逆周期调整就成为必要。 在我国当前施行的会

计准则中有很多项目应用了减值准备， 比如对应收账款、银

行贷款等。 不同项目运用减值准备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共同

点都是要将风险预先纳入财务信息。
通过对金融危机和公允价值计量的研究，本文设想参照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处理模式，对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重估

收益进行备抵。 思路就是根据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对不同

的计量对象确定不同的风险系数，市场风险越大，备 抵 项 目

的计提值越大，反之则越小。 作为重估收益（或损失）的备抵

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市场的巨幅波动 产 生 的 顺 周 期

性，可以对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重估收益起到一定的平滑作

用，有利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和市场的稳定。
通过建立重估收益的备抵项目，缓冲估值收益与收入或

损失之间的联系，还因为这些重估收益的确存在，但 还 没 有

成为现实，不能因为未实现的损益而使企业立刻陷于破产。
五、加大对会计造假行为的惩处力度

任何一项制度的有效践行， 必 然 要 求 行 为 人 的 严 格 遵

循，会计准则也是如此。 企业管理层利用会计准则的可选择

空间操纵财务信息，甚至伪造完全脱离实际的公允价值以谋

取私利，这就不再是会计准则本身的问题，而是会 计 环 境 出

了问题———造假成本太低。 如果在完善会计准则的同时，加

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增加企业管理层造假成本，
比如对通过操纵公允价值计量操纵盈余的行为，实施严厉的

经济、行政、市场准入等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防范利用

公允价值计量操控会计信息行为的发生。 因为当企业管理层

权衡处罚成本与违法违规的获利孰高孰低时，严厉的处罚显

然能够起到震摄作用，从外部环境方面起到保障作用。 因而，
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净化会计环境，从外部环境 上 保 障 公

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
会计是面向市场服务于企业的工具，会计信息作为连接

市场和企业的桥梁，其可靠性、真实性和相关性对 于 资 本 市

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近几十年

来，世界经济的宏观和微观都发生了巨大变革，面 向 过 去 和

基于受托责任观的历史成本会计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公允

价值计量作为历史成本计量的重要补充，顺势得到应用并迅

速在全世界推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此次金融危

机的发生和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公允价值会计经受了考验得

以保留，体现了公允价值会计的重要意义和未来前 景，我 们

必须重视对它的研究以更好地满足应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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