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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研究方法的支撑，甚至科学的发展本身就会表现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改进 

与革命，我国会计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法 ，而西方国家的会计研究大部份采用实证法，为了促进会计 

科学的发展，我们特探讨会计的实证研究并思考其对科学研究实证的启示。 

1 实证的哲学含义与实证法 

实证法早期受哲学中的“实证论”(亦称“实证主义 )和实证经济学的影响。实证论者认为：哲学 

不应是抽象推理，而应以 确实”、“肯定”、“事实”为依据；只有经验才是确实肯定的，科学不过是对 

经验的描写．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人的认识只能达到事物的现象，达不到事物的本质。“实证论”早 

在19世纪 30年代便已产生，其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1798～1857)。实证经济学是将实证主义，运 

用到经济领域，用以研究建立各种经济事物的内部联系，分析和预测经济行为效果的一种学说。其 

创始人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主张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采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求证中检验 

假设 的方法，只回答“是”和 不是”的问题，不回答“好”和“不好”的问题。实证经济学产生于 19世 

纪上半叶，到 20世纪 3O年代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2 会计研究的规范法、实证法及其评述 

2．1 规范法及其评价 ， 

2．1．1 规范法的含义 

规范法(Normative approach)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2．1．2 规范法的程序 

规范会计学派开展规范理论研究时通常采用演绎法(Deductive approach)。 

其基本程序为： 

提出前提一推导命题及得出结论一验证结论一指导实务 

会计中的演绎方法包括如下程序：1)确定财务报表目标；2)选择会计假设 }3)派生出会计原 

则；4)发展会计的 技巧”。由目标程序制定的会计理论框架很明显地表示出上述程序，即假设原则 
一 关于会计目标的适当程序、技术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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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演绎法的评价 

演绎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一类事物共有的属性，其中每一个别事物必 

须具有，所以，从一般必然推知个别。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要求其前提正确，推理严密。只要 

前提是经过实证的科学事实，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可靠的逻辑关系，那么，所得的结论就是正确有 

效的。会计理论建设中的演绎法以建立会计的目标为起点，一旦目标被界定，就必须描述某些关键 

性的定义和假设。基于这些定义和假设，便可展开对会计目标实现过程的逻辑结构研究。这种方法 

被称为“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2．1．4 规范法的代表人物与观点 

规范会计学派是2O世纪在理论界曾占主导地位的流派之一。规范会计学派的倡导者是澳大利 

亚的著名会计学家罗纳特．J．钱伯斯(Roymond Chambers)。他认为会计研究人员不能满足于解释 

与证明现存实务，而应当运用演绎法建立一套更完美的会计目标。由于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会计学家 

们对会计“应当是什么，应当不是什么”的完美性的理解不同，故在规范会计学派内部又出现了一些 

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次级学派，各派既统一在规范会计学派的大旗之下，又自成体系。其中较主要的 

有真实收益学派、决策有效性学派、事项会计学派三大分支。 

2．2 实证法及其评价 

2．2．1 实证法的含义 

实证法(Positive approach)是说明是什么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其基本程序为： 
f牲 太 1 

确立项目一项目研究设计{ ，}一数据解释与评价一检验运用 
l惧 蛋!， 

2．2．2 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阶段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詹森于 1976年在斯坦福大学主持会计讲座期间，首先提出应以实证方法从 

事会计研究。1978年，美国会计学家瓦兹和齐默尔曼(Ross L．Watts and Jerold L．Zimmerrnan)发表 

了第一篇实证会计研究论文，1986年编著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一 

书。实证会计从7O年代至 9O年代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l 97O——1975年，实证研究导入期。其他学科的知识、技术(如数学、统计学、信息论等)被 

应用于会计领域 。 

2)l976——1980年，会计实务与实证研究相互依存期。这一阶段，实证研究从个别课题的论 

证，逐渐转变为重视具体实践中遇到的会计问题的解决。 

3)1981年以来。实证研究的第二个振兴期。这一阶段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与上一阶段相比， 

数量上有较大的增加，而且财务会计领域以外的其他会计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在增加。美国权威会计 

杂志《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l982——1985年间发表的实证论文占当期发表论文总数的 

5O 以上，尤其是 1985年，高达 8l 。 

2．2．3 实证研究的特性 

实证研究，就是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数据产生的相互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 

验而求得近似的正确性的一种方法。因此，其研究成果“正确性 含义具有模糊性。关于实证研究的 

“正确性”的含义，R．伯尔和 G．弗斯特将其具体归纳如下： 

1)内在的正确性(internal validity)。指按照实际的信息、观察的数据及数据间的相互关系来验 

证理论或假说时，不要求绝对的正确性，而只要求近似的正确性。 

2)构成的正确性(constructive validity)。不同的研究者对理论的构成有各自的分类方法。而构 

成的正确性意味着对这些不同的资料之间的关系能按因果关系加以解释。就是说，实证方法要有多 

样性和可比性。 

3)统计结构的正确性(statistical conclusion validity)。对任何一项实验做出评价时，掌握的资料 

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1)研究命题合理而敏感；(2)推论台理而有据l(3)作为根据的原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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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是紧密的。瀚足 上三种结论——验证结果的评价才是正确的。 

4)外在的正确性(external validity)，外在的正确性意味着验证要经得起环境变化、时代变化的 

考验。即有进行时间序列动态验证的必要性。 

2．2．4 实证研究的特征 

1)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 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大致是：确立研究课题一寻找相关理论一提出 

假设或命题一使假设或命题可操作化一设计研究方案一搜集数据资料一分析数据以检测假设或命 

题一分析研究 会计中存在大量可作实证研究的课题。经常性的有：(1)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时间、内 

容、文字风格、方式等受何因素的影响；(2)公司为何要用某～信息披露策略(机会主义、墨守陈规起 

码要求或尽量多地披露信息)；(3)公司信息披露策略和技术的选择和变更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及对 

管理人员、投资者、信贷者、职员的影响 “)选择和变更会计方法的制约因素；(5)会计方法选择和 

变更对企业、投资者及管理人员的经济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6)会计方法选 

择和变更对企业股票价格的影响；(7)会计法规和准则的社会经济后果；(8)会计信息使用者如何使 

用公司的会计报表等。 ’ 

2)实证会计研究广泛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实证会计研究在论文著作中广泛应用：(1)统计学方 

法；(2)信息论；(3)会计学本身的方法(如量本利分析、比率分析等方法)；(4)数学方法；(5)心理测 

验、公文调查-i(6)计量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技术。如预测 El对预溯主体(个人、团体)的预测，会 

涉及到心理学、；旨学、系统论、行为科学等学科}做出战略性思考时，要运用到不确实条件下的预测 

理论、统计分布法和概率论等；进行行动方案研究时，要运用到实地调查法、研究实验和相关分析法 

等等。 

3)较多地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法。会计环境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会计课题，传统的研究方法已无 

法适应。主要是指公共会计师行业所新增的一种服务业务——管理咨询服务业务(Management 

Advisory Services--MAS)。为了从典型情况中寻找出带有普遍性的同题和结论，便需要通过一个个 

具体的案捌分析，发现共性和特殊性。 

4)集中研究同一课题或将同一课题细分之后加 分别研究，也是实证研究的一个倾向。为了 

使企业经营趋于合理，必须对特定的课题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思维方式进行探索；或者， 

将同一课题划分为一个个子课题，分别进行深入研究。目前作为重点研究的有成本费用的正确分 

配、量本利分析、根据数学模型特定最适规划、信息情报的选择等等。 

5)财务会计实证研究内容的广泛性 传统财务会计中的会计报告部分占整个实证研究的第一 

位。同时，关于利润的内容、会计准则等会计制度的研究也占重要地位。概括起来讲，跨学科研究的 

广泛展开，对实务课题研究的重视，即反映会计环境的课题增多也是明显的特征。可以预见，今后对 

财务报表各项目的数据预测、信息利用者的决策、行动方案的选择等进行实证研究，将仍是一个主 

要的方向。 

2．2．5 实证会计研究的评价 

目前，首先应借鉴实证会计运用的实证方法，对会计理论进行检验。应该说，实证法是以确实的 

证据，对会计理论进行的检验。这里所指检验的会计理论，既包括规范会计理论(会计应该是什么)， 

也包括实证会计理论(会计是什么)；不能只理解对实证会计理论进行检验 ，也就是说，凡是会计理 

论都可以按照实证法的要求进行检验。 

会计学上开展实证研究，目的在于使会计理论更为实用。它适用于所有会计领域。实证会计研 

究既可以是探索性的，也可以是确认性的。探索性实证的目的在于创建新的理论，比如，会计法规和 

准则的社会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构建起会计准则理论。确定性实证的目的在于检验和修正现有理 

论，比如，会计信息使用者如何使用公司的会计报爰的实证研究，可以修正会计呈报理论及实务。实 

证会计研究总是既将理论做为终点，又将理论作为起点。 

实证会计的不足：1)由于实证会计理论所采用的一些概念如政治成本、代理人成车等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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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明确的定义，并加咀数量化；验证模式中的契约成本与政治成率只好用“替代物”来表示。2)在 

实际验证模式中，实证会计理论所采用的变量之间只存在着线I生联系，这样，要独立分析各个变量 

的影响就很困难。3)大部分实证会计理论工作者所进行的研究还是限于某一时点上的对比。这种 

对比，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值得怀疑。 

3 科学研究的实证观 

3．1 会计研究中对规范的倚重更显示了我们研究中对实证法的要求的紧迫性，我们需要在如下方 

面加强会计实证： 

1)实证法研究成果的教育 首先系统分析和精心筛选所教育的学科中的实证研究成果，充实 

教学内容，比如会计学教育中，实证会计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为：会计信息披露与股票市场价格 

波动的关系；会计政策的选择；审计签约与执业过程中的各因素的影响问题。其二，应以规范理论为 

起点，进行实证研究，建立新的更高次的理论，促进所教育学科的发展。 

2)教学方法与内容选择中的实证法。教学方法与内容选择中可采用实证法，具体步骤为：确定 

实证 目的——选择样本——设计调查表——进行实地调查——建立模型——分析样本数据——确 

定教学内容与方法(或修正以前的教育内容与方法)。 

3)科学研究中的实证法。社会调查与学位论文，鼓励学生要用实证研究法；根据实证研究的样 

本、模型、运算及解释，检验与运用等阶段性，选择连续性和重大项目，由若干届学生分阶段实拖，进 

行深入研究，进而建立关于某项目的严密科学的实证理论；实证研究的论文不仅公开其研究过程的 

设计(如理论的选择、假说的提出、模型的构建、数据的搜集、分析的结果与解释)，还应说明数据的 

来源，并愿意提供可重复研究的数据。 

3．2 实证研究就方法而言，它适于所有学科，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实证推广到科学研究的其他 

领域。对于社会科学领域，涉及面大而样本选择、模型构建和数据搜集难以操作的课题(比如社会主 

义模式)很难用实证研究来进行，但我们可以选择具有操作性的课题(比如社会主义如何面对 

wTO等)，采用实证研究的技术路线，获得社会科学中的真实和具有操作性的理论、原则与技术 

3．3 规范与实证是互补的，对于任何一方的倚重都有损于科学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有损于研究 

方法的本身 所以，理性而科学的方法是两种方法的协调，或者说 ，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过于偏重于 

规范，我们应适度加强实证是目前我们关于科学研究的一种正确的态度，但绝不能曾经偏重于一方 

面而现在叉走向另一方向。 

3．4 我们处于一个多变的环境之中，可咀不依循于一级一级地发展的过程，而走向跳跃式的发展， 

为此，对于西方实证研究的历史不能成为我国实证的过程，而应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 

直接采用我们需要的实证研究的关键技术，用于实证研究的课题之中，这样我国实证研究才能赶上 

国外实证研究，也才能谈得上我国的科研水平与国外接轨的问题。 

3．5 我们在此所进行的探讨是从会计研究的实证角度到社会科学，进而整个科学研究，我们更需 

要的是从科学研究方法这个普遍的层面上去指导社会科学，进而到会计学的研究，研究方法的这种 

从一般到个别的指导，其作用更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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