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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影响力会计稳健性与资源配置效率/》

内容概要

政府和企业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两大主体，其相互关系不仅影响它们自身，而且影响整个社会
经济运行效率的高低。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和干预上，而很少研究二者之间互动
和企业对政府影响的经济后果。但越来越多转轨国家的现实表明，企业对政府的影响不仅可能会涉及
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而且会涉及转轨国家的改革步伐和方向，甚至是最终转轨的成功与否。《企业
影响力会计稳健性与资源配置效率》由张长海著，以企业对政府影响力的视角，研究会计稳健性对资
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首先，在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会计信息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影
响力的度量方式及其对会计信息的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其次，采用相互验证的方式检验了
不同的公司年度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在我国的适应性；再次，以理论分析框架和适宜我国环境的公司
年度会计稳健性计量方式为基础，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企业影响力、会计稳健性、融资效率
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市场化进程对这种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
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企业影响力会计稳健性与资源配置效率》可供关心和研究会计信息治理、融资效率、投资效率和
政治关系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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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3政府与企业关系理论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市场经济必须以好的国家
制度和政策的支持与培育才能顺利运转；而错误或者不好的国家体制和政策必然扭曲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效益的低下。因此，可以说，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
　　政府之所以具有这种重要性，是因为其拥有双重身份。首先，政府是一个经济实体，与其他市场
经济主体一样占有资源、雇员劳动力和进行消费；同时也生产许多的产品。从占有资源并为社会提供
劳务和产品服务、需要消费这个角度来看，政府与其他经济实体具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和其他经济
实体不同的是政府占有的资源和消费数量的规模都非常巨大。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府常常是最大的
雇主；也是诸如土地、矿山等许多最重要的资源最大占有者，而且，它的收入是其他市场经济主体所
不能比拟的。　　其次，政府还是一个强制性的机构。它垄断强制力，拥有武力，从而可以对外保证
国家安全，对内保证合同的执行。政府对内要保证私人间的合同和公共合同①的执行。政府的强制力
不仅可以用于保障合同的执行，还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比如税收就是以政府的强制力为基础的
。个人要想获得收入，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与别人达成交易，通过向对方提供其需要的产品或者劳务
才能获得。而政府只需使用强制力就可以获得所需的收入。尽管政府也会为居民提供国防等公共产品
，但这些产品与政府的收入之间没有完全对等的交换关系，而且也不需要遵守双方自愿的原则。　　
正是因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长期以来都是各国学术界和政策制
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历次中国各项政策改革中的一个永恒话题。　　由于本书主要从微观
角度来进行研究，即主要从微观主体的决策角度来研究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因此，我们对政府对
经济影响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行为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方面。关于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一般认为，
政府可能会发挥三种作用：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AdamSmith）认为政府应该是“无为之手”。他认为：在市场上，每个人在主观上都是自私的，但
其追求自利的客观结果却是为他人、为社会服务；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换，各个资源所有者在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就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除了提供国防、治
安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以外，政府不应该再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政府主要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来进行，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福利经济学则认
为政府应该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福利经济学认为：由于市场存在失灵的情况，并且社会福利也
会因此遭受损失。因此，应该通过采取诸如反垄断和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政府干预措施，来降低社会福
利损失。政府干预的手段和程度可以有较大的差别。在最低的层次上，政府可以采取诸如税收和补贴
等措施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进而通过价格机制来改变企业的行为。在中等的层次上，政府可
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鼓励、禁止和规范企业的行为。在最高的层次上，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拥有并
管理和操作企业的方式将企业的资源直接用于实现政府的政治目标。　　⋯⋯

Page 5



《企业影响力会计稳健性与资源配置效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