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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分部信息披露 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侯 文华 

(重庆大学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OOO44) 

摘要：分析阐明衡量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标准，进而提出分部信息产生的背案，然后从理论上和实证研究中找到证据，说 

明分部信息符合决策有用性这一财务报告目标，从而加强#技露是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有效逢径之一，这对我国完善上市心 

司信息技露制度具有现实意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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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衡■企业财务报告质■的标准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系统，尤其是人造系统，都有一 

个明确的目标，而它的其他一切方面都必须服从于这一目 

标 财务会计作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它也必然应该有自己 

的目标，一个不明确自身目标的人造系统是不可想象的。关 

于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目标曾经有过许多讨论，“受托责 

任观”是早期财务报告目标的主导观点，而现在普遍为人们 

所接受的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提出的“决策有 

用观”，即向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决策有用 

观”与“受托责任观”两者并不排斥，正如Solonxcts所言：“可以 

把会计确定受托责任的作用看作从属于决策作用，它构成决 

策作用的一部分。”而在财务会计 目标基础上所建立的会计 

信息质量特征，是选择或评价可供取舍会计准则、程序和方 

法的标准，是对财务报告目标的具体化。 

前已论及，一个人造系统所应发挥的功能，所应采用的方 

法、程序和所包括的内容都必须服从于系统的目标。财务会计 

信息系统会产生多种信息输出 那么在财务报告中信息取舍应 

该以财务报告目标作为衡量标准。美国财务会计畦则委员会将 

快兼有用”这一目标具体化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而财务报告 

中的符告质量特征的信息是衡量财务报告质量的标准。 

二、产生分部信息需求的背景 

由于眦现值为基础会计的很不可靠性，历史成本会计虽 

然不断受到挑战，但最终成为人们对相关性与可靠性进行权 

衡后而作出的无奈选择 在保留了历史成本框架后，人们不 

断致力于提高历史成本的有用性，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扩大年 

报的披褥信息。 

在经济全球化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 

的公司经营业务涉足多个行业、遍布国家各个地区甚至世界 

各地，这样合并数据不再能够满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信息需 

求，他们需要更加详细的分解信息以更好地预测企业面临的 

未来机会与风险，从而作出理性的决策。因此，分布信息就 

成为人们在扩大年报的信息披露范围方面十分关注的一个 

问题。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 1976年发布了第 14号准 

则《企业分部的财务报告》，之后又不断进行补充和修正，发 

布了一系列与分部财务报告有关的准则。其他国家如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发布了关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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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财务报告的会计准则。在我国，砖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证 

券市场和上市公司亦不断发展壮大，分部信息越来越受到关 

注，而我国至今尚未制定出一套关于分部财务报告的会计准 

则，这与我国日益多元化的上市公司发展状况极不相适应 

因此，在我国研究分部信息披露具有现实意义。 

三、分部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财务报告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衡量财务报告质 

量的标准，那么符台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分部信息必然有助 

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一)对喜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被 

认为是较成熟和成功地对财务报告目标进行了具体化。美 

国学者 G~or]J．J吣 和Jear．~ Blancher进一步发展了这一 

质量特征。他们在《评价财务报告质量)( 瑚 Quality 

Financial R甲 雌，Aceou~ng Horizons，sep ∞0)一文中指出、 

评价财务报告质量的不同方法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用户需 

求型，另一类是股东或投资者保护型。用户需求型的评价方 

法首先关注于为用户提供与他们资本配置或估价相关的财务 

信息，而股东或投资者保护型的方法则关注于为用户提供尽 

可能多和尽可能透明的信息。不过这两种方法的目标未必相 

互排斥，他们在很多方面相互初充。两位研究者认为应该由 

报告使用者来定义报告的质量 ，也即以用户为中心。因此，在 

综台考虑了投资者、债权人和用户需求的基础上，两位学者对 

FASB所提出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他们所 

建议的质量特征框架。这个框架是建立在FASB的会计信息 

质量特征框架基础上的。因为他们认为FAsB的财务会计概 

念结构代表了迄夸为止关于财务报告目标和质量特征最先进 

的思想，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困此他们将其他 

评价方法中有独到见解的要素融人FASB的框架中，形成了如 

图1所示的质量特征框架(虚线部分为新增部分)。 

圈 1 质量特征框架 

从图1可以看到，这两位外国研究者已经将分解信息列 

入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框架中，也就是说，分解信息也成 

为了达到财务报告目标的会计信息所应具备的特征之一。 

而分部信息正是具备了这一特征，符合了会计信息质量特 

征。由此，分部信息的披露无疑会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 

(二)来自实证研究的证据 

肯尼和科林斯先后于 1971年和 1975年发现，与仅使用合 

并数据的预测模型相比，使用行业分部数据的预测模型具有 

相对较小的盈利预测误差。另外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相同 

的情况下，披露分部信息的企业未来经营报酬和经营风险的 

分析比不披露分部报告信息的企业准确的多。这些都说明， 

实践中分部信息也确实具有预澍价值，符台信息质量特征。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于 1991年以 

问卷诵查的形式，向企业报告用户调查他们对现存报告的意 

见及其信息需求 ．并在调查综合报告《改进企业报告——着 

眼于用户》中阐述了调查的结果及委员会的建议。其中就提 

出了对分部信息披露的关注和改进，充分表明了分部信息在 

美国是具有相关性的信息，他在企业报告用户心目中占有重 

要地位。相类似地，厦门大学会计系博士后吴联生在我国也 

作了一个调查，井写成<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供求分析 
— — 兼论如何改进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报告》一文。根据该文 

所列示的调查结果，绝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上市公司“非 

常需要”或“需要”披露经营业务分部信息(占93．53％)、市场 

(国家)分部信息(占 76．盯％)和产地(国家)分部信息(占 

86．66％)，需要程度高。同时，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也认为， 

上市公司“非常需要”或“需要”披露经营业务分部信息(占 

88 89％)、市场(国家)分部信息(占71．11％)和产地(国家)分 

部信息(占75．55％)，需要程度也很高。 

财务报告使用者对分部信息如此关注，需求程度如此之 

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认为分部信息有助于他们的 

投资、信贷等决策。这再一次证明了分部信息的决策有用 

性。由此，分部信息的披露将有助于财务报告目标的实现， 

从而其对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贡献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论述说明了分部信息披露是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 

有效途径之一。我国目前对分部信息的披露还很不规范，许 

多上市公司只求达到规定的最低标准即可，而不懂得利用分 

部信息向资本市场传递对自身有用的信息。同时广大报告 

使用者却对分部信息有巨大的需求，困此我国应加快对分部 

财务报告具体会计准则的研究与制定，促进上市公司财务报 

告质量的提高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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