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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accounting is a system, the vitality of system is constantly exchange of matter, energy 
and information with outside world.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must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accounting environment, otherwise it will lose its vitality. In this paper, a multi-system dynamics model to 
analyze the various situations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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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会计是一个系统，系统的活力在于不断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政府会计

系统必须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它就会失去活力。本文运用多重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

政府会计改革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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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论与系统动力学 

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构成

的具有一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一个大系统

又可以分成几个子系统。系统的结构是指组成系统的

各个部分及各个部分之间关联方式的总和。系统的结

构方式很多，有不同的分类。1) 构架结构和运行结构。

当系统处于尚未运行或停止运行的状态时，各个组成

部分之间的基本连接方式成为系统的构架结构。系统

处于运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

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方式称为系统的运行结构。2) 空 

间结构和时间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的排列或配

置方式，称为系统的空间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在时间

流程中的关联方式，称为系统的时间结构[1]。 

假设 S 是一个系统，如果 s 是 S 的一部分，并且

s 也是一个系统，则 s 是 S 的子系统。环境是指一个

系统以外的一切与系统相关的事务构成的集合。即系

统以外与系统有不可忽略的事物集合。系统与环境的

关系变现为：系统是在一定的环境产生，并在一定环

境中运行、延续、演化的，不存在没有环境的系统。

而环境是相对某一系统而言的。系统的环境有时只能

是在相对意义上明确的。将系统与环境分开的成为系

统的边界。系统边界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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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也是相对的。 

系统的可以观察和识别的状况、态势、特征称为

系统的状态，描述系统状态的状态量称为系统状态变

量。系统的结构、状态、特征、行为、功能等随时间

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称为系统的演化。系统演化可以

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也可以是从高

级到低级，从复杂到简单的退化。 

系统动力学是分析研究非线性复杂大系统和进

行科学决策的一种有效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政府会

计是一个系统，可以用系统理论和系统动力学方法研

究其改革过程。 

2. 基于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的政府 
会计系统 

政府会计系统是指政府会计要素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以系统论的视角来看

待会计，就是把会计看出一个系统，会计系统的结构

直接影响到会计系统的功能。在政府会计系统中又可

以分为政府会计组织系统、控制系统和公告系统等。 

会计改革是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

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有效整合资源以达到组

织目标和责任的全过程管理，也可以是新的具体资源

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包括： 

1) 提出一种系发展思路并加以有效实施。新发展

思路如果是可行的，这便是会计的一种改革。但这种

新发展思路并非针对一个组织而言是新的，而应该对

所有的组织来说都是新的。 

2) 创设一个新的组织机构并使之有效运转。组织

机构是组织内管理活动及其他活动有序化的支撑体

系。一个新的组织诞生的一种变革，如果不能有效运

转则成为空想，不是实实在在的改革。 

3) 提出一个新的管理方式方法。一个新的管理方

式方法能提高生产效率，或使人际关系协调，或能更

好地激励组织成员等，这些都将有助于组织资源的有

效整合以达到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 

4) 设计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是指组织综

合性的管理范式，是指组织总体资源有效配置实施的

范式。 

5) 进行一项制度的改革。制度是对组织资源整合

行为的规范，既是对组织行为的规范，也是对员工行

为的规范。制度的变革会给组织行为带来变化，进而

有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 

从系统论角度看，政府会计也是一个系统，它有

着作为一个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所有条件。因此政府会

计是一个由诸多元素组成的系统，并且该系统的存在

和发展是由其开放性和封闭性的统一、整体性和层次

性的协调两大特点所决定。 

3.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的多重系统动力学 
模型分析 

3.1.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上限模型分析 

改革上限模型认为：一个会自我繁殖的环路，产

生一段时期的加速改革或扩展，然后改革开始慢下来

(系统里面的人常未察觉)，终至停止改革，而且甚至

可能开始加速衰败。此种变化形态中的“快速改革

期”，是一个由一个(或数个)“增强环路”所产生。随

后的“改革减缓期”，是在改革达到某种“限制”时，

由“调节环路”所引起[2]。这种限制可能是资源的限

制，或内、外部对改革的一种反应。其“加速衰败期”

(如果发生的话)，则是由于“增强环路”反转过来运

作，而使衰败加速，原来的成效愈来愈萎缩。起初会

觉得“为什么需要忧虑尚未发生的问题？我国正在大

步改革”。过了一阵子会觉得：“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所须做的一切，是回头采用以前有效的办：

法”。又过了一阵子才觉得：“我们愈是努力地跑，似

乎愈像在原地踏步”。应对改革上限的办法是：不要 
 

 

Figure 1. Model of reform upper limit 
图 1. 改革上限模型 

 

 

Figure 2. Model of reform upper limit in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图 2.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上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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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推动“增强(改革)环路”，应该要除去或减弱限制的

来源(见图 1)。 

我国政府会计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经历了改革

的高潮和低谷，符合该模型。政府会计改革是一个自

我繁殖的环路，政府会计二十多年改革，曾产生一段

时期的加速改革，然后改革逐步开始慢下来，政府会

计此种变化形态中的“快速变革期”，是由一个“增

强环路”所产生。随后的“改革减缓期”，是在成长

达到某种“限制”时，由“调节环路”所引起。这种

限制就是政府会计系统缺陷的限制：政府会计改革理

念落后、改革计划不科学、会计结果封闭性等问题，

使原来的政府会计效果愈来愈萎缩。为了提高政府会

计改革效果，政府会计系统的改革方针应是：不去推

动“增强(改革)环路”，应该要除去或减弱限制政府会

计系统改革的因素：创新推行政府财务报告公开、更

新改革理念、提倡绩效导向等(见图 2)。 

3.2.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舍本逐末模型分析 

舍本逐末模型认为：使用一种“头痛医头”的治 

标方式来处理问题，在短期内能产生立竿见影效果。

但如果这种暂时消除症状的方式使用愈多，治本措施

的使用也相对愈来愈少。一段时间后，使用“根本解”

的能力可能萎缩，而导致对“症状解”更大的依赖。

采取该措施时人们觉得：“这个解到目前为止效果一

直不错！我不明白为什么继续下去会有问题”。应对

舍本逐末问题的对策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根本解。但

如果问题急迫，由于根本解的效果受时间滞延影响，

在进行根本解的过程中，可暂时使用症状来换取时间

(见图 3)。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的舍本逐末模型显示：单纯注

重遇到问题的修修补补，只不过是一时的“症状解”，

而推行政府财务报告公开，构建政府会计准则才是政

府会计改革的“根本解”。系统科学的一个著名命题

就是“越是开放的系统，其生命力越强”。因此，政

府会计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在增加开放度上下功

夫。系统开放度是系统内部有序程度的反应，开放程

度越高的系统，就越远离平衡状态，系统才会越有序，

系统才可能越发展。政府会计增加开放度的重要方面

就是增加系统的透明度，增加系统的透明度可以使系

统更具柔性和渗透性。增加透明度一方面使外界对政

府会计系统的运作更加明了，从而为会计工作提供更

好的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使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得

到揭示，督促政府会计系统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

案。政府会计透明度体现在政府会计结果的透明和会

计程序的透明两个方面，会计结果往往通过政府财务

报告来反映，是外界了解会计工作成效与会计单位工

作情况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也会暴露会计工作中的不

足。政府财务报告公开是政府会计接受社会监督，增

加政府会计抵御风险能力。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政府

财务报告制度建设，提高政府会计效果(见图 4)。 

3.3.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的目标侵蚀模型分析 

目标侵蚀模型是一个类似“舍本逐末”的结构，

其中短期的解决方案，会使一个长期、根本的目标逐

渐降低。“这个问题，只要把绩效标准降低一点，就

可以暂时应付过去，以后再严格要求，不会有什么问

题的”。应对目标侵蚀的方针是：坚持目标、标准或

愿景(见图 5)。 

政府会计系统目标侵蚀模型显示：政府会计系统

与社会大系统在相互开放中发生相互作用，政府会计

系统内部的构成因子——会计人员在系统开放中起着

关键作用。会计人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会对会计工作

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树立正确的会计目标就会 
 

 

Figure 3. Model of don’t catch the point 
图 3. 舍本逐末模型 

 

 

Figure 4. Model of don’t catch the point in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图 4. 政府会计系统的舍本逐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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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工作产生积极作用，对政府会计系统的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要树立正确的会计目标，必须明确正确

会计目标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是差错防弊？促进财

务管理？还是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发展是“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系统在开放过程中由低层计，

使行政事业单位提供经济效益，从而使其行为向社会

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靠拢。因此，会计工作中差错防

弊、加强单位财务管理是会计工作的具体体现，但这

并不是会计目标的全部。如果会计工作以差错防弊、

加强单位财务管理作为会计工作的全部目标，那就只

会使会计工作处于一个低水平，会使会计与其单位处

于一种相互敌对的状态，从长远来看，这对会计人员

和会计单位发展是有害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

的。如果将会计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作为会计人员的目标评价标准，那么就能保证

会计人员站在更高的层次，去看待会计工作与其他工

作的关系，这样也会得到单位和公众的支持，使会计

工作顺利开展(见图 6)。 

3.4.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的富者愈富模型分析 

富者愈富模型认为：两个活动同时进行，表现成

绩相近，但为有限的资源而竞争。开始时，其中一方 
 

 

Figure 5. Model of target erosion 
图 5. 目标侵蚀模型 

 

 

Figure 6. Model of target erosion in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图 6. 政府会计系统的目标侵蚀模型 

因为得到稍多的资源而表现好些，便占有较多的优势

去争取更多的资源，无意中产生了一个“增强环路”，

于是表现愈来愈好；而另一方陷入资源愈来愈少，表

现愈来愈差的反方向的“增强环路”。该模型早期表

现为：两个使用同一资源的活动同时展开，其中一个

活动、群体或个人开始做得很好，甚至蒸蒸日上，而

另一个则陷入挣扎求生的状态。针对该问题的对策

是：在决定两者之间的资源分配时，除了成绩表现这

项标准外，更应重视整体均衡发展的更上层目标。在

某些状况下，可以消除或减弱两者使用同一有限资源

的竞争关系，尤其是一些无意中造成的不良竞争关

系。有些状况可以将“同一”资源予以“区分”规划，

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见图 7)。 

政府会计系统富者愈富基本模型显示：行政事业

单位内部组织结构僵化，会计资源未能有效配置。随

着会计事业的发展，会计工作的内容、范围、方式、

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现有机构设置与工作要求不相

适应。一方面机构之间业务交叉、职能重叠。会计机

关的业务部门有的按行政事业单位或行业来划分，有

的按资金性质来划分，导致业务、职能的交叉重叠和

重复记账。另一方面按现有机构及其会计范围安排工

作，造成任务有轻有重。同时，受会计管理体制、编 

 

 

Figure 7. Model of rich get richer 
图 7. 富者愈富模型 

 

 

Figure 8. Model of rich get richer in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图 8. 政府会计系统的富者愈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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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限制，各部门各自为政，会计资源难以整合，会计

信息难以共享，导致会计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重复

记账与会计监督盲区同在。影响政府会计系统合力，

导致政府会计效果不佳(见图 8)。 

3.5.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的饮鸩止渴模型分析 

饮鸩止渴模型认为：一个对策在短期内有效，长

期而言，会产生愈来愈严重的后遗症，使问题更加恶

化，可能会愈发依赖此短期对策，难以自拔。该模型

会出现下述问题：“这在以前似乎总是有效，为什么

它现在不灵了？”针对该问题的对策是眼光凝聚在长

期焦点。如果可能的话，完全摈弃那种短期对策。除

非短期对策只是用来换取时间，以寻求更妥善的长期

解决方案(见图 9)。 

政府会计饮鸩止渴基本模型显示：政府会计系统

改革采取修修补补的方法，对目前的三套系统继续细

化改革，只会使政府会计改革的道路更加漫长。现行

预算会计是多套系统同时运作，而目前的改革思路是

从事业单位，而且是事业单位下的医院会计和高校会

计入手改革，导致本来复杂的系统更加复杂，不具有

统一性(见图 10)。 

3.6.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与投资不足模型分析 

改革与投资不足模型认为：如果公司或个人的改

革接近上限时，可以投资在“产能”的扩充上，以突

破改革的上限，再创未来。但是这种投资必须积极，

且必须在改革降低之前，不然将永远无法做到。而且

大部分的做法是将目标或绩效标准降低，来使投资不

足“合理化”。如此一来，“慢郎中”的产能扩充进度

将难以应付“急惊风”的需求快速改革，而使绩效愈

来愈差，最后可能使改革逆转而使需求大幅下滑。该

模型早期表现为：“我们过去一直都是最好的。我们

将来还会更好，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储备资源，不要过

度投资。”该模型的突破方法是：如果确实有改革的

潜能，应在需求之前尽快扩充产能，作为创造未来需

求的一个策略。坚持远景，特别是关键绩效标准的衡

量和仔细评估产能是否足够支持未来潜在的需求。如

果改革已经开始减缓，此时切忌再努力推动改革环，

应致力于扩充产能并减缓改革的速度(见图 11)。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与投资不足基本模型显示：如

果政府会计系统的改革接近上限时，可以投资在政府

会计系统创新的扩充上，以突破会计系统成长的上

限，再创未来。但是这种投资必须积极，且必须在会

计系统改革降低之前，不然将永远无法做到。而且有

一些会计系统做法是将会计目标或会计绩效标准降

低，来使投资不足“合理化”。如此以来，“慢郎中” 
 

 
Figure 9. Model of harm than good 

图 9. 饮鸩止渴模型 
 

 
Figure 10. Model of harm than good in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图 10. 政府会计系统的饮鸩止渴模型 

 

 

Figure 11. Model of lacking reform and invest 
图 11. 改革与投资部足模型 

 

 

Figure 12. Model of lacking reform and invest in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图 12. 政府会计系统改革与投资不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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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系统创新扩充进度势将难以应付“急惊风”的

会计需求快速改革，而使会计绩效愈来愈差，最后可

能使会计系统改革逆转而使会计需求大幅下滑。因

此，应在会计需求下滑之前尽快扩充会计管理系统创

新，作为创造未来会计需要的一个策略。坚持会计远

景，特表示关于会计绩效标准的衡量，仔细评估会计

系统创新是否足够支持未来潜在的会计需求。如果会

计系统改革已经开始减缓，此时切忌再努力推动改革

环，应致力于会计系统创新。提高会计能力，从而提

高政府会计效果(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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