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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刘凤玲，　秦晓东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公允价值取代历史成本是会计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应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最

多的热点问题。在公允价值的发展历程中，其定义和理论基础日益完善和丰富，但是相关性与

可靠性的协调以及计量属性的模糊性，却成为阻碍公允价值广泛应用的瓶颈。对相关的文献

进行梳理和综述，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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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是社会环境的会计，是反应性的会计，离
开市场环境研究会计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公 允 价 值 会 计 的 发 展 应 用 无 疑 是 时 代 的 要 求。

２０１４年１月我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号———公 允 价 值 计 量》，首 次 将 公 允 价 值 作 为

单独的准则，一改我国公允价值分散于各项具体

准则的局面，加快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

步伐。本文以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为契机，
综述公允价值发展过程中相关的理论问题，以管

窥其存在的不足，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从公允价值的发展历程看其定义

（一）公允价值的朦胧探索阶段

１．“公允”和“价值思想”
公允价值的定义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丰富，是

引导公允价值会计发展的核心［１］。理解公允价值

的概念，有必要探究“公允”和“价值”的起源。
“公允”与会计的关联最早始于１７３６年Ｊｏｈｎ

Ｍａｉｒ著作的《簿记法》，他认为日记账和总账都应

公允地表达交易的记录，偏离了公允的目标，就会

有失准确性。“价值”一词显然属于经济学范畴，
会计学最初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家在探

讨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独特

视角的价值理论，这些理论不断地对会计学进行

解释。从Ｊｏｈｎ．Ｂ．Ｃ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２９年 的《会 计 经 济

学》的论述 中，便 可 发 现 会 计 与 经 济 学 的 这 种 联

系，书中首次主张会计学应向经济学靠拢，率先提

出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和经济收益概念，可初步

认为会计学中“价值”思想的产生，公允价值也就

萌芽于此。

２．公允价值运用的先导———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被认为是会计所有计量的 基 础，是

会计计量中最公允的估计。因此，市场价格是公

允价值定义中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公允价值最初

运用的先导也是市场价格。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Ｒ．Ｄｉｃｋｓｅｅ在１８９２年 的《审 计 学》
一书中描述到，销售时点是反映资产真实价值的

实际时点，所以不但现时销售价格很重要，而且未

来价值也很重要。这一观点与今天的公允价值会

计都强调退出价格和未来信息。１９１８年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Ｐａｔｏｎ就曾主张应按资产的市场价值而不是成

本进行记录，１９２２年 又 重 申 市 场 价 格 的 观 点，并

提出了接近于现在公允价值的非交易观，他指出

流动资产的成本应与其变现价值相联系，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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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实际上是销售价格，而不管销售是否已经发

生［２］。Ｋ．Ｍａｃｎｅａｌ，Ｓｐｒ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Ｍｏｏｎｉｔｚ 和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都支持市场价格或退出价格，这些观点

代表了公允价值的朦胧研究阶段典型的市场价格

思想。

３．较早在会计问题研究中提到公允价值

会计 问 题 研 究 中 较 早 提 到 公 允 价 值 的 是

１９２０年Ｅａｒｌ　Ａ．Ｓａｌｉｅｒｓ的《成本、公允价值和减值

准备》，主张在确定公允价值时应考虑减值准备因

素。１９４６年Ｐａｔｔｏｎ又在《会计的成本和价值》一

文中指出，成本相当于购买资产的公允价值，在理

论界首先公开提出了公允价值的概念，甚至可以

认为其基本内涵沿用并发展至今。最早对公允价

值进行定义的是１９５２年的Ｅｒｉｃ　Ｌ．Ｋｏｈｌｅｒ《会 计

辞典》，指出公允价值意即公平管理之价值，在当

时的时代背景下，该书对公允价值的定义较多地

被公用事业采纳。
在公允价值朦胧探索的阶段，历史成 本 被 广

泛应用，公允价值仅得到有限的运用。实务界、监
管机构和准则制定者都是历史成本的拥护者，反

对对历史成本的背离；会计学术界对公允价值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

　　 （二）公允价值进入会计规范阶段

早期会计问题研究到了一定程度，公 允 价 值

才进入会计规范研究，并遵循一样的轨迹：提及—
公允价值概念—公允价值定义。１９５３年ＣＡＰ公

布的ＡＲＢ第４３号公告首次提到公允价值，要求

将其作为资产计量的依据，而公允价值的最先使

用 可 追 溯 到１９６９年 ＡＰＢ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Ｎｏ．１４ 。

１９７０年ＡＰＢ　Ｎｏ．４又对公允价值进行了定义，认
为公允价值是货币交易中得到一项资产所付出的

货币金额，或非货币交易中交换价格的估计值，并
在之后反 复 使 用 了 该 概 念［３］。ＦＡＳＢ成 立 之 初，
公允价值就多次出现在会计准则中，如１９７５年的

ＳＦＡＳ８、ＳＦＡＳ１２和 ＳＦＡＳ１３。１９８０年 ＳＦＡＳ３３
《财务报告与物价变动》的征求意见稿，对公允价

值的定义首次考虑了不确定的因素，即“可以合理

预期的交换价格”。
这一时期，公允价值逐步得到准则指 定 机 构

的认可，发布了相关准则；监管机构也将公允价值

提上议事日程；实务界开始尝试使用公允价值。

　　（三）公允价值的发展、成熟阶段

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公允价值的运用 不 断 扩

展，学术界不得不对公允价值定义重新进行深入

地思考。ＦＡＳＢ的大 成 之 作ＳＦＡＳ１０７，对 公 允 价

值的定义首次涉及计量问题，将“开列市价”作为

指示器，不 可 得 时 使 用 现 值 估 价 技 术。１９９６年

ＳＦＡＳ１２５将公允价值的定义从资产扩展到负债，
对交易的参与者、市场、时间以及公允价值的取得

进行了严 格 的 界 定 和 限 制。随 后ＦＡＳＢ发 布 了

３２份会计准则，其中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就有

２３份，９份是涉 及 金 融 工 具 的，尤 其ＳＦＡＣ　Ｎｏ．７
和ＳＦＡＳ１５７已经成为公允价值发 展 史 上 划 时 代

的里程碑，并被世界各国重要组织奉为学习效仿

的圭臬［５］。ＳＦＡＣ　Ｎｏ．７，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

层 次 将 公 允 价 值 确 定 为 主 要 的 会 计 计 量 基 础，

ＳＦＡＳ１５７对公允价值进行了计量日观、市场参与

者观、有序交易观、脱手价格观 相 统 一 的 定 义［４］，
为公允价值提供了一个统一可比的应用指南，标

志着公允价值的应用达到顶峰。
公允价值的定义呈现出从资产到负 债，运 用

从表外披露逐渐过渡到表内确认，应用范围从金

融工具扩展到非金融工具的过程。公允价值计量

逐渐在会计计量中占主导地位，开始在美国实务

界不断推广，大有取代历史成本之势。

　　（四）后危机时代的公允价值

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公允价值因为周

期效应加剧了经济波动而饱受指责和质疑，在金

融界和会计界引起了一场有关公允价值的存废之

争，可谓是公允价值发展历程中的滑铁卢。美国

ＳＥＣ在三 个 月 的 紧 张 调 研 之 后，向 国 会 提 交 了

《对市值会计的研究》报告，表明了反对废止公允

价值会计准则的坚定立场，并提出了改进现行公

允价值惯例的建议，至此，金融危机引起的公允价

值存废 之 争 暂 告 一 段 落。２００９年５月，ＩＡＳＢ也

颁布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征求意见稿，重新定义

并详细阐释了公允价值概念，对在不活跃市场环

境下的公允价值计量给出了操作性更强的应用指

南。２０１４年中国财政部颁布了独立的《公允价值

计量》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

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

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６］。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无论是监管机构、准则

制定者还是学术界，对公允价值都有一个新的认

识。随着国际会计趋同的不断深入，公允价值会

计的脚步会走得越走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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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

（一）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公允价值会计重要的制 度 基 础，

为其推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会计从产生、
发展到变革的历史，是一部界定和保护正当产权

利益的历史，从其产生之日起便贡献于产权，并将

始终追随产权思想［７］。根据产权 理 论 的 观 点，企

业是利益相关者交易契约的耦合，必须按各要素

投入方所共同接受的价值量对财产进行计价，才

能真实公允地反应产权流，维护相关利益方的产

权利益，否则围绕财产而内化的一系列权、责、利

的相互制约都无法付诸实践。过去契约关系比较

单一，时代决定了用历史成本来进行资产计量的

合理性；当契约组成日趋多样化，公允价值计量已

经成为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必 然 趋 势。陈 美 华［８］、

徐玉德［９］、盛明泉都论述了公允价值符合 产 权 理

论的观点。

　　 （二）会计目标理论：绩效观、权益观与

投资者保护

　　会计目标决定着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计量

模式的选择最终将服务于财务报告目标，因此财

务报告目标的革新反过来引起了对公允价值计量

的现实需求。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表因面

向过去而信息含量低，而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的

资产计量更加符合现行市场价值，可进一步增强

决策的有用性，因此财务会计目标逐渐从传统的

受托责任观过渡到决策有用观。卢永华、杨晓军，

谢诗 芬［１０］，陈 美 华［８］，夏 成 才、邵 天 营［１１］，徐 玉

德［９］，盛明泉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然而，无论是受托责任观、决 策 有 用 观，抑 或

是融合理论，都没有跳出绩效观的约束。企业的

治理模式逐渐从股东的单边治理过渡到各相关利

益方的共同治理，对财务会计目标也提出了相应

的要 求，财 务 报 告 目 标 从 绩 效 观 调 整 为 权 益

观［１２］。２１世纪的今天更关注的是投资者保 护 导

向的权益观，它重视生产关系和社会公平，将公正

性视为财务报告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而公平、公
正恰是公允价值的内涵。披露有关公司真实价值

的公允价值，能够满足掌握较少信息的使用者获

取更多信息的需求，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

问题，有效保护投资者权益。

　　 （三）资本保全理论

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保全演 化 为 财

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公允价值的正式提

出是基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问题，但其孕育的

真正根源是物价的持续变动对传统会计计量造成

的冲击［１３］。商品 的 成 本 不 仅 看 企 业 账 面 上 的 资

产价值，还应该包含持续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各

种要素。如今持续变动的经济背景与历史成本存

在的稳定环境非常不同，若仍按历史成本来衡量

消耗的生产能力，将无法满足初始规模下的实际

生产需求，难以维护企业的再生产。公允价值模

式下，不同时间消耗的生产要素都按现行市价或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在销售中实现生产能力

的回购，保持正常的生产需求，亦即实物资本得到

了维护。卢永 华、杨 晓 军，黄 桂 杰，任 世 驰、陈 炳

辉［１３］，徐玉德［９］都支持公允价值计量更符合企业

的实物资本保全的观点。

　　（四）会计计量理论

会计计量理论包含资产计价理论和收益计量

理论两个分支。会计理论变迁的历史实质上是围

绕着改变传统资产计价理论下以投入为中心的成

本观，代之以重视价值的产出观而进 行 的。１９８０
年以后，未来经济利益成为理解和界定资产的关

键点，历史成本计量无法很好地体现资产的这一

根本属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自然取而代之成为

最佳的计量属性。因此，以价值为中心的资产计

价模式地位的奠定，为公允价值成为理想的资产

计量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收益确定方 法 也 发 生 了 相 应 的 变

化。西方学者借鉴经济学中的收益概念，认为收益

中应包括未实现的部分，即持有资产产生的利益和

损失。１９８０年ＳＦＡＣ　Ｎｏ．３正式提出了全面收 益

的概念，收益的确定方法便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

负债观，它关注资产真实的内在价值，依据资产、负
债的变化确认净收益，公允价值成为体现全面收益

内涵的理想计量模式，奠定了公允价值进一步推行

的理论基础。石本仁、赖红 宁［１４］，陈 美 华［８］，徐 玉

德［９］都认为资产计价目的、计价模式以及收益确定

方法的转变包含了公允价值的基本思想。
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不断丰富和发 展，如 图

１所示，可以对其理论基础的来龙去脉略窥一斑。
产生于受托责任的现代会计，将会计实践天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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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于为产权保护服务。契约关系相对单一背景

下，历史成本计量能够胜任产权保护功能；但到了

四五十年代两权分离的背景下契约关系变得相对

复杂，分散的信息使用者对决策相关性提出了需

求。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伴 随 着 会 计 目 标 在 财 务 会

计该概念框架中地位的提升，决策有用观占据主

导地位。８０年代，决策有用观指引下的概念框架

逐渐将资产计 价 由 成 本 转 向 价 值；同 时，由 于７０
年代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持续波动，实物资本保

全观念深入人心，资本和收益联系紧密，资本的保

持是确认收益的前提，收益确定的方法也在１９８０
年由收入费用观转向了资产负债观。我们回过头

来看，会发现基于这一系列理论基础的公允价值

计量，最终又归宿于财务会计目标上，以公允价值

计量资产和负债，能够反映现时价值和真实收益，
更有利于投资者保护，这是近年来会计研究中较

多讨论到的问题。

图１　公允价值理论基础的发展脉络

　　 三、对 公 允 价 值 相 关 性 和 可 靠 性 的

争论

　　会计 计 量 属 性 的 选 择 离 不 开 相 关 性 与 可 靠

性，相关性和可靠性越高的会计数据信息，可信赖

程度越高，对决策越有用。

　　（一）关于公允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公允价值大显身手的主要领域是金融工具的

计量，国外很多学者对金融行业运用公允价值的

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Ｂａｒｔｈ采集了美国

的上市银行为作为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贷款、
长期债务，以及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

相比，均具有价值相关性，其中贷款的公允价值相

关性 更 强［１５］。Ｅｃ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研 究 了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ＳＦＡＳ１０７生效 的 头 两 年）美 国 部 分 银 行 的 相

关数据，结果表明披露的净贷款和证券投资的公

允价值信息都具有相关性，且后者更强。Ｖｅｎｋａｔ－
ａｃｈａｌａｍ采集了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美国的９９家上市

银行的相关数据进行样本检验，控制表内资产、负
债交易和事项的公允价值信息的影响，发现衍生

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和股票价格相关。
我国向来谨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 法，导 致

公允价值信息在公司的经济事项中运用的比重相

对较小，实证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邓传洲［１６］

的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持有利得和损

失即未实现收益，具有较弱的增量解释能力，但公

允价值信息的披露确实明显提高了会计盈余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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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关性。于李胜对比研究了新、旧会计准则下

的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结果表明新准则调整后的

股东权益账面价值对股票具有更强的定价能力。

张烨、胡倩，徐虹［１７］，伍中信、李思霖和宋建波、魏

心茹［１８］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增

强了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和价值相关性，进而改

善了企业的整体实际价值。

　　（二）关于公允价值可靠性的规范研究

公允价值更具相关性已毋庸置疑，而 关 于 可

靠性的争议是如今阻止公允价值模式广泛应用的

主要障碍。支持公允价值的规范研究大多着眼于

对可靠性的正确理解上。
佩顿认为，会计的主要工作是估计和 判 断 而

非肯 定，即 使 实 际 成 本 也 不 是 一 个 肯 定 的 数 据。
谢诗芬指出表面看来现值或公允价值更相关，但

实质上它是通过提高真实性来提高相关性，在这

个过程中 更 加 具 备 真 实 性 特 性。ＦＡＳＢ在 对“反

映真实性”的阐释中指出可靠性并不等同于肯定、

精确，表面上要求这些质量而实际上并不存在，反
而有失可靠。公允价值会计坚持的是结果真实导

向，意味着它比历史成本更具产权经济意义，这也

是ＦＡＳＢ力 推 公 允 价 值 的 根 本 原 因。对 公 允 价

值来 说 一 个 有 利 的 变 化 是，２０１０年 ＦＡＳＢ 与

ＩＡＳＢ的联合 概 念 框 架 基 本 质 量 特 征 中 用“如 实

反映”取代“可靠性”，从前“可靠性”中的“可验证

性”降到强化质量特征层次。许多决策相关性的

前瞻性估计都不能被直接验证，但作为“传信人”

的公允价值本身是符合如实反映的，因此可验证

性作为强 化 质 量 特 征 将 减 少 公 允 价 值 运 用 的 阻

力。陈美华［８］，徐 虹［１６］，赵 彦 译 等 都 从 不 同 角 度

论证了公允价值具有可靠性。

一味地强调可靠性，可能会本末倒置，导致会

计信息缺乏及时性和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

量因人而异，相关而不可靠的信息并不会误导所

有使用者，相反，不相关的信息无论再可靠也不会

为使用者带来任何好处。二者冲突时，相关性优

先而可靠性做出牺牲是一种趋势。

　　四、公允价值与其他计量属性的关系

（一）公允价值不是一种计量属性

计量属性是被计量对象的特征，它在 时 间 界

定上要分清过去、现在与未来；从交易性质来看，

要能区别实际发生的、假想的与预期的交易；从交

易类型上要区分投入价值和产出价值。因此一些

学者认为，公允价值作为一个相对统括的概念，并
不能反映计量属性标准中的这些特征，不能作为

一种计量属性。
（１）计量目标观，认为公允价值是价值计量的

理想目标。ＦＡＳＢ早在２０００年的ＳＦＡＣＮｏ．７中

就称公允价值是会计计量目标，各种计量属性都

是为了获得计价的公允，其终极目标是公允价值。
刘浩和孙铮［１９］也 认 同 公 允 价 值 本 身 是 一 种 计 量

的理想目标，而非一种计量属性。
（２）检验尺度观，认为公允价值是对其他各种

具体的计量属性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应用时的一种

约束或要 求。石 本 仁 和 赖 红 宁［１４］和 陈 美 华［８］不

认为公允价值是一种具体的计量属性，其是检验

其他五种计量属性是否合理的一个检验尺度，一

种计量属性是否合理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公允价值

的内涵，从而有利于决策。
这些观点中，无论计量目标观还是检 验 尺 度

观，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都超越了计量属性的

层面来界定公允价值。管考磊（２０１４）指出，公允

价值与其他计量属性是目标与手段、引领与约束

的关系［１］，深度概括了计量目标观和检验尺度观。

　　 （二）公允价值是独立的计量属性

我国２００６年 发 布 的 企 业 会 计 准 则，规 定 会

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

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认为公允价值是独立的

计量属性，将与历史成本等其他计量属性并列，共
同组成 我 国 会 计 计 量 属 性 体 系。葛 家 澍 和 徐

跃［２０］，李红 霞，周 繁 和 张 馨 艺，刘 思 淼，陈 旭 东 和

逯东也认同公允价值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

　　（三）公允价值是复合计量属性

另一种观 点 认 为 公 允 价 值 是 复 合 型 计 量 属

性，包含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和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在不同的市场交易条件下，其他

计量属性以不同的形式再现和重复为公允价值：
历史成本所表示的交易事项初始的公允价值，是

过去时点的公允价值；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

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表现的是现在和将

来时点的公允价值。即在时间坐标轴上可将公允

价值分成两段：面向过去的公允价值和面向现在

与未来的公允价值。谢诗芬，卢永华、杨 晓 军，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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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２１］，黄学敏［２２］，于 永 生［２３］，王 建 成 等［２４］都 支 持

公允价值 是 一 种 嵌 入 各 种 计 量 属 性 的 复 合 计 量

属性。
目前来看公允价值更倾向于是一种复合计量

属性，但这只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的一个权

益之计。我国基本准则已将公允价值作为第五种

计量属性，国际上也终将用公允价值取代现值计

量，因为现值计量的唯一目的就是在非活跃市场

环境下，捕捉可能存在的现行市价，即公允价值。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公允价值的研究已逾百年。长 期 以 来，在 其

定义从最初简单的成本观，逐渐发展为今天市场

参与者、计量日、有序交易、脱手价格四位一体的

概念 的 过 程 中，理 论 基 础 也 日 臻 丰 富，跨 越 会 计

学、经济学、行为学等各个领域。但公允价值的应

用无可避免的涉及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取舍，应该

明确的是，可靠性不等于精确性，估计与判断是会

计固有的，与计量属性的选择无关，骈弃对公允价

值缺乏可靠性的误解，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应用空

间。公允价值发展至今日，一个明确的属性定位

已是迫在眉睫，关乎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笔者更

倾向于认为公允价值是一种与其他计量属性并列

的独立计量属性。

　　 （二）不足和展望

国内外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层出不 穷，主 要

集中于公允价值的定义和内涵、应用环境、估值技

术、在具体准则中的应用以及价值相关性的实证

研究等。但在会计的历史长河中公允价值研究的

时间尚较短，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有待改进和需

要警惕的地方。鉴于研究水平的局限，在综述的

基础上仅作以下浅薄的分析：
（１）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局限于克服公允价值

计量的固有缺陷，忽视了公允价值与现行历史成

本为主的会计理论体系的背离，偏离了纯粹的会

计视角。会计体系的变革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唯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允价值运用的体系问题，才

能真正贯彻公允价值理念。实证研究方面，集中

于金融工具和相关性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内

部控制、基于交易目的的资产评估，以及近年来较

多提到的投资者保护与会计，都是公允价值实证

研究可以延伸和大有作为的领域。
（２）无论公允价值的定义如何发展，必须要遵

循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内下游概念与上游概念的一

致性。公允价值的脱手价格观已深入人心，它符

合 资 产 定 义 中 未 来 经 济 利 益 流 入 这 一 主 要 特

征［２５］。但是环境时刻变化着，会计的未来充满了

不确定性，谁也无法断言脱手价格就是公允价值

的最终归宿。计量层次的公允价值的定义，应与

会计要素的定义相互协调，只有保持与资产定义

的内在一致性，进而保证会计理论体系的前后一

贯，才能保证公允价值以合理的轨迹发展。
（３）公允价值计量并不等同于公允价值会计，

加上确认才是完整的公允价值会计，现有公允价

值的研究似乎都忽视了确认的问题。目前的会计

确认理论仅限于财务报表层面，公允价值因其估

计之嫌被排除在报表之外因而丧失有用性，从而

掩盖了其本身的价值性。郑伟（２０１５）对会计确认

理论缺陷的论述中指出，多维会计确认观有利于

拓展会计确认的范围，将确认、计量、披露等概念

充分结合，形成协调一致的公允价值会计体系，势
必会加强公允价值的推广［２６］。

理想的状态是，横向研究、纵 向 分 析、实 证 检

验相结合，全面而系统地探究公允价值。基于市

场视角的公允价值计量不仅有着较之历史成本先

天的优势，而且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真金炼火、愈发

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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