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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１９４８ 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伯伦在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用以验证市场的不完全性的课堂市场
实验起，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实验可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１］。此后，作为当时张伯伦实

验参与者之一的史密斯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促成了实验经济

学的创立。随着博弈论的创立和发展，实验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并开始延伸

到会计学研究领域中。近 ２０ 年来，实验研究法已经成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但相对
于其他研究方法，在一些主流会计期刊中实验研究方法仍然很少被采用。

采用实验方法的会计行为研究涉及的研究主题日趋多样化。由于管理会计研究的特点，研究者

很难使用档案数据或者实地研究去评价一个组织的管理会计系统孤立地或与其他变量一起对其成员

行为的影响［２］。管理会计中的档案经验和现场研究常常伴有方法论和计量问题［３］。而受控的实验室

实验可以克服这些问题，允许研究者回答答案不确定的问题。此外，实验对分析式工作也是有益的补

充。虽然对于评价管理会计程序的价值和需求，行为的分析模型提供了优秀的框架，但是它们常常因

不现实的假设、高度模式化环境和复杂解而遭到批评［４］。实验方法允许对理论预测、行为有效性和假

定进行严格的检验［５ ６］。给定实验方法的内在弹性，研究者能推动模型的限定、检验边界条件、检验竞

争理论的进展和提供关于为什么实际行为偏离经济模型预测的证据［７ ８］。

近年来，实验研究已成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中的一个相对重要的方法，不少学者运用该方法取得

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而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学者却很少涉足实验研究领域，现有的一些会计研究文献

的实验设计也多以照搬国外学者已开发的方法为主。本文就近年来发表在国外重要期刊的管理会计

实验研究文献进行分析评述，希望从文献学视角找出一些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普适性规律。笔者试

图从相关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主题、研究的学科背景及实验设计程序几个方面入手，通过对国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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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的分析，凸显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焦点问题；通过对国外管理会计实验研究学科背景的分

析，揭示管理会计实验研究应用的基础理论背景；通过对国外管理会计实验设计程序的分析，试图发

现管理会计实验设计程序的一般规律。这一研究将为国内管理会计研究者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国外实

验研究文献来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一些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

出于权威性、影响力和样本同质性①的考虑，本文没有把会计类以外的、影响因子不足的期刊涵

盖在研究范围内，同时由于管理会计研究的两本专业学术期刊管理会计研究（ＭＡＲ）和管理会计研究
杂志（ＪＭＡＲ）影响因子相对较低，且最近 ２０ 年几乎没有发表实验研究类论文，本文也没有把这两本
期刊包含在内。根据 ２０１１ 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ＳＳＣＩ）影响因子排名，本文选取了五本排名靠前
的会计期刊（管理会计均属于这五本期刊研究的子领域），按照排名先后顺序这五本期刊分别是《会

计与经济学杂志》（ＪＡＥ，影响因子 ２ ７２６）、《会计研究杂志》（ＪＡＲ，影响因子 ２ ６３９）、《会计评论》
（ＡＲ，影响因子 １ ６３３）、《会计、组织与社会》（ＡＯＳ，影响因子 １ １５４）和《当代会计研究》（ＣＡＲ，影响
因子 ０ ９３８）。通过选取以上五本期刊作为数据分析对象，可以很好地反映在国际主流管理会计研究
领域中实验研究方法的研究路径和应用前景。论文的选择时间是从 １９９１ 开始至 ２０１０ 年止。按照上
述标准，经过统计，本文最终选取了 ７３ 篇论文，这些论文在期刊中的具体分布如表 １ 所示。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以 ２０００ 年为界线将这 ２０ 年时间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０ 年，第二个时期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之所以这样分段，是因为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生
产技术和组织结构不断创新，导致企业边界不断延伸、虚拟组织兴起以及战略管理的核心作用越来越

重要，许多新的管理会计研究选题在这段期间内不断涌现并迅速发展。

由表 １ 可以看出，在 ２０ 年的研究期间内，有一半以上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论文发表在 ＡＯＳ
（３８ ４％）和 ＣＡＲ（２６％）这两本期刊上。基于 ＪＡＥ 发表的文章特点，在这 ２０ 年间没有发表实验研究的
论文。对研究的两个子期间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除 ＪＡＥ以外，其余四本期刊发表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论
文的绝对数量都在增加，其中，ＣＡＲ增加最多（１１ 篇），ＣＡＲ和 ＴＡＲ上发表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第二个十
年与第一个十年相比，ＣＡＲ上发表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方面的论文比例增加了 ８ ３％，高于 ＴＡＲ的增幅
（２ ６％），而 ＡＯＳ和 ＪＡＲ上发表的实验研究类论文比例却呈下降趋，分别下降了 ９ １％和 １ ８％。

表 １　 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所占的“期刊份额”

期　 　 刊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文章数（％） 文章数（％） 文章数（％）

《会计、组织和社会》（ＡＯＳ） ９（４５． ０） １９（３５． ９） ２８（３８． ４）
《当代会计研究》（ＣＡＲ） ４（２０． ０） １５（２８． ３） １９（２６． ０）
《会计与经济学杂志》（ＪＡＥ）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会计研究杂志》（ＪＡＲ） ３（１５． ０） ７（１３． ２） １０（１３． ７）
《会计评论》（ＴＡＲ） ４（２０． ０） １２（２２． ６） １６（２１． ９）

合　 　 计 ２０（１００． ０） ５３（１００． ０） ７３（１００． ０）

综合以上情况，对表 １ 的分析
结果表明，２０ 年研究期间，在会计
研究领域排名前五位期刊上发表的

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论文数量在增

长，主要是因为 ＡＯＳ、ＣＡＲ 和 ＴＡＲ
三本期刊的贡献，特别是 ＴＡＲ 在最
近三年内发表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

文章明显增多（６ 篇）。另外需要强
调的是，ＪＡＥ 这二十年没有发表过
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论文。但是事

实上，如果与其他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如档案数据法、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相比，实验研究方法

所占份额还很小。

·０７·

①本文选择的五本会计期刊研究选题涵盖会计、审计、管理会计、财务、税务以及非盈利组织会计各个领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另外 ＪＡＥ虽然最近 ２０ 年没有发表实验研究管理会计类文章，但由于其影响因子较高，出于期刊比较的需要，本文还是把这本期刊考
虑在分析范围内。



三、西方管理会计中实验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其规律

（一）管理会计实验研究主题分布

按照管理会计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本文对所选论文的选题进行了分类，参考了 Ｓｈｉｅｌｄｓ 所建立
的分类方法［９］，将管理会计实验研究选题分为成本问题、管理控制问题和其他问题三个方面。

对所统计的 ７３ 篇实验文章样本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成本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成
本定价，它是成本问题实验研究的重点，因此我们把这一子课题单列出来研究；二是其他成本会计研

究，课题主要包括成本系统设计、成本容量、以成本为基础的决策等。

本文进一步对实验研究文献中管理控制问题进行了分类，具体细分为预算、资本预算、业绩评估、

组织内控制、薪酬和激励等子课题。预算类论文包括预算参与、预算松弛、预算协商等研究主题。资

本预算类论文主要研究无形资产投资预算、资本预算决策评价、资本投入的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等问

题。业绩评估和测量类论文包括平衡计分卡、业绩衡量体系设计等问题。激励、薪酬类论文主要涉及

薪酬设计、员工参与决策、委托代理等研究主题。组织内控制论文主要研究组织系统设计、组织内竞

争与合作、管理层行为控制等研究主题。

本文将其他课题分为四个子课题，即会计信息系统、战略管理、转移定价和管理会计实验研究

方法。

表 ２　 管理会计实验研究主题分布情况

研究主题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文章数（％） 文章数（％） 文章数（％）

成本问题 成本定价 １（５． ０） ４（７． ６） ５（６． ８）
其他成本问题 １（５． ０） ５（９． ４） ６（８． ２）
成本问题合计 ２（１０． ０） ９（１７． ０） １１（１５． ０）

管理控制

问题

预算 １（５． ０） ４（７． ６） ５（６． ８）
资本预算 １（５． ０） ４（７． ６） ５（６． ８）

业绩衡量和评估 ４（２０． ０） １４（２６． ４） １８（２４． ７）
组织内控制 ２（１０． ０） ４（７． ６） ６（８． ２）
薪酬、激励 ５（２５． ０） １３（２４． ４） １８（２４． ７）
控制问题合计 １３（６５． ０） ３９（７３． ６） ５２（７１． ２）

其他问题 会计信息系统 ２（１０． ０） １（１． ９） ３（４． ２）
实验研究方法问题 ０（０． ０） １（１． ９） １（１． ４）

战略管理 ３（１５． ０） ２（３． ７） ５（６． ８）
转移定价 ０（０． ０） １（１． ９） １（１． ４）
其他合计 ５（２５． ０） ５（９． ４） １０（１３． ８）

合　 　 计 ２０（１００． ０） ５３（１００． ０） ７３（１００． ０）

具体比较分析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显示，约 ７１％的管理会计实
验研究文章重点研究管理控制，

约 １５％ 的文章研究成本，其余
１４％研究其他各种课题。这与
Ｈｅｓｆｏｒｄ 等人 ２００７ 年的研究结论
基本一致［１０］①。管理控制、成本

类文章在绝对数量和比例上都有

明显增长，比例分别增长了 ８％
和 ７％。其中，成本类子课题中，
成本定价问题（５ 篇）是近十年来
成本实验研究类论文关注的重

点，占到近十年来成本问题实验

研究论文的一半以上。在管理控

制类实验研究论文中，对业绩评

估、预算和资本预算问题的研究

呈增长趋势，增长比例分别为

２ ６％、２ ６％和 ６ ４％，这一点在
平衡计分卡和全面预算管理等新

的管理控制技术被引入后尤为明显，其中最近十年的业绩评价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文献大都以平衡

计分卡的设计和使用作为研究主题；组织控制类实验研究论文呈下降趋势，下降比例 ２ ４％；薪酬激
励问题的实验研究在二十年间基本持平（这一主题在管理会计和财务学研究领域存在交叉），从表 ２
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以薪酬激励作为研究主题的实验研究文献最多（１８ 篇），可能的一个解
释是由基于博弈论的实验经济学理论的引入所导致的；由于实验研究主要关注实验参与者的心理和

·１７·

①Ｈｅｓｆｏｒｄ等人的研究结论表明，约 ７０％的管理会计文章重点研究控制，２０％重点研究成本，而 １０％研究其他各种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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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这一研究特征，在其他的管理会计研究主题中，很难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来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

系，但近二十年来，也有一些管理会计研究者尝试用实验研究方法来探索这些主题，例如对转移定价

问题的研究首次采用了行为实验方法，这对今后转移定价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学科背景

根据 ７２ 篇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文章（本文在此剔除了一篇关于实验研究方法的文献）的分析背
景，本文将所选论文的学科背景分为三种：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如果文章存在多种学科背景，本

文将以文章研究焦点为基础确定其主要学科背景。以经济学为学科背景的文章涉及制度经济学、微

观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学领域；以心理学为学科背景的文章涉及认知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社

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心理学领域；以社会学为学科背景的文章涉及道德、员工流动、生产率与行

业冲突等群体关系问题，还涉及组织理论。

表 ３　 管理会计实验研究学科背景①

学科来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文章数（％） 文章数（％） 文章数（％）

经济学 经济学 ３（１５． ０） １２（２３． ２） １５（２０． ８）
经济学 ／心理学 ０（０） ２（３． ８） ２（２． ８）
经济学 ／社会学 ２（１０． ０） ０（０） ２（２． ８）
经济学合计 ５（２５． ０） １４（２７． ０） １９（２６． ４）

心理学 心理学 １０（５０． ０） ２８（５３． ８） ３８（５２． ８）
心理学 ／经济学 ２（１０． ０） ４（７． ７） ６（８． ３）
心理学合计 １２（６０． ０） ３２（６１． ５） ４４（６１． １）

社会学 社会学 ２（１０． ０） ５（９． ６） ７（９． ７）
社会学 ／心理学 １（５． ０） ０（０． ０） １（１． ４）
社会学 ／经济学 ０（０． ０） １（１． ９） １（１． ４）
社会学合计 ３（１５． ０） ６（１１． ５） ９（１２． ５）

合　 　 计　 　 ２０（１００． ０） ５２（１００． ０） ７２（１００． ０）

表 ３ 显示，在管理会计实验
研究所依赖的学科中，心理学占

绝对优势，占 ６０％ 以上，这一比
例在前后两个时期基本保持不

变。运用心理学理论对管理会计

实践进行研究已有 ６０ 多年的历
史，该方面的研究起源于 １９５２ 年
Ａｒｇｙｒｉｓ的研究［１１］，他强调动机和

社会心理因素对管理会计实践的

重要性。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管
理会计开始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

研究个体如何主观地加工会计信

息，目的是制订计划、实施控制、

分析判断和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

持，这方面的研究开始于 １９７２ 年
Ｂａｒｅｆｉｅｌｄ 对成本差异的汇总如何
影响成本差异的判断的调查［１２］以及 １９７２ 年 Ｍｏｃｋ 等人对会计反馈与认知模式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
经营决策的研究［１３］，从此，大量研究开始运用心理学理论解释和预测管理会计实践。事实上，虽然心

理学理论的拓展边界已跨越了众多研究领域，但管理会计研究仍主要依赖三个子领域理论———认知、

动机及社会心理。以上是管理会计和心理学交叉的研究领域，基于复杂情境下的档案数据和调查研

究的方法似乎很难去捕捉个体的这些心理特质，同时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生性

问题，这导致研究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确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建立在特定情境下的管理会计实验

研究可以排除众多情境变量的干扰，使实验参与者更多地基于个人的心理反应和心理预期来作出判

断决策，这便于确立变量间相对稳定的因果关系。因而，国外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更多地倚重于心理

学理论，这一点在 ＡＯＳ 发表的管理会计实验类文章尤为明显。
经济学是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实际上，如果以发表的文章数量为评价标准的

话，经济学和管理会计的交叉研究依然是目前研究的主流。例如，Ｈｅｓｆｏｒｄ 等人的研究结论认为，在管
理会计研究所依赖的学科中，经济学（４３％）是占绝对优势的学科，随后是社会学（４０％）和心理学
（１５％）［１０］。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信息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引入更加丰富了管理会计研究的主
题。当然，信息经济学和代理理论已经拓展到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经济学家们更多是基于实验室实

·２７·

①此处我们把关于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排除掉，实际样本数变为 ７２ 篇。



验或自然实验来研究委托代理问题，而最近 １０ 年会计研究者也逐步使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和
会计交叉领域的问题，这可以从表 ３ 中两个时段文献数量上的变化看出（从 ５ 篇到 １４ 篇）。但是正如
上文所提到的，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问题相对集中，即更多地聚焦在薪酬激励的研

究主题上，更多地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并且和财务学研究的领域存在交叉。研究主题的单一以及

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设计实验的复杂性使得在管理会计实验研究中基于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文献很难

成为研究的主流。从表 ３ 中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也能看出，与基于心理学的学科背景相比，实验研究
对经济学依赖性相对较低，７２ 篇文献中基于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文献所占比例为 ２６％，因而本文研究
结果与 Ｈｅｓｆｏｒｄ 等人 ２００７ 年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１０］。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发展稳定的行为会计成为对社会学问题的一种响应。１９８０ 年以后，社
会制度结构和过程及其与会计实践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此后的 ３０ 年里，社会学和会计学的
关系发生了改变，会计的社会学分析在更大程度上被定位于会计学科领域，并且关注的研究对象也发

生了变化，不再简单地将预先假定的社会学概念用于会计研究，而表现为社会学和会计交叉领域内的

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日趋多样化，行为实验的方法开始被逐步引入到相关领域内的研究。从表 ３ 我们
可以看出，从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共有 ９ 篇管理会计文献采用社会学视角进行实验研究，而近 １０
年此类文献数量明显增加（由第一个十年的 ３ 篇增加到第二个十年的 ６ 篇）。但总体来看，与心理学
和经济学背景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相比，社会学背景的实验研究文献依然偏少（７２ 篇文献中基于社
会学的实验研究文献所占比例为 １３％）。这或许根源于社会学和会计实验研究所关注的样本方面的
差异，即社会学研究更多地关注群体行为，而会计实验的方法更多地集中在分析个体行为表象上，这

使得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很难检验组织或团队层次变量间的关系。另外，在现有的基于社会学视角

的管理会计实验文献的实验设计中，研究者更多地使用类似于调查问卷的方法来实施实验，而由于实

验参与者以学生为主，以学生样本替代社会群体样本导致实验结论很难有说服力，或许直接采用调查

问卷的方法对社会群体进行调查取样更为有效。

（三）管理会计实验研究设计原则

经济学、管理学相对于物理学、化学等以实验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科来说，在研究中引入实验是

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会计学作为管理学的分支，实验方法的引入更是方兴未艾。物理学、化学等有

几百年实验研究历史的学科都有其一套严密科学的实验设计原则，作为实验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史密

斯自然也开始了对经济学实验的设计原则的最早探索。为了更好地控制环境和机制等可控因素，在

实验中必须满足一些先决条件，史密斯将其总结为五个：第一，非饱和性，即参与者偏好于“多”。第

二，突出性，即实验参与者的操作与报酬的关系应该能突出显示实验者所期望目标。第三，支配性，指

实验参与者的效用变化来自实验过程的反应，其他的原因不予考虑。第四，隐私性，指每位参与者对

其他实验参与者的行动一无所知。第五，平行性，指一个关于个人选择或组织行为的命题，如果在实

验室的微观环境中被验证，那么当其他条件被控制的前提下，在实验室外的微观经济中仍然适用［１４］。

基于此，会计学实验的设计必然要借鉴其他学科实验的设计原则，并结合会计学自身的特性。会

计学实验设计的一般规律即设计原则包括以下五项原则［１５］。

一是科学性原则。实验是人为控制条件下研究事物的一种科学方法，是依据假设在人为条件下

对实验变量的变化和结果进行认知、解释的科学方法。因此，在实验设计中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管理会计的实验也要遵循科学的方法进行周密的研究。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可行性，在研究过程中采

用的标准化程序包括：实验过程的讲解；货币或其他报酬的激励，选择被试的方法；实验持续时间，实

验语言的选择和解释；实验的变量设置，统计分析方法以及外部环境的控制等。

二是简约性原则。对于同一实验，实验越简单越好。所谓简约性，是指要尽量采用简单的实验方

法和实验装置，用较少的实验步骤和实验设备，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效果明显的实验。管理会计实验

的主体是人，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如果实验设计过于繁杂，势必会给实验主体造成心理负担，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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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对实验过程产生厌烦情绪，从而影响对实验的有效控制。因此，这一原则要求管理会计实验设计

者有较好的经验和较强的创造力。

三是对照性原则。实验中的无关变量很多，必须加以控制，降低或消除无关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而对照实验是排除无关变量影响的常用方法。通常，每个实验都会由若干个对照组构成，除了组

间处理因素以外，其他影响效应指标的一切条件在实验组与对照组中应尽量一致，要有高度的可比

性，才能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才能使研究者对实验观察的项目作出科学预期。

四是重复性原则。要使样本指标代表总体指标，重复实验是保证实验结果稳健的另一基本方法，

也是实验设计的另一基本原则。实验要求一定的重复数，目的是消除一些偶然因素，使所观察到的现

象或数据尽可能具有普遍性，以确保能从实验中得出支持结论的科学的、客观的证据。事实上，史密

斯认为，实验经济学家们应该进行重复性实验，并且把这些实验视为新实验程序的部分之一，这样，实

验的结果就可以和之前“相同”研究之所得进行比较。当然，像这样的“重复”并非与以前的一成不

变［６］。而在管理会计实验研究中改变辅助性假设、改变参与人身份就是一些灵活的“重复”方法。如

果结果相同，那么后者的实验就比“简单重复”为原来的理论提供了更稳健的证明。

五是可控性原则。管理会计实验必须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进行，这是实验科学性的保证。正如

前文所提到的，史密斯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他最先提出了使经济学实验环境和实验机制可控的先决

五条件：非饱和性、突出性、支配性、隐私性和平行性。控制性问题在自然科学中是基本不存在的，因

为在物理学、化学实验中，实验对象是不会说话的“物”，只要设计好实验机制，这些实验对象就会按

照预定的规则运动。而管理会计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研究对象是人，实验充满了不可预期性，实验的

设计就异常复杂。因此，史密斯的五条件对管理会计实验环境和变量控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

在实验中不能满足这五个条件，实验结论的可靠性就要打很大的折扣了。

表 ４　 管理会计实验研究设计要素

实验设计要素 文章数（％）

有标准实验设计程序 ７２（１００． ０）
明确有效的货币或其他激励 ６５（９０． １）
样本选择对象 大学生（学习过相关会计课程） ４３（５９． ７）

ＭＢＡ ２１（２９． ２）
ＥＭＢＡ １（１． ４）
经理 ６（８． ３）
会计师 １（１． ４）
样本选择对象合计 ７２（１００）

样本对象随机分组 ７２（１００）

是双盲实验 ０（０）

设置了参照组 ７２（１００． ０）

重复进行了实验 ６（８． ３）

统计方法的选择 方差分析 ５９（８１． ９）
多元回归分析 ９（１２． ５）
结构方程（ＳＥＭ） ２（２． ８）
协方差分析 ２（２． ８）

合　 　 计　 　 　 　 　 　 　 　 　 　 ７２（１００． ０）

根据前述管理会计实验设计原则，本文

就实验程序标准化、实验样本选择、有无合理

有效的货币物质激励、实验控制以及实验采

用的统计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

析，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从表 ４ 对 ７２ 篇样
本文献的数据分析可知①，管理会计实验设

计的科学性、简约性、对照性和可控性原则得

到了很好的贯彻。其中，所选的样本都有标

准的实验设计程序，并且实验程序大多简明

扼要，便于实验参与人理解；有 ９０ １％的样
本有明确有效的货币或其他激励，有证据表

明，实验采用真实货币或其他有效的方式作

为报酬，能增强实验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增

加实验过程的可控性和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样本文献中实验参与者大多是会计专业高年

级学生（５９ ７％）或者 ＭＢＡ 学生（２９ ２％），
他们通常都主修过相关会计课程，对实验程

序和实验内容能够迅速理解掌握，不需要花

时间培训，另外，参与者中的 ＭＢＡ 学生都有

·４７·

①本文在此剔除了一篇关于实验研究方法的文献，另外由于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前后两时期在实验设计方面并无太大差
异，本文这里没有做分期比较。



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这就使得模拟实验环境有可能更接近实际环境，实验的有效性和可控性能得到

进一步保证；所选择的 ７２ 篇文献中实验参与人的分组都是随机的，这排除了参与者的相互“干扰”和
“串通”，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实验的主观性，实验的内部效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所选样本都设置

了实验对照组，而在统计分析中大多采用方差分析，因此，除了受观察处理的因素外，其他影响效应指

标的一切条件在实验组与对照组中基本保持了一致，排除了混杂因素的影响，使得实验具有高度的可

比性，统计结果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便于研究者对实验观察的项目作出科学预期。

表 ４ 中的分析数据也表明管理会计实验研究设计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只有少部分样本文献
（８ ３％）进行了重复实验，由上文可知，重复性是保证实验结果稳健的基本方法，也是实验设计的基
本原则，是实验外部效度的有力保证。再如，相关心理学研究文献表明，双盲实验是控制实验内因、降

低实验主观性的有效手段，而我们所选的 ７２ 篇样本文献都采取的是非双盲实验；另外，７２ 篇文献样
本实验参与对象中经理、会计师和 ＥＭＢＡ 学员分别只占到 ８ ４％、１ ４％和 １ ４％，而实验参与者大多
是在校学生，对学生的模拟仿真实验环境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实际环境，这一点还需考证。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期刊对论文的选择、论文的研究课题、学科背景分类以及实验设计程序等几个方面分析了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全球排名前五的会计期刊的 ７３ 篇管理会计实验研究论文。从本文的分析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２０ 年研究期间，在会计研究领域排名前五位期刊上发表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期刊份
额”在增长，主要是来自于 ＡＯＳ、ＣＡＲ 和 ＴＡＲ 三本期刊的贡献，特别是 ＴＡＲ 在最近三年内发表的管理
会计实验研究文章明显增多。

第二，管理控制历来是管理会计研究的中心问题，约 ７１％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文章重点研究管
理控制问题，其中对业绩评估、预算和资本预算问题的研究 ２０ 年间呈增长趋势，而对薪酬、激励的研
究也一直是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本问题的文章在绝对数量和比例上都有明显增长，２０
年间增长了 ７％。其中，成本定价问题（５ 篇）是近十年来成本实验研究类论文关注的重点，占到近十
年来成本问题实验研究论文的一半以上。在其他的管理会计研究主题中，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的文献

较少，７３ 篇文献中只有 １０ 篇，只占 １３． ８％。
第三，在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所依赖的学科中，心理学占绝对优势，占 ６０％以上，这一比例在前后

两个时期基本保持不变。虽然最近 １０ 年会计研究者也逐步使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和会计交
叉领域的问题，但是在管理会计实验研究中基于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文献很难成为研究的主流。与基

于心理学的学科背景相比，实验研究对经济学依赖性相对较低，７２ 篇文献中基于经济学的实验研究
文献所占比例为 ２６％。２０ 年期间共有 ９ 篇管理会计文献采用社会学视角进行实验研究，而近 １０ 年
此类文献数量明显增加。但总体来看，与心理学和经济学背景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相比，社会学背景

的实验研究文献依然偏少（７２ 篇文献中基于社会学的实验研究文献所占比例为 １３％）。
第四，近 ２０ 年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文献中，管理会计实验设计的科学性、简约性、对照性和可控

性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这一点可从文献中实验设计程序、实验激励、实验样本选择、实验参照组设

置等方面的比较分析中得到验证。另外，管理会计实验研究设计也存在着诸多缺陷，特别是实验的重

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双盲实验也没有得到采用，且实验参与者大多为在校学生，这些使得管

理会计实验的严谨性和有效性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由于管理会计研究所需档案数据难以取得，调查研究方法存在片面性，而统计分析中

实验研究方法可以很好地控制一些干扰因素，很好地保证实验研究的效度，特别是对于研究中因果关

系的确立，实验研究方法有无与比拟的优势，因此国外管理会计的实验研究的技术路径和实验设计思

路对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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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研究者需要拓展实验研究的选题。目前在我国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中，选题大多集中

在预算和薪酬两个管理控制子领域（如蔡志明、张朝宓、程新生、吴粒、刘颖等人的研究）［１６ ２１］，很少有

学者采用行为实验方法研究绩效评价和成本控制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是西方管理会计实验研究选

题的重点。选题范围的狭窄使得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很难和调查问卷法一样成为我国管理会计实证研

究的主流方法。事实上，本文对国外管理会计实验研究主题的分析表明，只要样本选择适合，实验设

计合理有效，管理会计的绝大多数研究领域均可使用实验研究方法。而由于调查问卷方法量表开发

的不确定性、调查对象填答问卷的态度和心理负担、在公司高层调查取样的难度以及使用调查问卷方

法时的研究者的自选择行为等原因，调查问卷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而

实验研究方法可以克服以上缺陷，因此我国管理会计的实验研究应进一步拓宽研究主题，使得实验研

究方法成为目前调查实证研究方法很好的一个补充。

第二，我国研究者应该丰富实验研究的学科背景。目前我国管理会计实验研究大多基于实验经

济学设计实验，源自于西方的实验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等经典经济理论基础

上的，这对于研究基于显性或隐性契约的薪酬激励和预算问题有明显优势。但对于基于个体或群体

动机的管理会计研究主题而言，以经济学为视角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或许很难捕捉个体或群体决策

行为的选择动机和心理反应。此外，对实验设计复杂性的过度追求，使得实验设计晦涩难懂，降低了

实验研究的检验效力。最近几年，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逐步引入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管理会计

和心理学或社会学相融合的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因此，基于心理学或社会学

视角的实验研究应成为我国管理会计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心理学视角的管理会计

实验研究设计简单直接，能够很好地弥补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管理会计实验的缺陷，而在未来的研究中

如何很好地将心理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的实验设计合并使用是国内学者应该思考的问题①。

第三，我国研究者需要进一步优化实验设计。我国的管理会计实验研究文献的实验设计大多参

考相关国外文献，因此在样本选择、实验程序和统计分析方法方面和国外研究文献大同小异。但或许

是出于实验成本方面的考虑，我国的管理会计实验文献的样本选择对象多以本科生为主，有很少的文

献（如张朝宓等人的研究）选择了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被试参与实验，这或许使得实验结论很难具有

说服力［１７］。在我国的相关管理会计实验文献中，很少提到给予被试物质报酬激励，事实上物质报酬

激励可以很好地模拟真实企业环境（特别是在研究薪酬激励问题方面），同时可以激励被试更好地参

与实验，避免被试选择的随意性以及对实验的厌烦情绪（即霍桑效应），继而提高实验的检验效力。

此外，就制度背景、文化环境以及实验参与者的价值观和对组织的认同感而言，中国的实验参与者与

西方的实验参与者或许存在很大的差异，完全照搬国外的实验设计程序或许会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

因此如何在我国的管理会计实验设计中更多地融入“中国元素”也是相关学者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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