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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统计 ５ 种核心期刊 ４ 年来所发表的相关文章的关键词数量、属性及类别，分出 １０ 个方向，然后

按照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分布，排出每个方向所涉及关键词的频次顺序，来追踪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 年以来我国财务、会

计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与国内外的研究进行对比，印证了本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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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６ 年，我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再次修订。新
准则的实施已经快 ４ 年了，其对我国的会计准则、公
司治理、审计、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政策导向产生了重

要的调节作用，当年大家所关心的“公允价值、资产

减值准备、债务重组”等方面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很好

的解决？据统计，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会计及

相关领域有期刊近 ２００ 种，每年刊登文章 ５０００ 多
篇，可谓数量惊人。在这些研究文献的背后，是否有

理论界和研究者共同关心的主题，能否找到近 ４ 年
来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二、文献回顾

利用文献计量法的关键词法进行研究，是一个

非主流的研究方法。虽然用该方法研究难度较大，

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但一些年轻学者还是进

行了可贵的探索。张玲玲、房勇等以国外 １９９４
年—２００４ 年被 ＳＣＩ、ＳＳＣＩ 收录的 １１７ 种期刊和国内
１９９４ 年—２００３ 年 ７７ 种中文期刊以及 ＩＳＴＰ 国际会

议索引数据库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４ 年会议中所收录的
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论文作为基础数据源，利用

文献计量法分析了该学科各领域的发展历史、现

状，并预测了未来的研究热点［１］。陈传明、刘海建

基于对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６ 年 ＣＳＳＣＩ 中管理学的论文的
关键词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出现频次高于 ２０ 的关
键词，得出了该段时间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及其未来

趋势［２］。吴春玉、王艾对发表在《石油学报》上

１９９７ 年—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４４９ 篇论文进行分析，以论文
中标引的关键词及这些论文引用频率较高的论著

成果为研究对象，经过对高被引论著主题的分析，

将论文高频关键词予以统计、比较、分析，总结出该

学科的研究热点，分析出其研究趋势［３］。

以上成果利用文献计量法对各自的研究领域

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是

过于机械地使用关键词法，单纯以关键词的频率来

分析学科的研究热点，可能有较大误差。其次，使

用一种期刊的关键词来分析学科的研究热点，其说

服力不是很强。最后，局限于国内研究成果的分

析，不能很好地进行必要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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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不牢固。本文的研究就是在

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扬其长、避其短，对财务、

会计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予以分析和研究，并专门研

究了《审计与经济研究》财务与会计栏目的发展过

程和未来发展方向。

三、研究方法：独特的视角

１． 研究样本的选取
笔者选取了几种代表不同权威部门和研究机

构且在理论界被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期刊作为研

究的样本。《会计研究》由中国会计学会主办，是

会计理论界首推的学术刊物。《经济研究》由中国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代表着我国经济学研究的

最高水平。该期刊也发表一定数量和财务与会计

相关的研究文章。《管理世界》由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主办，属于经管理论界权威期刊。《审计研

究》由中国审计学会主办，代表了我国审计理论及

实务界的较高水平。《审计与经济研究》由南京审

计学院主办。该校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

的本科类院校，审计是其特色，而《审计与经济研

究》作为核心期刊，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２００８ 年版）》中位于会计类刊物的第三名，仅次于
《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其刊登的财务与会计

类文章质量很高。上述五种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基

本上可以反映我国财务与会计界的最高学术水平，

也展示了最新的研究方向和趋势。样本选取的时

间为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 年。
２． 研究方法的选取
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即文献计量方法中的关键词法。“关键词能够反映

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通过关键词的统计，能够分析

研究热点和趋势，出现频率越高说明研究的人越多，

是热点问题”［４］。一般来说，利用文献计量法研究有

五种具体途径：（１）利用核心研究机构的成果；（２）
利用高被引文献研究；（３）利用核心作者研究；（４）
利用关键词或主题词分析；（５）综合分析法。结合本
研究的资源状况和实际条件，笔者选取了关键词法，

因为只有该方法才能从众多研究者的视野中挖掘出

亮点，找出共同的研究话题。

３． 研究的操作化
关键词从逻辑上讲，有它概念上“属”和“种”的

性质，每个关键词都有其意义上的类别。单纯从每

个关键词意义的外延，很难找出交叉点，因此，要挖

掘其意义的内涵，对其作适当的分类，就可以理出研

究的头绪。笔者根据中国会计学会及各个分会每年

的会议主题，并借鉴了中国管理学年会等会议的主

题，结合了国外研究的主题，将财务与会计研究的方

向分为 １０ 个方向：财务会计与报告、会计准则与制
度、公司治理、管理会计、内部控制、资本市场、非盈

利组织及其会计、审计与会计师事务所、研究方法、

国际交流。

在操作时，笔者首先将每个有关期刊文章中的

关键词全部列出（表 １ 列出了部分关键词的归
属），并按其所代表的含义分别划分到 １０ 个方向
中；然后统计不同期刊 １０ 个方向关键词所出现的
频率，并排出一个大小顺序，每种期刊 １０ 个方向关
键词出现频率的前四名，就成为该期刊所认为的研

究热点；接着挑出 ５ 种期刊前四名中共同出现的研
究方向，最后，通过分析归纳出整个财务与会计领

域的研究热点。

表 １　 关键词的归类及部分关键词

会计研究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审计研究 审计与经济研究

财

务

会

计

与

报

告

财务会计原则、年度报告、会计舞

弊、公允价值、重大影响、盈余管

理、会计估计、自由现金流、财务平

衡、合并报表、财务管理、会计稳健

性、财务控制、利益相关者理论、会

计盈余、会计监管、报酬敏感度、应

计异象、盈利能力、剩余财务控制

权、少数股东权益、盈余持续性、盈

余反映、异常应计、信息披露

公司绩效、资本

结 构、会 计 业

绩、财务重整、

企业所得税、公

司价值、盈余管

理、非预期应计

利 润、盈 余 分

布、盈余操纵、

过度负债、所得

税改革、财务困

境、业绩敏感性

自由现金流量、

盈余管理、盈余

操 纵、应 计 质

量、股东权益、

企业所得税、应

计利润差异、操

控利润、非经常

性损益、财务信

息透明度、披露

管制

报表重述、盈余

管理、流动性操

控利润、非经常

性损益、盈余质

量、异常应计、

信息披露、预约

披露目标、应计

总额

公允价值、会计计量、

收益分配、财务报告模

式、财务治理、财务控

制、债权人、利益相关

者、财务数据、财务指

标、会计确认、会计核

算、会计科目、报告制

度、财务绩效、会计信

息、报表风险、盈余管

理、隐性债务、稳健主

义、信息披露

·６０１·



　 　 续表 １

会计研究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审计研究 审计与经济研究

会

计

准

则

与

制

度

会计准则、真实性、可靠性、基本准

则、会计准则差异、概念框架、新会

计准则、会计变革、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确认、资产证券化、计量属性、

制度背景、制度变迁、股份有限公

司会计制度、信息透明度、资产减

值准备、债务重组、会计应计

会计准则、透明

度、制度背景、

政府控制、政府

干预、金融生态

环境、产权保护

会计信息、资产

减值准备、制度

变 迁、债 务 契

约、资本结构、

会计应计、会计

准则变迁、无形

资产减值

会计造假、企业

会计准则、国际

会计准则、会计

准 则、会 计 责

任、会 计 信 息

失真

会计准则差异、会计准

则、会计政策选择、会

计制度、理论框架、小

企业会计制度、重要

性、会计标准、会计政

策、新准则、会计制度

变迁、可持续性

公

司

治

理

治理目标及方式、连锁董事、关联

交易、剩余索取权、产权管理、股权

激励、掏空、股利分配、股权结构、

董事会结构、利益侵占、博弈、债务

治理、终极股东、融资约束、治理水

平、少数所有权控制、治理机制、股

权制衡、大股东控制、治理成本、治

理效率、企业并购、股权集中、管理

者报酬激励、融资约束、委托代理、

董事会独立性、股票期权、独立

董事

最终控制人性

质、企业扩张、管

理者自信、家族

权威、独立董事、

企业改制、管理

层收购、激励扭

曲、国家控股、经

理薪酬、大股东

控制权、金字塔

式股权结构、持

股结构、决议机

制、隧道行为

公司治理、治理

需求、董事会演

进、大股东、高

管报酬激励、公

司治理评价、高

管 控 制 权、寻

租、创租、集团

化运作、公司治

理指数、金字塔

结构

公司治理、治理

结 构、独 立 董

事、股东大会、

审计委员会、治

理效率、投资者

保护、董事会结

构、企业风险管

理、监 事 会 模

式、独 立 董 事

模式

股权机构、所有权结

构、董事会规模、董事

会特征、董事会结构、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机

制、公司治理结构、治

理机制、共同治理、国

有企业、独立董事、股

权制衡、治理结构、治

理效率

管

理

会

计

管理会计、绩效评价、预算约束、供

应链管理、价值模块、预算会计、管

理控制系统、价值链、成本性态、营

运资金管理、战略管理、业绩指标、

预算松弛、预算考核、作业成本管

理、平衡计分卡、管理会计理论、企

业财务管理变革、和谐管理、资金战

略风险管理、参与式预算、标准成本

公司绩效、企业

绩 效、战 略 管

理、预算约束

价值链、信息集

成、动态调整、

组织理性、反馈

效应、决策标准

战略管理、价值

链会计

价值链、经济责

任、预 算 软 约

束、成本控制、

管理会计、绩效

评价

管理会计、绩效评价、

成本计量、新公共管

理、环境成本、多维成

本、作业成本管理、平

衡计分卡、价值链

内

部

控

制

内部控制、ＣＯＳＯ 框架、执行机制、
风险管理、契约理论、内部控制标

准、内部资本市场、内控规范、内部

会计监管、基本假设、风险控制、内

控信息披露、控制对象、监督模型

内部控制、内部

控制评价、评分

标 准、风 险 管

理、行为控制、

绩效考核

内部控制、内部会计控

制、财务呈报内部控

制、内部控制执行力、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ＣＯＳＯ框架体系

资

本

市

场

股权分置、可转换债券、财务效应、

上市公司、控制权、ＩＰＯ 定价、交易
成本、虚假陈述、市场环境、转移定

价、过度投资、信息不对称、定向增

发新股、整体上市、超额回报、操控

利润、流动性、内生关系、折扣率、

新股发行、固定价格、ＩＰＯ 发售、非
流通股东、合谋、市场反映、异常财

务特征、股票融资制度、套利、对

价、盈余反应系数、

股权分置改革、

并 购、股 权 分

置、保荐、市场

化、融资行为、

流动性溢价、对

价、ＩＰＯ折价、锚
定效应、主并公

司、首次公开发

行、家族上市公

司、盈 余 反 应

系数

并 购、定 向 增

发、股权分置改

革、市场反应、

配股方式、关联

交 易、控 股 溢

价、ＩＰＯ定价、掏
空效应、流通溢

价、要约收购、

资本市场效率、

股价指数、对价

水平、盈余反应

系数

股权分置、全流

通、上市公司、

配股参数、ＩＰＯ、
中小企业板块、

市场反应、隧道

效 应、利 益 协

同、盈 余 反 应

系数

盈余反应系数、上市公

司、Ｂ股市场、投资者保
护、资产评估、资本市

场、资产证券化、资本

成本、证券市场、ＩＰＯ、
合谋、盈余反应

非

盈

利

组

织

及

其

会

计

政府会计、环境资产、环境成本、税

务会计、政府会计准则、公共部门、

绩效评价、公共受托责任、产权会

计、社会责任会计、法务会计、预算

会计、政府干预、政府财务报告

公共治理、政治

关 联、税 收 优

惠、媒体监督、

政府干预、监管

制度化、ＧＤＰ、政
府管制、垂直整

合、国企改革

政府会计、政府

预 算、社 会 责

任、受托责任、

政府治理、公共

领域、边际社会

成本

增值税会计模式、政府

会计、财政总预算会

计、司法会计鉴定、非

营利组织、政府职能转

变、公 共 责 任、法 务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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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会计研究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审计研究 审计与经济研究

审

计

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审计师变更、审计质量、审计定价、

职业判断、职业怀疑、审计责任、审

计契约、审计委员会、审计意见、独

立性威胁、审计信息真实性、审计

成本、政府审计、审计制度变迁、

ＣＰＡ、审计师选聘、供给需求、审计
市场

执业质量 审计质量、审计

独立性、审计委

托关系、审计师

变 更、审 计 准

则、风险导向审

计、ＣＰＡ 行业监
管、审计市场竞

争压力、重大错

报风险

审计绩效、审计

师选择、审计师

变 更、审 计 意

见、审计决策、

审计公告、连续

审计、审计结果

公 告、审 计 费

用、会计师事务

所、ＣＰＡ、风险导
向审计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

审计质量、审计委员会、

绩效审计、上市公司审

计、风险导向内部审计、

审计意见、审计模式、内

部审计、财政审计、政府

绩效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跟踪审计、环境审

计、经济责任审计、审计

公告、效益审计

研

究

方

法

实证研究、期权模型、内容分析、资

产定价改进模型、托宾 Ｑ、因子分
析、主成分分析、通径分析、会计恒

等式、财务目标函数、模糊综合评

价、ＺＺ杠杆模型、绩效三棱镜、递阶
层次模型、ＭＭ 模型、整体分析模
型、ＣＡＰＭ、协偏态

倾向分值匹配

模 型、实 证 研

究、模型修正、

静态权衡模型、

指标计算

托宾 Ｑ、主成分
分析法、ＬＲ 两
阶段截面回归

法、似无关回归

法、结 构 化 方

程、联 立 方 程

模型

ＳＣＰ 范式、系统
结构模型、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Ｊｏｎｅｓ模
型、识别模型

案例、博弈论、合作博

弈模型、模糊综合评

价、寻租博弈、帕累托

均衡、科斯定理、甘特

图、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事件
研究法、多元回归

国

际

交

流

国际趋同、准则国际协调、国际化、

会计准则趋同、ＦＡＳＢ、ＩＡＳＢ、国际会
计准则理事会、ＳＥＣ、萨班斯法案

经 济 全 球 化、中 美

ＣＰＡ、萨班斯法案、国际
趋同、会计国际趋同

四、研究样本的描述：关键词频次展示

１． 总体描述

表 ２ 是对研究总体的揭示，表 ３ 是被引文献量
的统计。

表 ２　 五种期刊关键字的数量与频次

期刊

研究方向

会计研究 经济研究 审计研究 管理世界 审计与经济研究

数量 频次 数量 频次 数量 频次 数量 频次 数量 频次

财务会计与报告 ２３０ １９． ９８ １２ ９． ９２ ４９ ９． ５５ ７７ １８． ９７ ２１３ ２１． ９６
会计准则与制度 １０３ ８． ９５ １ ０． ８３ ３２ ６． ２４ ２ ０． ４９ ７３ ７． ５３
公司治理 ２３５ ２０． ４２ ５５ ４５． ４５ ５８ １１． ３１ １３２ ３２． ５１ ８３ ８． ５６
管理会计 １３７ １１． ９ ８ ６． ６１ ２１ ４． ０９ ２０ ４． ９３ ３０ ３． ０９
内部控制 ５０ ４． ３４ ０ ０ １５ ２． ９２ ０ ０ ３０ ３． ０９
资本市场 １４５ １２． ６ ３７ ３０． ５８ ３２ ６． ２４ １１８ ２９． ０６ ６９ ７． １１
非盈利组织及其会计 ３７ ３． ２１ ０ ０ ５５ １０． ７２ ６ １． ４８ ４１ ４． ２３
审计与会计师事务所 ９２ ７． ９９ １ ０． ８３ ２２６ ４４． ０５ ２８ ６． ９ ３７６ ３８． ７６
研究方法 １００ ８． ６９ ７ ５． ７６ ２５ ４． ８７ ２３ ５． ６７ ４２ ４． ３３
国际交流 ２２ １． ９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１． ３４
合计 １１５１ １２１ ５１３ ４０６ ９７０

表 ３　 五种期刊的相关文章、关键字总量统计

会计

研究

经济

研究

审计

研究

管理

世界

审计与经

济研究
总计

所选论文数量 ４００ ４４ ２１９ １２８ ３５２ １１４３

所选关键字数量 １８０１ １４５ ６５７ ４４８ １３２４ ４３７５

　 　 从表 ２、表 ３ 中可以发现，几种期刊所收录的文章

数量以及所研究的关键词的数量差距很大，比如《会

计研究》和《审计与经济研究》的样本数量已接近于其

他几个期刊研究样本的总和，而《经济研究》的样本数

量非常少，这是因为《经济研究》有关财务与会计类的

文章很少，每期就只有一二篇，有时连一篇都没有。

另外，由于各期刊出刊时间的差异，不能按同一个时

间标准划定研究期刊。此外，《审计与经济研究》因其

审计栏目是特色，财务与会计类关键词中审计类的占

据绝大多数。由此可见，仅从绝对量上加以比较，几

种期刊不具有可比性，只能从相对量的角度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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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消除各期刊样本在绝对数量上的差异。

２． 分期刊描述
（１）《会计研究》各研究方向关键词频数的比较，

如图 １（研究方向按前述分类用数字表示，下同）所示。

从图 １ 可以看出，《会计研究》各方向关键词出现
的频率前 ４ 名（按大小顺序）为：公司治理、财务会计
与报告、资本市场、管理会计。由于《会计研究》是综

合性的期刊，其 １０ 个研究方向都有一定数量的涉及。
（２）《经济研究》各研究方向关键词频数的比

较，如图 ２ 所示。

从图 ２ 可以看出，《经济研究》中各研究方向关
键词出现的频率前 ４ 名为：公司治理、资本市场、财
务会计与报告、管理会计。《经济研究》是偏重于经

济学理论方向的期刊，所以内部控制、国际交流、非

盈利组织及其会计方向上没有文章，整个样本分布

比较分散。

（３）《审计研究》各研究方向关键词频数的比
较，如图 ３ 所示。

从图 ３ 可以看出，《审计研究》各研究方向关键
词出现的频率前 ４ 名为：审计与会计师事务所、公司

治理、非盈利组织及会计、财务会计与报告。该期刊

除国际交流方向以外都有文章，其中“审计与会计师

事务所”和“非盈利组织及其会计”进入前 ４ 名，原因
是该期刊由中国审计学会主办，偏重于审计理论及

政府会计和审计方面，所以发表该类文章较多。

（４）《管理世界》各研究方向关键词频数的比
较，如图 ４ 所示。

从图 ４ 可以看出，《管理世界》各研究方向关键
词出现的频率前 ４ 名为：公司治理、资本市场、财务
会计与报告、审计与会计师事务所。该期刊偏重于

管理理论和案例的研究，重点是宏观业务的管理，因

此“内部控制”和“国际交流”方向没有文章。

（５）《审计与经济研究》研究方向关键词频数的
比较，如图 ５ 所示。

从图 ５ 可以看出，《审计与经济研究》各研究方
向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前 ４ 名为：审计与会计师事务

所、财务会计与报告、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与制度。

该期刊的定位以审计为主，因此“审计与会计师事务

所”为第一位，远超过其他几类关键词。但财会类文

章也是该期刊的重点内容，因而，“财务会计与报告”

成为数量第二的关键词类别。

３． 从各期刊关键词频率分布分析研究方向
通过对 １０ 个研究方向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看出

无论在哪一个方向内，公司治理和财务会计与报告两

个方向都在前 ４ 名当中，因此，这两者应首先作为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资本市场方向没有进入《审计研

究》和《审计与经济研究》的前 ４ 名中，因为它不是该
两种杂志的主体部分，这两种期刊的第一名都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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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会计师事务所”方向，是由这两种刊物的办刊主

导思想所造成的。根据文献计量学的观点，这属于有

极大误差的样本，应该排除掉。但资本市场方向在其

他三种期刊中，都进入了前 ４ 名，而且也进入《审计与
经济研究》的前 ５ 名。可见财务会计领域的资本市场
研究在整个会计理论的研究中也是重点。所以，资本

市场的研究也应该成为第三个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

热点。此外，在三种期刊的排名进入前 ４ 名，在其他
两种期刊未进入的“审计与会计师事务所”研究方向

以及在两种期刊排名进入前 ４ 名，在其他三种期刊未
进入的“管理会计”研究方向，按照笔者设计的研究规

则，其不能作为研究热点，但可以成为“业界重点关注

的方向”。从表 １ 可以看出，“审计与会计师事务所”
方向所包含的理论点很多，虽然其排名在另外两种期

刊中未进入前 ４ 名，但仍然排在中间位置，在整个财
务会计研究问题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另外，不

能忽视的是“研究方法”，无论从表 １，还是从图 １ 至图
５ 都可以看出，该方向的关键词出现频率分布没有为 ０
的情况，这表明五种期刊对研究方法都很重视，特别

是实证研究风格明显，这也表明一篇高质量财务与会

计学术文章和好的研究方法具有天然的联系，应该高

度重视研究方法基本功的训练。

五、研究热点的分析：证据和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自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 年，我国在财务与会计理论研究方面的主
要热点为公司治理、资本市场、财务会计与报告三个

方面。事实上，笔者通过翻阅近年来国内外优秀期

刊所刊登的财务与会计类的研究文章，发现无论是

从文章的数量上，还是该研究方向理论价值和应用

价值上，这三个方面比较突出。

“公司治理对我们深入、完整理解经济生活中财

务信息对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５］。

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如 Ｗｅｉｓｂａｃｈ 在估计
ＣＥＯ 更换的概率时研究了董事会组成和公司业绩的
相互作用［６］；Ｗａｒｆｉｅｌｄ提出，当管理人员持股或机构投
资者所占股权增加时会降低代理人成本，因此，也减

少了经理人员操纵盈余数字的可能性［７］；Ｃｈｔｏｕｒｏｕ 发
现，董事会规模与减少利润的盈余管理负相关［８］。国

内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潘琰和辛清泉经过研究，认为

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性是企业治理效率所

在［９］；刘立国、杜莹研究发现，执行董事、内部董事在

董事会的比例与公司发生可能的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正相关［１０］。《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等许多期

刊每期都有专栏发表此类文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最近也成立了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也就是说，这一

研究方向已成为整个经济管理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资本市场出现在我国财务会计研究的视野不过

十多年的时间，在主流的经济学、管理学杂志上，有很

多文章是围绕这个主题而进行研究的，如赵玉龙，陈

晓、陈小悦、刘钊，赵春光等人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的

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具有相当价值的信息含量［１１ １３］。

Ｂａｌｌ 和 Ｂｒｏｗｎ以及 Ｂｅａｖｅｒ 是实证资本市场研究的先
驱，提出了会计盈余公告中有信息含量［１４ １５］，尤其是

盈余反应系数的研究已经在国外取得很多成果，如

Ｋｏｒｍｅｎｄｉ 和 Ｌｉｐｅ，Ｅａｓｔｏｎ 和 Ｚｍｉｊｅｗｓｋｉ 以及 Ｃｏｌｌｉｎｓ 和
Ｋｏｔｈａｒｉ的早期研究就发现了影响盈余反应系数的四
个经济因素［１６ １８］。而在本研究中，“盈余反应及盈余

反应系数”两个关键词在五种期刊中都是高频出现的

词，因此，笔者预计，资本市场的研究不但在过去和现

在是研究热点，将来也会是热点。

财务会计与报告方向是财务与会计研究的核心

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是必然的。特别是关键词“盈余

管理”和“信息披露”，在五种期刊都出现了，更与这

种判断不谋而合。国内外以往的研究都可以证明这

个判断，如 Ｏｕ 和 Ｐｅｎｍａｎ 通过从财务报表中选了 ６８
个指标，来预测下一年的企业盈余增长的可能性。

该文章获得当年美国会计学会最佳论文［１９］。实证会

计理论认为，出于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政治方面的

考虑，经理层会通过会计方法选择影响公司的会计

报告［２０］；Ｓｌｏａｎ 用应计额的绝对数来衡量盈余质量，

以便预测下一年的会计盈余［２１］；Ｌａｎｇ 和 Ｌｕｎｄｈｏｍ 提

出，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规模正相关［２２］；Ｂｏｔｏｓａｎ 第
一次用实证研究方法证明了信息披露质量和企业资

本成本负相关的结论［２３］；赵玉龙在国内第一次运用

严谨的科学方法对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作出实证

研究［１１］；储一昀、王安武采用应计制下的收益和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是否存在差异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盈余

质量的标准［２４］；程小可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年报披

露时间呈逐年缩短的趋势，规模越大的公司年报披

露时间越晚，年报披露及时性与盈余消息类型密切

相关，年报披露的及时性有可能影响盈余反应

系数［２５］。

六、《审计与经济研究》财务与会计栏目发展

趋势

对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 年《审计与经济研究》关键词
的研究，可以看出《审计与经济研究》近年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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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首先，关键词逐步规范化。２００６ 年审计与财
会栏目的关键词共计 ３７８ 个，其中有效关键词 ３２８
个，剔除无效关键词 ５０ 个（无效关键词如：思考、构
建和谐社会、选择、启示、对策等），关键词有效率为

８６． ７７％。２００７ 年为关键词总数为 ３３１ 个，其中无效
关键词 ４２ 个，关键词有效率为 ８７． ３１％。２００８ 年总
关键词数为 ３１５ 个，无效关键词为 ４１ 个，关键词有
效率为 ８６． ９８％。２００９ 年关键词总数为 ３００ 个，无
效关键词为 １５ 个，关键词有效率提高到 ９５％。从上
述数据可见，关键词的有效率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逐年提
高，虽然中间有小幅波动，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增加

的，尤其是 ２００９ 年这一变化更为明显。其次，关键
词数量逐步增加，见表 ４。从表 ４ 可见，《审计与经
济研究》关键词数目从 ２００６ 年的平均每篇 ３． ７８ 个，
逐步增加至 ２００９ 年的平均每篇 ４． １１ 个，虽然中间
有小幅波动，但是 ２００９ 年增幅最为明显（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有小幅下降，是按照总关键词来计算的，而不
是有效关键词，事实上 ２００６ 年的无效关键词非常
多，如果用有效关键词来计算，平均数还是逐年增加

的，不过对于 ２００９ 年而言，无论是计算有效关键词
还是关键词总数，其每篇数目均明显高于之前年

份）。可见《审计与经济研究》财务与会计类文章的

关键词在逐年增加。最后，文章信息含量逐步增加，

规范的实证研究文章数量逐步增加。从统计数量可

见，《审计与经济研究》刊物页码除 ２００６ 年为 ９６ 页
之外，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变更为 １１２ 页，直到 ２００９ 年在
页码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文章总数在逐步减少。

２００９ 年平均每期文章总数减少到 １７ 篇，比 ２００８ 年
的每期刊发文章量减少接近 ３０％，这一点从表 ４ 也
可以间接看出。２００６ 年以来财务与会计类文章数目
逐年减少，在刊物总页码增加的情况下，文章数目的

减少意味着文章信息含量的增加。此外，从关键词

可以看出，２００９ 年以后，《审计与经济研究》刊登的
规范性实证研究文章逐步增多，和主流刊物的发展

方向一致，并逐步靠拢《会计研究》。由此可见，《审

计与经济研究》财务与会计栏目近 ４ 年来的变化趋
势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范化。文章结

构，研究体系进一步规范。二是深度化。文章版面

的增加，从侧面反映了文章提供信息更多，因而文章

内容相对更有深度。三是主流化。文章的关键词和

研究方向逐步和主流期刊靠拢，有部分文章无论是

研究方向还是研究方法，甚至超过了上述部分权威

期刊，逐步奠定了《审计与经济研究》在财务与会计

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表 ４　 《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 年财务与会计

类关键词数量及其相关文章数

年　 份 关键词总数 文章总数 每篇文章关键词数（个）

２００６ ３７８ １００ ３． ７８
２００７ ３３１ ９４ ３． ５２
２００８ ３１５ ８５ ３． ７１
２００９ ３００ ７３ ４． １１

七、结语及探讨

本文以 ２００６ 年以来五种核心期刊所发表的财

务与会计领域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分了 １０ 个研究方
向，将每篇的关键词分别划分到 １０ 个方向中，以 １０
个方向所包含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为标准，排出每

种期刊关键词出现频率的前 ４ 名，最后从五种期刊
的前 ４ 名中挑出同时出现的方向，以确定财务与会
计研究的热点。通过以上方法分析得出，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我国财务与会计领域的理论研究热点主要
有三个方面：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及财务会计与

报告。

对财务与会计理论界的研究热点的探讨，更是

一个热门话题。由于财务与会计研究领域的广泛性

和深邃性，并且每个研究者的兴趣不同，本文只是通

过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寻找财务与会计领域的研究热

点。２００７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都在对会计的公允
价值计量方法进行深刻的反思，并由此引发了对整

个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探

讨。由此可见，财务与会计的研究热点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和静止的，它也是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

管理模式变化在不断地转移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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