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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预期、学习经历与城镇住宅小区
共享资源治理模式选择

———来自南京市 28 个小区 865 个样本的证据

陈谢辉 ,游　春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针对我国转型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困境 ,从业主预期结构入手 ,考察

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模式。通过对非可控的样本观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得出结论 :业主的“独立承担

资源损益的预期”与“资源支配权的自我归属预期”之间能保持其偏好的逻辑关联 ,但“资源支配权的自我

归属预期”与“共享资源自我治理模式选择的预期”没有显著的逻辑关联 ,即偏好发生变化 ;而通过模仿学

习经历 ,业主能够达到和谐的认知状态 ,使得三类预期之间建立一致的逻辑关系。因此 ,要形成减轻政府

财政负担的自我治理模式 ,必须让业主认识到自身的治理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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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的共享资源为 Ost rom 所称的“common2pool resources”,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 ,也不是私人物品 ,它介于两者之间 ,是难以

排他同时又分别享用的物品。毛寿龙将其译为“公共池塘资源”,并将它解释为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

位的公共资源 ,在这种资源环境中 ,理性的个人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资源退化问题的产生 [2 ] 。

1 　问题提出

自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行经济体制转

型以来 ,政府面临着既要保留宏观调控体系、又要渐

进市场化的挑战 ,因此现正处于磨合过程和市场化

管理模式的探索阶段。当前我国处于文化、社会和

经济从传统到现代的三重转型过程中 ,而在涉及诸

多个体共有、共享、共用的公共服务领域 ,个体间行

为互动方式的变化势必导致其治理模式的转换。面

临制度、资源等多重约束 ,政府无力负担巨大的公共

服务支出以满足全民需求 ,也无法管理庞大的、由上

至下的、一体化的整个社会系统。深入研究我国转

型时期城市公共服务的基本类型、提供方式和渠道 ,

探讨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合理选择与创新 ,以实现

公共服务提供的经济与高效 ,已成为必然。

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大规模推进的城镇居民

住房制度改革 ,使城镇居民通过购买住房成为“产

权人”,也使其承担了原先由国家承担的住宅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维护、维修和更新的责任。

但是 ,面对这些无法分割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以及为了更新完善这些资产而汇集的维修基

金 ,购房者却没有建立完善的协调支配机制以承担

无法回避的责任 ,来维护 70 年保值增值的利益。目

前 ,政府主管部门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让各居民家

庭出钱 ,试图通过所谓专业化、市场化的物业管理企

业解决共享资源治理问题 ,但却反而引发了更多的

纠纷 ,从而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据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关于物业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统计数

据[1 ] ,北京市朝阳区 2002 年物业案 194 件 ,2005 年

激增至 2648 件 ,增长幅度达 1400 % ,物业纠纷案件

占全院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也由 2002 年的 0. 79 %上

升为 2005 年的 8. 6 %。

针对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住宅小区共享资源①

可持续的供给、治理主体尚不够明确 ,政府为此专门

设置管理部门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尝试从预

期行为与治理模式选择匹配的角度 ,通过对抽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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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来揭示我国转型期业主各类

预期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调整、业主学习经历与共

享资源自发治理模式的发育机制和条件 ,旨在为减

轻政府财政负担、建设和谐城市环境提供一种新的

研究视角。

2 　研究目的与相关理论

对于治理模式的选择 ,青木昌彦指出两种可能

的情况 :如果制度只是一大堆成文法典、林林总总的

组织实体和人类精心设计的措施 ,那么经济绩效糟

糕的国家就可以抛弃“坏”的制度 ,然后效仿经济绩

效优良的国家的“好”的制度。但实际情形并非如

此。这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问题。如果是由于“好”

的制度是在独特的路径依赖方式下形成的 ,因而它

们不宜模仿 ,这是否也意味着不可能存在制度创

新[3 ] ? 新古典体系的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研究运用最

大化个体效用函数 (在预算约束下求一阶条件)的经

典模式来考察共享资源的博弈和自愿合作供给条

件 ,但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更无法解释如局部自我

合作这类经验现象。这种均衡分析方法存在众所周

知的缺陷 ,并且没有考虑个体因社会学习、模仿及试

错而做出的动态调整行为。

在非政府、非市场的城市公共服务领域 ,共享资

源治理模式的选择或创新就是 Olson 所说的集体行

动[4 ] 。Olson 强调集体选择过程中的团体规模边

界 ,认为除非集团群体规模较小或存在强制服从 ,否

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

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即共享资源趋于“枯

竭"的必然趋势是一般的共识。

近些年来 ,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个体经济行为以

及个体如何行为的信念对于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

性。Wolf gang Kasper 和 Manf red St reit 从人类价

值、认知和行为的基本假设出发 ,定义制度“是一套

关于行为和事件的模式 ,它具有系统性、非随机性 ,

因此是可预期的”[ 5 ] 。青木昌彦[6 ] 假定人具有学习

和认知的能力 ,在共有信念系统的作用下将出现可

以自我实施的制度。也正是认识到“理解人类究竟

如何学习”对于理解人类看待周围世界的心理结构

的重要性 ,Nort h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转向人类

认知、学习方面的研究 ,开创了认知科学 ———制度分

析方法 (认知制度主义) [7 ] 。

鉴于此 ,本文着重从制度与个体行为的匹配角

度来分析个体预期调整与共享资源治理的关系。本

文尝试对影响城镇住宅小区共享资源的因素进行分

析 ,主要选取三个层面 :个体关于共享资源的损益预

期、个体关于资源支配权归属的预期、群体中诸个体

之间关于共享资源治理模式的预期。从逻辑上 ,我

们的直观判断或假设是 :

个体对于共享资源的基本偏好①→独立承担资

源损益的预期②→资源支配权的自我归属预期 →共

享资源自我治理模式选择的预期。

但是 ,从经验数据看 ,以上层次之间的关联是否

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 具体来说 ,当个体在日常决

策时 ,以上层次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逻辑关联 ? 本

文运用非可控的样本观测数据考察资源配置或治理

制度与个体预期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

1)个体对共享资源的损益预期与资源支配权归

属预期的相关性 ;

2)个体对资源支配权预期与个体对共享资源治

理模式预期的相关性 ;

3)学习经历对共享资源自我治理模式选择的影

响 ,即如果以上三个层次之间没有显著的逻辑关联 ,

则学习经历在个体决策中的作用机制如何。

3 　研究方法与过程

3. 1 　抽样与数据来源

2005 年 11 月 ,笔者组织了一次截面数据调查 ,

即选择特定时点对不同小区的不同地点进行调查 ,

而非按时间序列跟踪调查。基于检验上述假设的调

查目的 ,本次调查针对南京市若干小区样本点主要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 ,对数据进行认知状态和实际状

态类描述 ,以便于分析业主的偏好、认知状态和知识

结构以及共享资源治理制度的发育程度。

问卷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小区内物业管

理运行的基本状况 ;第二部分为小区内已有业主委

员会的运行状况 ;第三部分为没有业主委员会但业

主知道的小区实际运行状况。同时 ,辅之以访谈方

式 ,访问住宅小区内的各种人员 ,包括住户、物业公

司管理人员等。

选取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商品房 ,即在南京房地

产网 (ht tp :/ / www. njhouse. com. cn)的商品房类中

随机选取已交付使用的商品房 ,并排除处于待售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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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现房和在建期房。所选住宅小区的房屋性质应

有异质性 ,以便得到不同性质房屋的产权人对业主

委员会的了解情况和业主委员会的运行现状等数

据 ;住宅业主应有异质性 ,可从不同年龄层、不同收

入层获取数据 ,以反映业主委员会治理模式运行和

推广的条件。本调查随机抽取了南京市 28 个住宅

小区 ,对每个小区随机访问了约 30 位业主 ,发放问

卷共计 90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865 份。所调查业主

年龄的跨度分为青年、中青年、中年、中老年和老年。

3. 2 　变量指标度量

本文对个体对承担资源的损益成果预期、个体

对支配资源的支配权利预期和个体对共享资源的治

理模式预期的度量采取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

对变量的处理方法是 :首先计算出对应于所要考察

的三类预期变量的各个选项的频数 ;然后根据研究

目的和理论假设 ,对问题中的各个选项进行赋值 ,运

用加权法计算出各小区的变量值 ,这些变量值即是

个体对于共享资源收益、支配权以及治理模式的预

期的量化结果。

(1)对资源的损益预期的度量 　对资源的损益

归属权预期的度量 ,用调查问卷中的下列题目来体

现 : ①“小区楼宇上的广告收入的归属 ( X1 )”; ②“小

区排污系统维修更新的费用承担 ( X2 )”。如果被调

查者认为“广告收入、排污系统更新费用归于物业公

司、开发公司或市政部门”,则认为被调查者不愿意

承担相应的损益后果 ,对资源的损益归属权预期赋

予最低负值 ;如果被调查者认为“广告收入、排污系

统更新费用归于全体购房业主”,则认为被调查者愿

意承担相应的损益 ,对其赋予最高正值 ;如果被调查

者认为应由物业公司与全体购房业主分成 ,则认为

被调查者只愿意承担资源的部分损益 ,对其赋予中

间正值。

(2)对资源支配权利的归属预期的度量 　对资

源支配权利的归属预期的度量 ,用调查问卷中的下

列题目来体现 : ①“对广场的支配权归属 ( Y1 ) ”; ②

“对小区停车位的支配权归属 ( Y2 ) ”; ③“对绿地改

造的支配权归属 ( Y3 ) ”。如果被调查者认为支配权

归于物业公司、开发公司或市政部门 ,则认为被调查

者不愿意掌握资源的支配权 ,对资源支配权利的归

属预期赋予最低负值 ;如果被调查者认为属于全体

购房业主 ,则认为被调查者愿意掌握资源的支配权 ,

对资源支配权利的归属预期赋予最高正值 ;如果被

调查者认为应物业公司主控而全体购房业主辅助管

理 ,则认为被调查者只愿意承担资源的部分损益 ,对

资源支配权利的归属预期赋予中间负值。

(3)对共享资源治理模式预期的度量 　对共享

资源治理模式预期的度量 ,用调查问卷中的下列题

目来体现 :“业主委员会主任、委员、业主代表和普通

业主之间关系 ( Z) ”。如果被调查者认为此关系是

平等自愿的 ,符合理想的自发治理模式 ,对共享资源

治理模式预期赋予最高正值 ;如果被调查者认为是

上下级关系 ,符合行政指令下的治理模式 ,自治程度

最低 ,对其赋予最低负值 ;如果被调查者认为虽不是

隶属关系但是决策权的大小不同 ,自治程度较低 ,对

其赋予中间负值。

(4)对学习经历的度量 　对于学习经历的度量 ,

用调查问卷中的如下题目来体现 :“小区业主委员会

的成立以及章程制定的方式 ( S ) ”。如果调查者认

为业主参考了其他小区的经验 ,明显属于模仿学习

过程 ,对其赋予最高正值 ;如果被调查者认为物业公

司、政府部门提供了相关模式 ,自己是被动接受 ,模

仿学习被阻碍 ,对其赋予最低负值 ;如果被调查者认

为相关的制度和流程是业主自己制定的 ,属于试错

型自我探索 ,对其赋予中间正值。

3. 3 　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与过程

(1)处理方法 　本文在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过

程中采用 SPSS 软件 ,首先对 X1等变量进行正态性

检验 ,并分析各自的均值和标准方差。运用回归方

程检验个体对共享资源的损益预期和资源支配权的

归属预期之间的相关性 ,以及个体对资源支配权的

归属预期与个体对共享资源治理模式预期的相关

性。若个体对资源支配权预期与个体对共享资源治

理模式预期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则考察加入学习过

程后两者之间能否重新建立一致的逻辑关联 ,即考

察学习过程对共享资源治理模式形成的影响。

(2)变量的赋值准则

①X1 :对收益的预期 ,对应于问卷的 1c ,共有 5

个选项。

A ,“物业公司”,赋值为 - 1 ;B ,“开发公司”,赋

值为 - 1 ;C ,“全体购房业主”,赋值为 + 1 ; D ,“物业

公司与全体购房业主分成”,赋为 0. 5 ; E ,“不知”,赋

值为 0。

②X2 :对损失后果的预期 ,对应于问卷的 1e ,共

有 5 个选项。

A ,“物业公司”,赋值为 - 1 ;B ,“开发公司”,赋

值为 - 1 ;C ,“全体购房业主”,赋值为 + 1 ;D ,“市政

管理部门”,赋值为 - 1 ; E ,“不知道”,赋值为 0。

③Y1 :广场支配权归属预期 ,对应于问卷的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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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使用权) 。

A ,“物业公司”,赋值为 - 1 ;B ,“开发公司”,赋

值为 - 1 ;C ,“全体购房业主”,赋值为 + 1 ;D ,“物业

公司制定 ,业主参与管理”,赋值为 - 0. 5。

④Y2 :停车位支配权归属预期 ,对应于问卷的

1b (停车位产权) ,属于决策归属权预期。

C ,“全体购房业主”,赋值为 + 1 ;选项 A、B、D

分别为“物业公司”、“开发公司”、“政府部门”,均赋

值为 - 1。

⑤Y3 :绿地支配权归属预期 ,对应于问卷的 4a

(绿地改造) 。

A ,“由物业公司决定”,赋值为 - 1 ;B ,“由业主

委员会决定”,赋值为 + 1 ; C ,“全体业主开大会表

决”,赋值为 + 1。

⑥Z :业主代表和普通业主关系预期 ,对应于问

卷的 4e。

C ,“平等自愿的关系”,赋值为 + 1 ;A ,赋值为 -

1 ;B ,赋值为 - 0. 5。

⑦S :模仿学习变量 ,对应于问卷的 3c。

A ,“借鉴别的小区的治理模式”,赋值为 + 1 ;将

选项 B、C 赋以 - 1 的权重 ,以表征对阻碍个体模仿

学习的行为预期 ;D ,“业主委员会自己制定”,赋值

为 + 0. 5。

4 　实证分析及讨论

4. 1 　信度分析及正态性检验

为了评价抽样问卷调查获得数据的可靠性 ,笔

者首先于 2005 年 11 月从南京市某住宅小区随机抽

取了 30 位业主进行问卷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 26

份) 。信度分析显示 ,本文问卷分析所涉及的各项目

的 Cronbach′sα信度系数为 0. 777 ,这说明调查问

卷具有较好的内在信度 ,依此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

信的 ,基于问卷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也是较可

靠的。

为了保证本文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方法的适用

性 ,需对本文所取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本文运用

单样本 K2S 检验来考察所取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

布 ,检验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 ,本文所取变量的

样本数据的均值、方差、K2S 的 Z统计量及对应的相

伴概率 ,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0. 05 ,因此不能拒绝原

假设 ,可以认为所得样本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表 1 　正态性检验分析结果

X1 X2 Y1 Y2 Y3 Z S1

N 28 28 28 28 28 13 13

Normal Mean 29. 0143 - 29. 5821 39. 8250 51. 3125 77. 1962 31. 3846 79. 1214

Parameters (a ,b) Std. Deviation 23. 81476 36. 11774 28. 67423 31. 85145 16. 27479 22. 90918 18. 11104

Most Ext reme

Differences

Absolute 0. 118 0. 113 0. 216 0. 105 0. 196 0. 187 0. 142

Positive 0. 118 0. 113 0. 100 0. 085 0. 110 0. 098 0. 124

Negative - 0. 085 - 0. 079 - 0. 216 - 0. 105 - 0. 196 - 0. 187 - 0. 142

Kolmogorov2Smirnov Z 0. 626 0. 597 1. 143 0. 557 0. 751 0. 707 0. 676

Asymp. Sig. (22tailed) 0. 828 0. 869 0. 147 0. 916 0. 626 0. 700 0. 751

　　注 :a) Test dist ribution is Normal . b) Calculated f rom data.

　　从表 1 中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方差值可知 :单

个孤立来看 ,业主对三类预期普遍都是好的 ,但损、

益预期并不完全一致 ,对共享资源的收益预期较为

稳定 ,而承担损失后果的预期的标准差值偏大 ,表明

其不稳定性 ———业主对不同场景启动不同的决策

集 ,说明了个体偏好的场景依赖性。

4. 2 　业主对共享资源损益预期与业主对资源支配

权归属预期的相关性

基于前文对变量的设定与赋值 ,分别以 Y1 、Y2 、

Y3 作为因变量 , 将 X1 、X2 、X3 作为自变量 ,运用

SPSS 软件对变量 X、Y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探讨业

主对共享资源的损益预期与业主对资源的支配倾向

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 ,可得出以下结论 :

模型 1 中 ,与因变量 Y1 显著相关的自变量为

X1 ,且显著性水平为 5 % , F 值为 3. 563 (大于临界

值) , X1 的回归系数为 0. 530 ,表明认为收益属于自

己的业主所占的比例每增加 1 % ,对共享资源有支

配倾向的业主比例就会增加 0. 530 %。

模型 2 中 , X1 、X2 与 Y2 相关 ,显著性水平为

5 % ; X1 的回归系数为 0 . 608 , X2 的回归系数为

01352 ,表明认为收益属于自己的业主比例每增加

1 % ,则对共享资源有支配倾向的业主比例就会增加

0. 608 % ,而如果愿意承担产生的损失成本和供给责

任的人每增加 1 % ,则主张自己对共享资源的具有

支配权的业主的比例就会增加 0. 352 %。

模型 (3)中 ,对 Y3 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为 X1 ,

X1 的回归系数为 01305 ,显著性水平为 5 % ,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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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共享资源产生的收益属于自己的业主比例每增

加 1 % ,主张共享资源支配权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

业主比例就会增加 0. 305 %。

表 2 　业主对共享资源损益预期与业主对资源支配权归属预期的相关性回归结果

模型 因变量 常数 X1 X2 F 检验 调整的 R2 N

1 Y1 30. 100 (3. 503) 0. 530 (2. 589) 3. 563 0. 222 28

2 Y2 42. 577 (5. 035) 0. 608 (3. 018) 0. 352 (2. 656) 6. 735 0. 389 28

3 Y3 74. 219 (14. 091) 0. 305 (2. 429) 4. 279 0. 267 28

　　注 :显著性水平取 5 % ,括号内的值为 t 检验值。

　　由上述分析可得 :共享资源的损益预期与资源

支配倾向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具体表现为

业主对损益预期 (小区广告收入、维修基金支付) 与

业主对资源支配权归属预期之间 (广场使用权、停车

位产权、绿地改造等决策归属)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在考察了“共享资源的损益预期”和“资源支配权归

属的预期”之间的逻辑关联后 ,下面进一步分析住宅

共享资源支配权归属的预期与资源治理模式之间是

否也具有相关性。

4. 3 　业主对资源支配权归属预期与业主对共享资

源治理模式预期的相关性

首先 ,将 Z 作为因变量 ,将 Y1 、Y2 、Y3 作为自变

量。选取 28 个住宅小区样本点中已成立业主委员

会的 13 个小区 (这样实际的样本空间就比原来缩小

了) ,对其样本数据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业主对资源支配权归属预期与业主对共享资源治理模式预期的相关性回归结果

因变量 常数 Y1 Y2 Y3 F 检验 调整的 R2 N

Z 50. 767 (1. 067) 0. 411 (2. 589) - 0. 056 ( - 0. 222) 0. 119 (0. 315) 0. 639 - 0. 099 13

　　注 :显著性水平取 5 % ,括号内的值为 t 检验值。

　　从表 3 可看出 , Z 和 Y1 、Y2 、Y3 之间均无显著相

关性 ,回归通不过检验。也就是说 ,业主对住宅共享

资源支配倾向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共享资源的自我

治理模式。可见 ,对共享资源的认知状态与共享资

源治理模式预期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显著的相关

性 ———资源支配倾向与资源治理模式预期并不存在

必然的逻辑关联。

4. 4 　学习过程对共享资源治理模式形成的影响

将 S 和 Y1 作为自变量、将 Z 作为因变量建立

方程进行回归 ,变量 S 所用到的数据见已成立业主

委会的 13 个小区的调查表。下面考察引入变量 S

后学习过程与共享资源治理模式形成的关系模型的

显著性是否会提高。通过 SPSS 软件进行回归分

析 ,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学习过程对共享资源治理模式形成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常数 Y1 S F 检验 调整的 R2 N

Z 45. 369 (6. 733) 0. 270 (2. 255) 0. 581 (6. 059) 22. 904 0. 785 13

　　注 :显著性水平取 5 % ,括弧内表示 t 检验值。

　　由表 4 可知 :学习过程变量 S 与 Z 的回归系数

是显著的 ;同时 ,当引入描述学习过程的变量 S 后 ,

Y1 与 Z 的回归也通过了检验 ,回归系数为 0. 270。

这意味着对共享资源的认知状态与共享资源治理模

式预期之间具有相关性 ,业主的模仿学习行为确实

可以改善认知状态 ,从而形成三类预期之间一致的

逻辑关联。

5 　结论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 ,“住宅小区共享资源可持

续的供给、治理主体尚不够明确 ,政府为此专门设置

管理部门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尚待解决。本文尝

试从预期行为入手考察共享资源治理模式的选择与

创新 ,通过对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得到以下

结论 :

1)对于城镇住宅小区共享资源 ,目前我国业主

对共享资源的损益预期和对资源支配权归属的预期

之间普遍具有一致的相关性 ,而上述对共享资源的

预期与对共享资源治理模式选择的预期之间没有显

著的逻辑关联 ,但在引入业主的模仿学习经历后 ,上

述三类关于共享资源的预期达到了一致的逻辑关

联。

2)检验结果表明 ,在城镇住宅小区这一面广、量

大的共享资源的治理中 ,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建设

城市环境、实现共享资源的自我治理模式 ,必须从业

主自身认知状态的和谐化着手 ———保障小区之间、

业主之间通畅的信息交流平台 ,使业主能够进行自

我学习调整 ,认识到自己已是住宅小区共享资源可

持续供给的治理主体 ,从而在小区内的业主之间形

成关于共享资源自我治理模式的稳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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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iming at t he dilemma of governing common2pool resources (CPR) in urban communities during t he t ransition period ,t his paper ana2
lyzes t he governance model of CPR t hrough using t he f ramework of owners’ expectation st ruct ure. The economet ric analysis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correlation between t he individual expectation about loss and earning and t he expectation of dominating resource is significant ,and t he corre2
lation between t he expectation of dominating resource and t he expectation of t he choice of governance models of CPR is not significant .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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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on of t he choice of governance models of CPR is significant . Finally ,it considers it necessary to make owners realize t heir main body status in

governing CPR for relieving t 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gover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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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企业资产质量 ,充分揭示财务风险 ,正确衡量经营

业绩 ,为实现向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提供有助

于决策的会计信息铸牢了基础 ,并在实质上实现了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与以前的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相比 ,新准则是反映公司价值的“一面清晰

度高的镜子”,其本身不会增加公司价值 ,但能促使

投资者更好地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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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e w Enterprise Accounting Norms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Sun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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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Enterprise Accounting Norms has t 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enhancing t he t ransparency of China’s

accounting indust ry and promoting t 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power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 Through analyzing t he key f rame and character2
istics of New Enterprise Accounting Norms wit h practical cases ,t his paper discusses t he important influences of t 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En2
terprise Accounting Norms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 And it proposes const ructiv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implement well New Enterprise

Accounting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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