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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逝的背影  远眺的目光

中
华会计文明源远流长。张连起先生在其《 我们的精神向导 我们的智慧地标——中国会计“六君

子”群像》一文中为我们作了简要而生动清晰的梳理：早在四 千多年前的大禹时代，古代会计的门

扉即徐徐开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科学妥帖定义了会计概念；中国注册会计师第一人谢

霖设立正 则会计师事务所，使中国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会计之 父潘序伦的“新式簿

记”书写了中国现代会计史的崭新一页；注册会计师的精神导师顾准投身簿记改革，开中国会计国际化风气

之先；会计审计实务“播火者”徐永祚闯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互动共生的会计改良之路，所创的收付记账法

沿用至上世纪90年代。绘制中国会计“六君子”群像，凝视会计先贤大师逝去的背影，不仅可以唤醒会计史

上一段 尘封的记忆，让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会计品格永远铭刻在每一个会计人的心里，而且可以让新时期

的会计人充满自豪地置身于我国会计改革的恢弘事业之中，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会计是一门古老的行业，植根于农耕文明的土壤。一直以 来，会计似乎总给人以一种古老、死板、缺乏

生机和活力的感觉。其实，会计从来就不是一个干瘪、枯燥、空洞、机械的学科，它是有着许多现实挑战和

活力的一门具有艺术美感的学问。正如本期“数豆岁月”征文中的几位与会计有着深深情结的“会计人”说的

那样：“当你能感悟到从事会计职业是我们的生命机缘时，真的会从内心 深处生出一种别样的喜爱。”特别

是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会计事业的飞速发展，现代会计人员的职责已不再是简单的记账、算

账、报账，而是参与到企业发展战略与规 划的制定、执行、控制和监督等各个环节，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

关，会计的行业影响也日益增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成为健全市场信用、完善交易规 则的

基础，成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基点。会计已逐渐成为最受人尊敬、最为人信赖、最被人重

视的行业之一。

当然，会计行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把会计推到风口 浪尖，会计行业如何化 挑

战为机遇，把应对危机作为深化 改革的契机，不断落实和完善会计、审计准则体系，服务与促进国际经济和

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无疑成为2009年会计工作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的首要任务，同时对于拓展会计

职能、扩大会计影响力、提升我国在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也都至关重要。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推进“十一五”规 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之年。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认真做好2009年的会计改革和管理工作，是保持我国会计行业持续和谐快速发展的关键。除了采取有

效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外，2009年，我们还要积极配合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 改革、

惠民生”的调控政策，及时修订医院、高校、社会保险等会计制度，探索会计促进民生事业健康发展的新途

径；以 大世界的眼光、大战略的思维、大无畏的胆识、大合作的胸怀，大力推进会计信息工 程，实现会计方

法技术新的革新、服务效能新的拓展和地位作用新的提高；等等。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会计准则、制度怎样变化，揭示经济事项本质，以 最符合信息使用者目的的方式来

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发生、发展、变化和结果等情况，从 而促 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才是会计工作或者会

计职业的根本追求。作为会计人，能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步，跳出会计干会计，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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