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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远　

是责任，也是热爱
——　转型时期的会计审计探索之路

“日月掷人急”,忽忽又是十五年。应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之邀,写写近些年

的情况。盛情难却,妄谈点体会吧,算是

一个阶段性小结,也作为开启下一段旅

程的新起点。

一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 •德鲁克说,

知识工作者需要“自我管理”,“必须学

会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时机改变他们所做

的工作、工作的方法和工作的时间”。这

十五年,经历了从学校到政府部门的多次

身份转换,但三十多年会计审计的相关

经历已经在我心底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

不管是高校老师还是公务员、政协委员

还是人大代表,潜意识中我会始终从会

计审计理论出发,吸纳经济学、管理学

的基本原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研究新问题,实践新领域,努力为学科

创新、实务精进尽绵薄之力。

这不仅仅是出于天性的热爱,更是

缘于先师们的教诲。杨时展先生曾说,

“作为一个会计审计学者,要牢记自身的

社会责任,关注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

值”。葛家澍先生也说,“治学必须有的

放矢,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

题和难点。写论文出著作,都不应是自我

欣赏,而应当是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

要”。两位先生都是历经沧桑而又极具文

化功底的大家,而今均已作古,但他们的

文字却是常读常新,他们的思想理论、道

德风范仍似沁人心脾的涓涓暖流,激励

我跋涉前行。

二

从受托责任理论角度研究会计审计

问题仍是我关注的主要方面。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受托责任作为一种普遍的、

动态的社会关系,其内涵和结构都发生

了变化。无论是宏观体制还是微观组

织,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范畴,无论

政府、企业还是每个个体,都处在复杂

的受托责任关系网中。忠实有效履行受

托责任不仅仅是一种会计或管理行为,

更是一个社会正义重构和道德价值取向

的问题。在全球化竞争、信息技术日新月

异以及经济发展转型的背景下,作为受

托责任控制机制的会计、审计也面临诸

多新的问题。《管理审计理论》、《会计历

史与理论研究》及《受托管理责任和管理

审计》等著作即是基于前辈们的研究,以

受托责任理论为指导,把我关于会计审

计理论与实务中一些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呈献给读者。

近些年,我将很多精力投入到将受

托管理责任理念运用于中国内部审计、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发展上。2006 年,

译著《内部审计思想》出版,该书汇聚

国际内部审计顶尖学者的前沿思想,是

一本难得的关于内部审计理论的上乘

之作,现已重版多次,读者反映良好。

2007年,我撰文提出“内部审计十大理

念”,在总结理论发展前沿和实务最新

进展的基础上,试图从受托责任角度厘

清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

险管理之间的关系,倡导价值增值、促

进变革、超越准则,使内部审计成为透

视组织的窗口和极具价值的资源。2009

年,译著《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控制》出

版,为加速我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

控制规范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此

外,这些年我也指导数名博士推动内部

审计理论研究,包括内部审计基本理

论、公司治理、战略审计、价值增值、内

审准则体系、内部控制规范性等问题,

一个较完整的内部审计理论研究体系已

渐具雏形。

近十五年,会计审计研究成果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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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硕,研究领域和方法也日益国际化,但

中国会计审计学科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如

经济发展、政治实践的国际影响力。我

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大量研究不

够接地气,　不能根植于我国的制度土壤,

不能直面实务的迫切需求。如何使会计

审计更好地反映和控制受托责任的履行

过程,更好地与公共治理、公司治理、风

险管理、内部控制相融合,更好地适应

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市场改革,更好地

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

善,仍是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

我有幸先后在福建省审计厅和福建

省工商业联合会工作,曾兼任民建中央

常委,也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

大代表,兼任财政部、审计署等多个部

门的咨询专家职务,这些平台让我有更

多的机会改善实践、反思理论。

首先是参与宏观制度设计。组织建

立了中国内部审计准则框架,框架既反映

了国际内部审计的最新理念,也充分考

虑了我国企业的实际需求,为中国内部审

计规范化和职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与了五部委内部控制规范的制定,完

成《内部控制评价标准》、《基于企业资

源优化配置的内部控制系统研究》等课

题,提出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政策

建议；主持了世界银行技术援助中国会

计改革项目《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以及

审计署的《政府内部审计研究》、《关于政

府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问题的研究》等

课题,为我国政府审计准则的制定和执

行提供决策依据。

其次是直接深入了解、服务企业。

在审计厅工作期间,曾与审计组成员深入

田间大棚及项目工地,全面掌握各项建

设工程和各类资金使用情况；进驻企业

集团,深入了解公司治理、成本管理、风

险管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诠释受托

责任、管理控制、作业成本、价值链等

理念；在省工商联,又有机会广泛接触

极具生机和活力的民营企业群体。我曾

走访了多家经历金融危机依然保持旺盛

生命力的不同类型企业,探寻它们能够

逆境扬帆的原因,为其他企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而参加非公有制

经济论坛、参与商会组织的省区际联谊、

与企业家们交流谈心,更激发我凝心致

力去探索如何将工商联服务企业的模式

制度化,以打造工商联服务民营企业的

核心优势。

最后是参与重大社会问题讨论。作

为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这是一副重

托,更是一份责任、一项使命。每年我都

尽心尽力拟写提案、议案,积极建言献

策,多次就规范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

权益,改革财税体制、合理控制地方债

务,强化受托责任、健全政府内控机制,

深化国企改革、力推国民共进,消除所有

制歧视、改善民企环境等发表意见,履行

自己的职责。当然,也有机会聆听各界有

识之士的真知灼见,感受不同思想撞击

的绚丽火花。

四

这些年,有过如履薄冰的焦灼,也

有过灵感迸发的喜悦,有过理性与现实

的对抗,也有过理解与认同的欣慰。在

治学与实践的交互、困惑与豁然的反复中

学习、成长,几点体会,令我感慨。

一是离基层越近,离真理就越近。

鲁迅先生说过,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

所读的书才能活起来。实践经验告诉我,

如果不了解基层党政职责与权力配置,

就无法深刻认识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

题；不调研国有企业的经营生态,就无

法真正理解公司治理矛盾的复杂性；不

实地跟踪山水、林木、环保资金的使用

效益,就无法了解我国资源环境所面临

的结构性困难；不深入民营企业,就难

以了解新一代中国企业家基业永续的家

国情怀,也难以认识地域文化对民营企

业经营战略的深层影响,等等。对实践

的认识不仅影响了我研究问题的领域和

趋向,而且为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维度和

视角。

二是坚持知识积累,坚持用己所长。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

程。恩师杨时展先生、葛家澍先生都是终

身学习的典范。我也要求学生多读原著、

名著,开拓视野、启迪心灵,特别是博士

生不能仅以完成一篇论文为目的,更应该

注重研究方法的学习、基础理论的积淀

和文化素养的熏陶。

三是用热爱点燃责任,以责任催化

事业。我是从攻读硕士学位才开始系统

学习会计审计理论的。起初,对生计的考

虑多于对专业和职业的考量,但投入越

多兴趣就越高,当我专注地付出时,责任

与热爱早已融为一体。既然进入了这个

领域,就应当尽可能站到学科前沿,努力

为社会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屈指算来,在福建已工作生活二十

年,闽山闽水清新润泽,闽人勤劳朴实

的传统、闽商拼搏感恩的特质、闽台两岸

特殊的文化渊源都深深吸引着我。当意

识到自己已爱上这片峥嵘而又丰饶、崎

岖而又旖旎的土地时,我便知道有更大

的责任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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