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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信　

“会”行天下　“书”意人生

“会”行天下指会计是我毕生的专业,

我深深地爱上了她,以至今天做出了一点

成绩,而登上“会计”学科顶峰则是我这

一生孜孜追求并且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

“书”意人生则说的是我从小挚爱书法,

十八年前在专业和爱好面前抉择,忍痛割

爱,“书”、“会”交接,如今则常常在工作

之余抚碑摩帖,泼墨挥毫。二者相得益

彰,其乐融融。

在众人皆觉寂寞单调的学术“麦田”

里,我以“产权会计”和“均衡”概念作为

会计学人的哲学思想,被誉为从会计“上

空”看会计的拓荒者。我在《会计研究》、

《经济学动态》、《财务与会计》等刊物上

共发表论文150余篇,先后出版个人专著

5部、合著7部,主编、参编教材多部,承

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国家自科基金

项目1项,8项科研成果获奖。值得一提的

是,1998年我的第一部代表作《产权与会

计》被理论界和实务界誉为“中国会计学

产权学派的奠基之作”；我于2006年出

版的另一部代表作《产权会计与财权流研

究》在2008年荣获湖南省第九届社科成

果一等奖,2009年又被教育部评为“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由于环境产权配置与交易活动正成

为全球环境经济活动的主题,从产权经济

学的高度对环境会计和审计展开系统研

究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实务上的紧迫

性。因此,我正在从事基于产权配置与交

易的环境会计及审计方面的专题研究,重

点围绕以下几方面：环境产权配置理论框

架、实现模式以及初始环境产权、使用权、

收益权和监督权配置规则；以环境技术

计量为基础的“三元”结构环境产权计量

战略、环境产权交易战略与环境产权交易

制度改革；基于产权配置与交易的环境审

计形成机理、理论支撑、实施路径与政策

建议；环境产权审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以及

“排污权-碳交易权-资源产权”三类环境

产权配置与交易审计实务等。

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和一所高等学府

的掌舵人,不仅要在学术高峰上不断攀登

与突破,还要在高校管理生涯上掀开新篇

章。2005年,我出任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

校校长,2010年随学校一起升格,晋升为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身为大学校长,

首先应当是一名学科专家,但最终应定位

于教育家和管理者,我必须学会从专家向

管理者转型。为此,我访问了世界很多知

名学府和国内财经名校,努力探求财经院

校人才培养规律。我认识到大学校长的管

理必须是理念式的、大局式的,其中大学

文化是非抓不可的！通过国内外大学的比

较学习,觉得中国大学教育最缺少的是艺

术与体育,如果财经院校的学生只读财会

一类书,很容易只剩下“铜臭”了。为此我

总是带着这种“诗意”的管理理念,身体力

行为学生精心准备多场讲座,内容涵盖经

济、政治、国学等多个学科。同时,我认

为书法是性情的表达,是阅历的熔铸,更

是素养的集聚,因此我经常带领学生一起

练习书法,常邀各类书法大家来校举行笔

会,定期举行书法大赛……一股浓浓的文

化气息洋溢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校园

里。我将书法看成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

体,并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传播,如

《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等报刊刊登

过不少我的作品,一些作品曾远渡重洋,

被英国皇家院士和大学校长们收藏,成为

在全球新一代校际间交流和共享的资源。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八年来我积极为

中国教育事业建言献策,率先提出了“以财

政为主体化解高校负债问题”、“关于逐步

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等提案,其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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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彦　

跨界于会计学、统计学之间

《财务与会计》是我国会计界的一份

重要专业期刊。我曾经多次参加《财务与

会计》主办的座谈会、笔谈会,是参与也

是学习。获悉《财务与会计》将从2015年

起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信息量和影响力必

将进一步扩大。借此机会写篇短文,谈谈

自己转入会计界20年来从事教学和研究

的体会。

一、从统计界到会计界

会计学与统计学是两个不同但又相

关联的学科领域。对此,中国曾经有句老

话“会(计 )统(计 )不分家”,当然,那是

属于简单经济时代的一种约略、形象的

描述。

回望1977年,我8月初从塞外大同

机车工厂转回省城太原机车车辆厂,10月

中旬就听到恢复高考的信息,12月报名

参加高考,次年3月进入财经院校,结束

了近三年的铸造翻砂工人经历。我当时

选择的是计划统计学专业,与大多数同学

一样专注于国民经济计划,潜心于计划

方法论,政府机关“计委”是毕业后最心

仪的工作去向。

1981年进入大四,我开始感觉到当

时的财经计划似乎更多依靠主观拍脑袋,

缺少科学性,因此对统计学更有兴趣,因

为统计学尊重客观事实,注重归纳逻辑,

推断基于大数定律,讲究假说检验。本

科毕业继续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我选择了

统计专业。在北京大学教书前八年,新授

课程都是统计分析。在1985年至1994年

期间,我曾经发表过不少有关国民经济供

需平衡的统计分析系列论文,并主导出版

了《宏观核算整体化构架研究》（中国经

济出版社　1993）和《官方统计与国际比较

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两本著作。

后来,我师从闵庆全先生攻读国民

经济核算方向博士学位,仍属于统计学体

系。在参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委

员会为建立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

开展的专业研讨工作中,我注意到新体系

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会计账户原理,所以

在完成专业课题研究和博士论文的同时,

主动加码自学会计知识。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

改革背景下,中国企业会计制度强调遵

循国际惯例,由原来的苏联模式向英美

模式变革转型。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以后,

我下决心完全转道会计。虽然舍弃自己

比较熟悉而且已经有所建树的专业领域

有过犹豫,但是进入一个新领域也充满

了吸引力。当时我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系核算教研室负责人,先后主

持申报和开办了财务管理学、会计学本

科专业,后来又担任光华管理学院会计

系创办系主任。

1995年中国会计教授会成立并举办

第一届年会,这是欧美大学的华人会计

学者第一次与中国会计学者全面交流。在

那次年会上,我开始接触和熟悉会计实

证研究,并且很兴奋地发现,自己以前的

专业统计思想和方法完全用得上。

二、会计研究与教书育人

我从1994年夏季开始参加会计学术

化解高校负债的提案被列为“重要提案摘

报”,得到国家领导人签批,如今已经实施

完毕。而作为一名会计学者,我认为将会

计学提升为一级学科是中国从会计大国

迈向会计强国的必要条件。普通高等学校

要担负起会计人才培养重任,培养出具有

创业意识、战略眼光的会计人才,国家和

社会需要给予会计学科建设足够的重视。

为此,早在2010年,我便提交了一份关于

进一步吁请提升会计学为一级学科的提

案,2011年和2012年的“两会”上,我再

次提交了同样的提案,今后我还将对此继

续执着地追求与呐喊。

如今的我,一直致力于在严谨治学、

创新管理与勤于翰墨中寻找最佳契合点。

学术世界里的我虔诚、专注,管理世界里

的我开拓、进取,书法世界里的我快乐、

安静。以学交友,以书会友,无论是学术

成果,还是书法作品,如果能让您赏心悦

目,那便是我最开心和快乐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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