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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嬗变和跃升
——纪念会计改革开放30周年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

会计人员的角色嬗变与地位跃升

1979年，我报考厦门大学历史系，心仪考古专业，却被录取到经济系会计专业。与班上许多

同学一样，我多次尝试转系，因为当时读文科的学生首选应是文、史、哲，即使在经济系，最热门

的专业也并非会计，而是外贸、政经、财政和金融，读会计的学生是经常遭人嘲笑的。足见那时

会计是多么地无足轻重！庆幸的是，时过境迁。现在，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学生踊跃参加转入会

计系的考试，去竞争那几个少得可怜的转系名额，据说其他院校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而且就读于

厦门大学会计系已成为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报考会计系却被拒之门外的学生，只能自叹时

运不济。会计由冷转热，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会计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攀升。

传统上，会计人员给人的印象是鼻夹厚眼镜、手拿铁算盘的“账房先生”。记账、算账似乎

是会计人员的全部工作，会计等同于核算，也即是簿记。而改革开放赋予了会计新的职能，会计

信息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和微观管理决策不可或缺的变量，会计人员也逐渐由“账房先生”进化为

“理财高手”。在现代企业组织里，这些“理财高手”在价值创造、风险管理、融资策划、资金调

度、收购兼并、成本控制、预算管理、纳税筹划、绩效评价等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此外，

这些“理财高手”秉承“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原则，通过确认、计量和

报告，将企业纷繁复杂的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转换成一目了然的财务报表，为社会创造了难以

估量的“信息财富”。会计人员由“账房先生”升华为“理财高手”，彰显了会计职能的变迁，凸显

了会计人员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角色。

会计观念的革命与会计方法的改进

会计是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但在我国闭关锁国的年代，广大会计人员讲的是只有中国

人才理解的“商业方言”。中国独有的“三段式”资金平衡表、整齐划一但也显僵硬的会计科目

表，被国外同行视为“天书”。同样地，我国会计人员对国外会计规则也知之甚少，通晓国际会计

惯例成为少数会计精英的标识和时尚。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1978年和1981年著名会计学家葛

家澍教授发表了《 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和《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后，会计学术界和

实务界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观念革命。会计界不再将宝贵时

间和稀缺资源虚耗在诸如会计的阶级属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会计本质这些伪命题上，达芬

奇的老师帕乔利500多年前发明并在世界通行的“复式借贷记账法”重新回到我国企业的会计体

系中。这场观念上的革命，为我们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会计理论和方法扫清了思想障碍，

树立了中国会计界开明、包容和进取的形象，增进了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我国的会计规则

也逐步由“本土方言”升格为“国际语言”，特别是2006年财政部又颁布了38项与国际会计惯例

高度趋同的会计准则。假以时日，我国将拥有1 000多万名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会计规则的

会计人员！会计队伍的规模扩展和素质提升，堪称会计改革的奇迹。

会计人员身份的嬗变和地位的跃升，会计观念的革命和会计方法的改进，无不得益于我国30

年的改革开放。在纪念会计改革开放30年的日子里，我们这一代会计人由衷地怀念和感激邓小平这

位伟大的总设计师！我们也为能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里身为会计人而深感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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