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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顾：本世纪我国会计界三次学术争论之三

“管理活动论”与“信息系统论”之争

谢万健

一、背 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极大

地鼓舞了“十年动乱”中备受压抑和打击的会计工作

者，会计工作拨乱反正，会计学术研究获得了新生。老

问题迫切需要按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定位，新问题又接

踵而至。
在这诸多问题中，应首先解决什么才能有利于会

计科学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会计的地位？借助于第二

次学术争论的再起，有学者在阐述会计属性问题时，提

出了“会计具有管理职能，是人们从事管理的一种活

动”的观点，马上就有学者作出反应，认为会计不是一

种管理活动，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应把会计看作是一

个信息系统”的观点，从而把学术界主要注意力吸引到

会计本质问题的讨论上来。名家荟萃，争论激烈，形成

了多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会计管理活动论”和

“会计信息系统论”尤其引人注目，两种学术观点自提

出后，支持者各自站在本观点立场上，积极寻找论据，

互相质疑，展开了本世纪我国会计学术第三次“交锋”，

形成两大学术派别。

二、代表人物

两大学术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是我国当代著名会计

学家、教育家。“管理活动论”派是杨纪琬和阎达五两

位教授，“信息系统论”派是葛家澍和余绪缨两位教授。
杨纪琬（1917—1999），上海市松江县人。1939 年毕

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曾在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

东吴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曾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

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首任会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专家

组组长等职。是我国最早的四位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之

一。他参与组织和直接领导了新中国会计制度建立和

完善的全过程，为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

精力。阎达五，1929 年 1 月生于山西祁县，是中国人民

大学会计学专业创始人之一，现为中国会计学会副会

长，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两位教授在 1980 年中国会计

学会成立大会上联名提交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

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论文，

首次提出了“管理活动论”观点，此后，他们连续发表论

文，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探索，成为一大理论派别。
葛家澍，1921 年 3 月生于江苏兴化，1945 年毕业

于厦门大学并留校任教，曾任厦门大学经济系副主任

和经济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我国最早

的两位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之一。他在 50 年代曾创立会

计对象的“资金运动学派”，70 年代末曾因《必须替借

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在会计界“打响拨乱反正第

一炮”。葛教授为中国会计学博士生的培养实现了一系

列“零”的突破，在会计界享有崇高的威望。80 年代会

计本质大讨论中，他通过研究，认同并推崇“信息系统

论”观点，成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余绪缨，1922

年 8 月生于江西靖安，1945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并留校

任教，是我国最早的四位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之一。他在

《中国经济问题》1980 年第 5 期上发表《要从发展的眼

光，看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论文，在我国首倡“会计信

息系统论”观点，1982 年再次撰文坚持这一观点，他的

文章为“信息系统学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主要分歧

本质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它决定着事物的性质

和发展趋向，对会计本质认识不同就会对会计对象、属

性、职能、方法等有异议，就会对会计下不同的定义。两
大学术派别围绕会计本质的争论规模空前，参与者众

多。全国几乎所有会计类报刊均成了争论的“阵地”。
两大学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会计对象

“管理活动论派”认为会计的对象是与经济效果有

直接关系的“价值耗费、价值形成、价值实现、价值补偿

和分配过程”，其管理范围既包括宏观，也包括微观，既

包括观念上的货币，也包括现实的货币，因此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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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国民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
“信息系统论派”认为会计的对象是企业经营活动

中能够用货币表现的方面，它通过处理资金运动过程

中的财务信息来反映资金运动，而不反映资金运动过

程本身，会计和财务是两个不同的分支，各自都有自己

的对象，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二）关于会计属性

这是第二次学术争论的课题，由于本次争论发端

于此，两者交织在一起，本篇再作简单叙述。
“管理活动论派”从管理的二重性及会计与生产

力、生产关系的关系上认为，会计既有与管理的自然属

性相关联的技术性，又有与管理的社会属性相关联的

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决定会计性质的主要是生产

关系而非生产力，阶级性是根本性。因而会计管理的

“中国特色”有了立论依据。
“信息系统论派”从应用经济学角度看会计的二重

性，认为会计一方面着重探讨有关会计信息加工的程

序与方法，其本身是无阶级性的客观存在，因而才能对

西方会计加以借鉴、吸收；另一方面应当阐明会计的一

系列概念、原则和指导思想，它们属于思想意识范畴，

当会计技术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运用时，它们就体现出

了阶级性，因此，会计侧重于技术性，阶级性是次要的。
（三）关于会计职能

“管理活动论派”认为核算和监督是会计最基本的

职能。只承认其中一个，既不符合马克思对会计职能

的科学论述，也直接违背千百年来的会计实践。除此

之外，会计还有与现代管理相同的预测、决策、控制、分

析等发展职能。这六个职能体现了会计作为经济管理

活动客观上所能发挥的功用，是区分现代会计管理与

传统会计核算的特点所在。
“信息系统论派” 认为会计职能是反映和控制，但

二者不是两个平行的职能。会计作为微观经济计量的

方法，其活动产生各种信息。“反映”就构成会计活动

的直接结果，但控制不是这样。因此，在会计职能中反

映是直接的，居第一 位，而控制是间接的（主要借助于

反映），居第二位。会计监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控制职

能。预测、决策、分析是方法，而非会计职能。
（四）关于会计方法

“管理活动论派”认为会计方法是发挥会计职能作

用，完成会计管理任务的手段，它有方法论、一般方法

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

济效果理论及现代管理理论；一般方法可描述为根据

资金运动规律对资金运动进行组织和协调的方法；具

体方法包括处理会计信息、计算与分析会计数据、监督

经济活动以及预测、决策等方法。它突破了传统会计

处理数据信息方法的限制，形成一个动态的会计管理

过程。
“信息系统论派”认为会计方法是在微观范围内进

行经济计量的手段，是以经营资金运动为对象把数据

加工为信息的技术。其方法论基础主要是“三论”和数

学，具体方法既包括形成历史信息的方法体系，即传统

的业已形成的一套固定的比较科学的方法和程序，也

包括形成未来信息的方法，即管理会计方法等。

四、影 响

在 80 年代初的几年内，两大学术派别的争论异常

激烈，各有不少拥护者，论战双方前期以严谨的态度，

缜密的思维对待这个问题，堪称新中国会计学术规范

研究之典范。这场争论，又派生出许多相关课题，如财

务与会计的关系、会计环境、决策会计、社会会计、会计

理论体系等等，有的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可以说，这次争论是我国本世纪会计学术界争论规模

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涉及课题最广，取得成果最多的

一次，许多会计之秀在这次争论中声名鹊起。
应当说明的是，这次争论的后期出现了一些不愉

快，以至双方后来都不大愿意再提起。当部分学者提出

两种观点实质上没有根本的分歧，只是论述问题的角

度不同，两个派别可以合二为一时，双方都作了冷静的

思考，对社会科学理论多元化的现实表示理解，走上兼

收并蓄，求同存异的道路。它对会计科学研究的健康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两种观点的协调，为客观分析

会计环境，化解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一些矛盾起了决定

性作用。这次争论也为中国会计理论体系建立奠定了

基础。

结束语

本世纪中国三次会计学术争论都发生于社会和经

济体制变革背景之下，每当一个新的体制建立时，伴随

而来的是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理论体系的重新建

立，无论争论的过程怎样，对各种观点采取什么态度，

作为一个客观史实是不可回避的，在建立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中国会计理论体系过程中，我们还有许多理论

和实务问题需要讨论，甚至争论。可以预见，21 世纪将

是中国会计学术更加繁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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