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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效法
——悼杨老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  ★余秉坚★

落日余晖之中，我国会计界一代名师杨纪琬老先

生于 1999 年 2 月 6 日乘鹤西去。榻前送别，泪眼依

稀。缕缕哀思，悠悠怀念。
我和杨老，翘首相识于 1952 年召开的全国企业财

务管理及会计会议，他是讲解会议文件的老师，我是与

会听讲的学生。50 年代中期，共青团中央吹响“向科学

进军”的号角，杨老等几位在财政部工作的专家，成为

我等敬仰和效法的楷模，惜因工作岗位不同，无缘面受

教诲。直到 1979 年，财政部恢复会计制度司，承杨老

不弃，得以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工作。20 年中，虽工作环

境等有种种变迁，我有幸始终随其左右，耳濡目染，深

受教益。
杨老堪称当代中国会计泰斗，不仅在国内享有崇

高声誉，也为当今国际会计界所敬仰。他一生迷恋于

会计事业，自诩为“会计迷”。正是他迷而忘我地为开

辟和发展我国的会计事业奋斗，从而有了他在会计理

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创见，在会计实务领域的不

断改革和前进，在会计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卓越贡

献，以及在会计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开拓和建树。我们

缅怀杨老的成功与业绩，敬仰他为新中国会计事业所

作的巨大贡献；同时，我们更加缅怀和敬仰他的精神、

作风和品德。
杨老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具有勇于开拓创新的精

神。人们在评说新中国 50 年会计事业的光辉成就与

发展中，不会忘记杨老和闫达五教授共同提出的“会计

管理活动论”。这是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突

破，是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发展会计理论的一项重要

成果。这一理论观点，对近 20 年来我国会计理论和实

务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以为，正是这一

创见，体现了杨老开拓创新的无私精神和勇气。新中

国的会计，受苏联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至深，“会计

是经济管理的工具”或“重要工具”的观点，成为传统观

念并在我国畅行 30 年；改革开放后，西方会计在我国

迅速传播，西方会计理论权威们提出的“信息系统论”

成为我国众多会计理论工作者所推崇的、似乎不可逾

越的“经典”。“管理活动论”面临着“传统”和“新潮”的

双重挑战。如果没有不唯上、不唯书、只求实的创新精

神和理论勇气，这个观点是势难提出并坚持和发展的。
当然，杨老除具有非凡的理论勇气外，还具有深厚的财

政经济、财务会计理论根基和丰富的会计工作实践经

验，“管理活动论” 也正是他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与现

代会计实践相结合探索“会计本质”的理论升华。
杨老的成功，是和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

思想和作风分不开的。新中国会计在会计核算方面经

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它所借鉴的，一是前苏联的

计划经济会计核算模式，一是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市

场经济会计核算模式。在这两种会计核算模式的借鉴

中，都遇到同一问题：是全盘照搬、照抄，还是结合中国

国情？杨老作为设计中国会计核算模式的参与者、组织

者 、领导者，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前者有“一边倒”的

政治导向，后者则有“会计无国界”和“拿来主义”等种

种呼声。如何决断？对此，杨老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

态度的，在设计各种会计核算制度时，总是立足于认识

和分析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财政经济管理体制

和会计工作的现实状况等条件，尽可能提出适合国情

并现实可行的会计实务处理方案。他的大部分著述特

别是有关会计国际化和中国化问题的论述，都深刻体

现了他以中国国情和会计工作现实为立足点，实事求

是地处理问题的思想和作风。
杨老的成功，还在于他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会

计是服务于经济的，经济和经济管理的发展水平，决定

着会计工作的发展水平和状况。但会计之于经济，并非

完全处于被动，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会

计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

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杨老正是以他在这方面的卓识远

见，抓住先机，为中国会计的发展，为发挥会计对经济

的促进、推动作用，作出辉煌贡献的。他从新中国会计

工作的几次挫折中，深知要维护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

保障会计工作者依法履行职权和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

管理中的作用，唯有加强会计工作的法制建设。为此他

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积极落实全国人大代表关于会

计立法的提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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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的一部专业立法。还在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刚刚

进入中国，他就预见到要扩大对外开放，更多吸引外资

或使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国会计工作必须沿用

国际惯例开展审计、鉴证业务，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则

是当务之急。据此，他不失时机地拟定文件，对会计师

事务所（会计顾问处）的设立和注册会计师资格等进行

规范，并积极推动会计师事务所的试点和健康发展，从

而使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迅猛发展成为我国 80 年

代以来会计工作的新亮点。同样，我国 80 年代以来会

计工作的另一亮点——会计电算化，也凝聚了杨老的

沥沥心血和远见卓识。
杨老的成功，也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会计工作的

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从新中国成立后他步入财政部

工作的那一天起，他就意识到了作为中国会计事业最

高设计和决策机构的一名重要成员肩负的责任。对工

作，他一生兢兢业业，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特别是在他

任会计司司长、身处会计改革最前沿期间，更是牢牢把

握中国会计工作的发展航向，使之适应日新月异的社

会、经济发展要求。他深知作为一位全国会计工作的

领导人，除将自己所有聪明才智贡献于会计事业外，重

中之重是培育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不顾行政

领导工作的重压和社会活动的繁忙，毅然亲自担起培

养会计人才的重担。他在业务工作中言传身教、指导

评点、有问必答、耐心解说，培养了一批能承担重任的

业务骨干；他先后担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

一大批出类拔萃的高级会计人才。为了迅速改变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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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纪琬同志生平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原中央常委，财政部会计

司原司长、顾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首任会长，著

名会计学家，财政部科研所博士生导师杨纪琬教授

于 1999 年 2 月 6 日下午 4 时 50 分，因病医治无效，

在北京逝世，享年 82 岁。
杨纪琬同志是我国当代杰出的会计学家、教育

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

一。杨纪琬同志作为新中国会计界公认的一 代名

师，为我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建设、会计理论、

会计教育和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

精力，做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
杨纪琬同志 1917 年 11 月生于上海松江。1939

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留校任教并攻读中英庚

款基金会的在职研究生。1939 年至 1949 年，先后在

国立上海商学院、东吴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之

江大学等多所大学从事会计教学，1943 年起任会计

学教授。1949 年 11 月调财政部工作，1957 年任会

计司副司长。“文革” 期间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

动。1979 年财政部恢复会计司后，自 1980 年至

1985 年任会计司司长，1985 年起任会计司顾问。
1993 后任财政部会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审

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

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

协常委兼法制委员会委员。1980 年—1999 年，任中

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会计研究》杂志主编，后任编辑

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 年—1992 年，任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第一任会长，1992 年起任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高级顾问。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1985 年

起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是全国

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1985—1991 年

任联合国国际会计与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中

国政府代表。杨纪琬同志还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

副会长，兼任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

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

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十几所高等

院校的教授。
杨纪琬同志对会计事业忠心耿耿，孜孜以求；对

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襟怀坦白，疾恶如仇，

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作为一代名师，他学贯中西，

晓古博今，但始终以“会计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会

计迷”自称，他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奉行

不唯上、不唯书、不追风、勤于思考的原则。他从理

论与实践出发，独辟蹊径，创立“管理活动学派”。在

组织或参与制订有关会计改革方案之外，他还撰写

了大量会计改革方面的学术论文，就会计改革提出

了一整套设想。在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新领域和

成本管理等方面，他均有突出的建树。
他十分重视会计教育事业，多年来为我国培养

了一大批会计专业人才，桃李满天下，口碑扬四海，

为会计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那诲人不

倦、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作风深为后人敬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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