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我国会计史上叱咤

风云的四十年

黄学科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了，这

四十年，神州大地风雷激荡，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从会计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可谓是叱

咤风云的四十年。
我国会计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

中，也曾有过出色的成就，首先是在 “官厅会

计”方面，随后是在 “民间会计” 方面，其所

达到的学术水平，都是与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

国的历史地位完全相称的。然而，为着管理经

济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会计，终究不能不受

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所制约，而落后于发达的

西方国家。在解放 前半 封建 、半 殖民地的社

会，凭着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和奋发精神，已

经有一批杰出的先驱者掌握了先进的西方会计

学术，并培育了众多的后秀，但总的来说，在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 会 计 基 础是较为薄弱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同于历史上的

改朝换代，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的伟大变革。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经济，普遍需要核算和监督，这为会计事业

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天地。党和国家

的重视、支持和坚强领导，为会计事业的发展

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十年前开

始的改革、开放，更使我国会计得以自立于世

界现代会计之林，并有许多足以自豪的创造性

发展！

新中国建立伊始，人民政权就十分重视会

计工作。在财政部有关专家的主持下，迅速制

定和颁发了财政会计、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会

计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企业的各种统一会计制

度，从而使全国会计工作有了统一的规范和准

绳。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这些统一会

计制度，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在各个时期都

有所补充和修改，以适应 新 形 势，解决新问

题。这对我国国民经济 的 正常 运 转和健康发

展，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在加强会计制度建设的同时，国家大力培

育会计人才，除了增设有关的学校和专业，扩

大招生名额外，各级政 府、各级 主 管 部门、

各级会计学会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力量，都十分

踊跃地开展会计培训工作，特别是广播电视大

学和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等这样大规模的培训会

计人才，是古今中外都未曾有过的。目前全国

会计队伍有近一千万人，除极少数老一辈的专

家外，大部分都是在这四十年的峥嵘岁月中培

养锻炼出来的。在这近一千万人的大军中，通

过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各地区、各部门、各行

业都有了大批年富力强的会计师，并有了一批

学识水平高、经验丰富的高级会计师。随着学

位制度的建立，依靠我国自己的高等学府和导

师，正在陆续培养出许多风华正茂的会计学硕

士和博士。今天的中国会计界，真可谓人才济

济。
中国会计学会和各地区、各部门会计学会

的成立及其卓有成效的活动，使我国会计学术

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全国出版的会计专业

刊物，据不完全统计达170多种，发行 量 估计

有几百万份。经验交流丰富多彩，学术探讨百

花齐放，这对提高广大会计人员的学识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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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水平，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当前正

在组织开展的会计工作达标升级活动和全国首

届会计知识大赛，是一次数百万人参加的空前

壮举，掀起了广大会计人员认真学习会计专业

知识和有关法规的热潮，这对提高会计工作水

平，普及全民族的会计知识，无疑有着极为深

广的影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经过对几十年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总结，凝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奠定了我国会计法制建设的丰碑。这部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国

家主席颁发实施的法典，充分体现了尊重会计

科学和尊重会计人才的精神，对于保障会计人

员依法行使职权，更好地完成会计核算与会计

监督的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四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我国五

千年的文明史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这

四十年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真不啻“一天等

于二十年”。四十年前人们头脑中的会计，只

不过是记帐、算帐的 “帐房先生”，但今天、

随着会计本身由单纯的记帐、算帐发展到经营

管理，由单纯的事后算帐发展到事前预测、事

中控制和事后分析，会计人员参与企业经营决

策，越来越举足轻重，会计在人们头脑中的地

位日益提高。过去被人瞧不起的会计专业，已

经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当然，这四十年的历程，对于会计事业的

发展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众所周知，在

各种政治风浪中，会计事业遭到过一次又一次

的冲击，受到过一次 又 一 次 的 挫折。什 么

“管、卡、压” ，什么 “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

帐”，什么“三年不算帐钱也跑不到外国去”

等谬论，到头来，都成了反面教材，使人们愈

来愈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办经济离不开会

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会计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对立，大大推动了会计学术

的发展。例如两种会计观的争论，见仁见智，
使人们从不同的侧面加深了对会计的理解；又

如，各种记帐方法的争论，使人们对不同方法

的利弊得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再如，财务与

会计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使人们对这两个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和两门学科进行了较深入

的探索和论证，加深了认识。这些都是符合学

术发展规律的，对促进 会计科 学 发展是 有益

的。
伟大的社会变革和反复的政治风浪，使我

国的会计队伍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受到了锻

炼。如果说，人生四十进入不惑之年，则我们

的会计事业经过四十年的拚搏，也已经成熟起

来了。
“无限风光 在 险峰”！四十年不平静的历

程，使我国会计事业的 非 凡成 就 更加显得难

能可贵，更加值得引以自豪。四十年的新中国

会计发展史，尽管有过烈日的酷暑，有过冰雪

的严寒，但最终还是迎来了会计的春天。让我

们把握住会计史上这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
在新的起点上乘风破浪，向着新的更高的目标

奋勇前进！

财会动态财 会 短 讯

△ 8 月14日至16日，北京市财政局召开了北京市

会计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 会 计 工作座谈会精

神；总结、交流了会计工作达标升级和会计事务管理

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并部署了今年下半年的工作。

（徐 华）

△最近，浙江省财政厅会同省劳 动人事厅、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了《浙江省会计证试行办法》，

决定在全省会计人员中逐步推行会计证制度。凡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

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均需按照规定取得会计证后，

方可依法独立行使会计人员职权。会 计人员参加会计

专业职务评聘（任）和优秀会计人员评选，也必须先

取得会计证。还规定各单位在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

记，以及向银行开户预留和更换印鉴时，均须交验有

关人员的会计证或临时会计证；并规定任用无证会计

人员的单位，当年不得参加会计工作达标升级考核。

（周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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