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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 和 立 信 会计 学校

顾福佑  王成杰

九、基金、校舍和校董会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在 潘 序伦先生领导

下，初期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全力支持，后期以立信会

计图书用品社部分盈利和立信丛书的版税收入，作为办

学经费，在组织领导、教员、教材和经费等方面都有较

好的条件。但学校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基金和

校舍就是当时两大难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依靠校董

会。

立信补校在一九二八年创办时，并没有“校董会”，

以后按照旧教育部颁布的《补习学校条例》，才设立校

董会。当时补校一切问题，立信事务所都能自己解决，

因此由潘序伦先生和其它立信会计师担任校董，成立了

校董会，以符规定。

补校办学方针，偏重解决就业问题。办学十年后，

我国民族工商企业日趋发展，客观形势要求立信创办高

等会计学校，造就会计专业人才。潘序伦先生乃于一九

三七年依法敦聘校董，筹集基金，成立校董会，创建立

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师所捐赠《立信会计丛书》

版权作价十万元，捐助各项设备作价五千元，中外图书

约四千册，作价七千元，潘序伦先生又将他执业十余年

的积余现款六万元捐作建筑基金，以上几项合计十七万

余元，学校基金全部由立信事业自己解决。

旧社会开办学校，除了须有基本办学人员外，还需

要社会上有力人士支持，始克有济。专校基本办学人员

是立信会计师同人，第一届校董会由潘序伦先生和李鸿

寿、李文杰、钱廼澂四人参加，此外，还邀请中华职业

教育社总干事、职业教育专家江恒源参加，期望得到他

的指导，

专科学校筹集基金后，要 先 呈请旧教育部准予开

办，三年后办出成绩，方可呈请教育部正式立案。当时

官僚主义之风盛行，呈请案件往往会在教育部里长期搁

置。因之，潘序伦先生不得不设法走捷径，借以迅速达

到“呈请先开办，后立案”的目的。当时 旧教育部长是

国民党政府主计长陈其采的胞侄。陈其采是潘序伦先生

一度担任主计官时的上司。因而就找陈当专校董事长，

使教育部一关得以顺利通过。

至于付董事长，请当时我国最大书商商务印书馆总

经理王云五担任。因为《立信会计丛书》当时由商务印书

馆列入大学丛书中出版，每年可收版税约银元二万元左

右，捐给专校为办学基金。为谋出版发行和收取版税方

便，所以请该馆总经理担任付董事长是十分必要的。收

取版税，新书稿件审查出版，受到留难和挑剔，这些都

要靠面子和交情来解决，这在解放前是司空见惯的事，

不足为怪。
董事中还有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由于立信事务

所担任该行常年查帐会计师，所以潘序伦先生和宋汉章

是熟悉的朋友。潘序伦先生捐给专校的基金六万元，需

要存放在当时称为最可靠的中国银行，通过宋汉章的关

系，可获得比较优厚的利息，这是第一次校董会推举他

为保管基金校董的原因。至于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

为董事，因为他是上海金融界的巨头，学校在必要时，

可以“告贷有门”。

以上是专校第一届校董会的 组成和建校及筹措基

金的简况。
专校筹建中的另一个困难是建筑校舍。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在上海

的立信专校内迁重庆，正值日寇空袭，重庆市区房屋非

常紧张，因此，一九四二年只能向一家地产公司租赁在

郊区北碚的双层小洋房六座、大平房一座招生上课。内
迁复校工作初定，突然接到地产公司委托律师来信，大

意说：租给你校全部房屋，已经约定出售，买主出价十

万元，按照本地习惯，现租赁人得照上开价格在十天内

有优先承购之权，要本校在限期内决定承购与否，否则

一经转售他人，租户应予一月内迁让房屋。这对立信学

校来说，真如平地风波，晴天霹雳，学校迁让既无去处，

停办又不可能，要买需十万元现款，远非当时能力所及，

潘序伦先生左思右想，一筹莫展，最后想到立信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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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了不少会计人员，为 各 地因战争迁川的工商业服

务，而“迁川工厂联合会”和“纱厂联谊会”的成员，

大多数是立信会计师业务委托人，因此邀请几位工商界

的巨子，请求他们协助，他们一致表示，立信殚精竭力

为他们培养人才，他们理应为立信解决这一困难。当由

豫丰纱厂经理潘仰山 倡 议，号召各纱厂和银行认捐十

万元，学校才能在限期内买下这批校产。由于潘仰山这

次大力支助，由潘序伦提请校董会聘任他为董事。

专校迁川后校址在北碚，离重庆八十公里。潘序伦

先生深感重庆市区职业青年缺乏业余深造的机会，以适

应工商企业对高级会计人员的需要，就想在重庆市中心

区设立专校市区班，供当地职业青年晚间进修之需。但

市区房屋大部分被日寇炸毁，租屋设校毫无可能。因此，

只得计划在市中心自建大楼。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动员立

信各单位全体同人、同学筹募资金数万元，先在市中心

区小梁子洽购基地一块，然后委托建筑师设计图样，找

营造厂投标承造，投标结果，最低造价为“法币”四十

余万元，只要签订合同，即可动工兴建。但潘序伦先生

估计在半年内向当地工商业募捐，加上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收入和私人积蓄存款，集腋成裘，凑集造价半数

尚有可能，要按规定日期付清四十万元，实无力量，故

不敢在合同上签字。筹思再三，潘序伦先生决定与北踣

相邻的大明纱厂经理查济民商量，要求他做保证人，如

果立信一时筹不足造价款，请他为学校垫付二十万元。

大明纱厂是立信事务所的常年顾问客户，那时查济民还

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青人，经常来立信事务所商讨厂

务和当地有关问题，他在潘序伦先生不辞辛苦建校筹款

的精神感动之下，毅然答应作保，于是签署了合同，建

成了市区立信大楼。事后，立信同人、同学，群策群力，

募集了建筑基金四十余万元，并未向大明纱厂借款。由

于查济民的援助，专校聘请他为校董。

此后专校又在北碚校址附 近陆续购进了一所大楼

和几所小洋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专校及立信

同人复员回沪时，就在北碚和重庆各设一所立信高级会

计职业学校，另行组织以当地实业界钜子卢作孚为董事

长的校董会，两校的董事和校长都由当地人士担任，潘

序伦先生担任常务董事名义。

专校早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基金九万四千余元，

在上海徐虹路购进基地三十三亩，准备建筑校舍之用。
这块基地的所有人，原把基地的一半租给法租界一个慈

善团体同仁辅元堂作为 战时临时掩埋租界内无主尸骨

之用，租约规定待上海战事结束，该堂即把无主棺木迁

去，交还基地原主。专校复员回沪后，立信同人、同学

合力向上海工商界募款。当时纺织界实力雄厚，慨捐巨

款，因而在无棺木的一半基地上先建造校舍，将建造的

一座大楼命名为纺织楼。由于纺织界中申新纺织公司总

经理荣鸿元捐款最多，复将纺织楼的一所礼堂以他父亲

的名字题名为宗敬堂，并聘请他担任校董。校舍先后落

成，专校师生陆续移居新校舍。但面对着另一半基地三

千多个荒冢，冢外尸骨狼藉，使专校师生寝食不安。曾向

同仁辅元堂交涉归还空地，以便建造运动场，该堂百般

推诿，不肯践约。该堂估计迁移三千多具棺木，必须在

他处买进相当大的空地需款数万元，而迁移费用也要近

万元之谱，因此该堂始终以所费太大，不胜负担为辞，

借口推托。潘序伦先生无可奈何，只好搬出董事长陈其

采和付董事长王云五向该堂一再交涉，才由该堂按约迁

让。搬运经月，出清地面归还校方，修建了一个相当规

模的运动场。
此外，一九四七年潘序伦先生捐美汇一万元，加上

基金积余款为专校建造了一所体育馆，立信校友会也为

母校募款建成大饭厅一座，题名“思源堂”。
上海解放后，潘序伦先生还把自己译著会计书籍的

大量版税收入，捐给立信补校，加上同学捐款和校董会

拨款，买进金陵东路和淡水路两座中型校舍，供补校发

展之用。原先潘序伦先生抗战胜利后，把租地造屋的长

乐路住宅捐给专科办市区班夜校之用。该住宅解放后土

地租期将满，房屋按原订契约，将归地区所有。校董会

合力筹款买下这块地基，取得了校舍的所有权。

以上是校董会发展和筹建、扩建校舍的情况。

十、解放后的立信会计学校

立信会计学校是私立学校，立信各地各种学制的学

校，解放后在私立学校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步转向

公立，这里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私立学校改为

公办或结束等两个问题。

立信学校在旧社会是“专重业务，不问政治”的，

这也是它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得以存在的条件之一。解放

后，党组织教职员工学习革命理论，进行教学改革，参

加思想改造，对师生进行思想教育，动员学生参加南下

服务团，投考军大、革大等直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

许多运动，使师生的思想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与指导学生去各工厂企业参观

实习的条件更好了，组织学生担任暑期服务，下厂宣传，

搞民校等工作开展了，对学生树立群众观点，起着很大

作用。

教职员工成立了工会，学生中建 立 了团委、学生

会，师生的组织性、纪律性、政治觉悟得 到了 迅速提

高，充分体现了党正确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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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

旧社会剥夺了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少数学到

一些文化的，又因学费高昂，无法深造。立信会计学校

虽有减免费的规定，但无一定比例。解放后上海市教育

局规定减免费占学费收入20%，使家庭困难，学习成绩

优良的学生增加了入学机会。这是把学校改造成面向劳

动人民的第一步。立信高职校曾为此组织了减免费审查

委员会，由教职员工和学生联合组成。在组织“申请学

生”相互调查家庭情况，签注意见后，交减免费审查委

员会结合学校预算，作最后决定。这样，就改变了过去

由学校负责人决定的主观做法，贯彻了群众路线。

一九五〇年夏，立信专校鉴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蓬

勃发展，而财经干部需要尤为迫切，经呈准华东教育部，

增设一年制高级会计训练班，以应国家财政经济建设的

需要。一九五一年十月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又委托

立信专校代办财经干部训练班，训练财经干部，参加上

海建设工作。
解放后专校和高职校的毕业生，全部由政府分配工

作，消除了解放前一些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悲惨遭

遇。
但私立学校学费都比较高，劳动人民入学有困难，

少数减免费也解决不了大量劳动人民子女入学要求，学

校在经过上述改造后，改为公立的条件已趋成熟。立信

会计专科学校就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 并入上海财

经学院；上海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于一九五三年改组

为上海市会计学校，由上海市税务局和市教育局双重领

导。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在解放初期适应需 要大量扩充

后，于一九五三年，试办初中班，减少会计班，以后逐

步改组为几所初级中学。函授学校于一九五五年停办。
重庆，北碚两校移交重庆市教育局，改组为其它学校。
广州立信学校，则自行停办结束。

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偶然

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

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

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转引自马恩列斯《论

历史研究》126页）

我们写立信会计学校校史，只是提供了一些历史事

实。虽然也想尝试找寻这“隐蔽着的规律”，但是由于

我们收集的材料非常不足，对历史唯物论的知识极为肤

浅，无法如愿。编写中错误不当之处，请读 者 指正。

（续完）

问题解答 问题解答二则

问：国营企业有偿调

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 产，

在会计上应如何处理，请举例说明。

答：可以比照无偿调入固定资产的情况，按照本

刊1979年第 8 期《问题解答》答复的方法处理（调入时

的固定资产应作为未使用固定资产列帐）；为了集中反

映经过安装的固定资产的全部价值，调入单位也可以按

照如下办法处理，以原举实例说明于下：

（1）支付设备价款（现行调拨价格为10，000元，
实付价款4，600元，差额作为已提折旧6，500元）：

借（增）：专用基金物资  44，500元
贷（减）：专用基金存款  4，500元

（2）支付设备运杂费：

借（增）：专用基金物资  600元

贷（减）：专用基金存款  600元

（3）设备交付安装：

借（增）：专用基金工程支出  5，100元
贷（减）：专用基金物资  5，100元

（4）支付安装成本：

借（增）：专用基金工程支出  600元

贷（减或增）：专用基金存款或有关科目  600元

（5）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借（减）：专用基金  6，700元元
贷（减）：专用基金工程支出  5，700元

（6）同时：

借（增） 固定资产  11，200元
贷（增）：国家资金  55，700元C
贷（增）：折旧  6，500元

（会计制度司）

问：企业处理积压物资，能否从处理积压物资收

入中提取奖金？

答：根据国务院〔 1979〕247号《关于严禁年终突击

花钱制止滥发奖金的通知》精神，企业不应从处理积压

物资收回的资金中提取奖金。因为如果这样做，经营管

理不善、积压物资越多的企业，提取的奖金就越多，而

经营管理好、积压物资少的企业反而少提或者提不到奖

金。这样的办法不尽合理。但是为了鼓励各单位积极利

用和处理多余积压物资，对利用和处理积压物资搞得好

的单位，应当给以表扬和奖励。其奖金来源应由企业在

按国家统一规定提取的经常性生产奖、企业基金和利润

留成中解决；或由各地区、各部门按规定从主管部门集

中的企业基金中酌情解决。  （清产核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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