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交流成果，深入探讨。在讨论中要理论联系实际，从

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财政和会计方

面的方针政策问题，努力探索一条更加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财政、会计工作的方向和道路。
第二，成立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今年四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财政教材、科研规

划座谈会上，一些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国财政学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会计学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几

个月的筹备，正式成立两个学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次会议上，将选举两个学会的领导成员，

通过两个学会的章程，并制定两个学会一九八〇年的工作计划。两个学会成立以后，我们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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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同志们！

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

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进行了十二天，现在胜利闭幕了。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第一，成立了中国财政学会

和中国会计学会，通过了两个学会的章程，并选举了领导机构；第二，讨

论了财政、会计两个学会的工作任务，制订了学术活动规划；第三，同志

们向大会提交了一百六十多篇论文，交流了研究成果，讨论了具有根本性

与现实意义的若干理论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

言，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议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准备

工作不够充分，有些学术理论问题讨论得不够深入。
这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

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为

我们开展财政、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薄一波副总理很关

心这次会议，并为大会写了题词，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与会同志会前

作了充分准备，严肃认真地参加了讨论，充分地表现了大家为实现四化作

出贡献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广东省人民政府、省财政厅、佛山地、市

革委会、地、市财政局给会议以大力协助，为我们开好这次会议提供了很

好的条件。
会议从总结我国财政、会计工作入手，探讨研究了若干理论问题。同

志们回顾了三十年来财政工作的历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财政分

配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能动作用。每当我们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各项资金分配比例较为合理的时候，国民经济就能顺利发展，速

度也比较快；反之，每当财政收支不平衡，各项资金分配不合比例的时候，

经济发展就缓慢，甚至停滞倒退。我国国民经济几次受挫折，无不与此有

直接的关系。我们对历史经验要作理论概括工作，进一步认识和驾驭客观

经济规律，指导我们的财政工作实践。要发挥财政分配在国民经济中的能

动作用，加强财政分配的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真正做到：坚持财政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金，绝不能搞乱资金分配的

比例；坚持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及资金分配与物资供应的平衡，绝不能

超过国力（财力、物力）的限度，任意扩大经济建设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总额。只有这样，才能

争取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发展。
会议讨论了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从农村到城市，几十年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动财政、会计战线的理论研究工作。
同志们，对我们这次会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全国财政、会计战线广大干部寄

予很大的期望，在当前工作中又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开好这次 会

议。到会的同志在财政、会计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而且热心于财政、会计理论

研究工作，会前又做了充分的准备，带来一百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我们相信，依靠与会同志的

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开好这次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经验证明：办经济离不开会计。经济愈发展，会计愈重要。不管什么时候，削弱会计的作用，搞

什么“无帐会计”，必然造成经济工作混乱，造成严重损失浪费。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整顿

会计工作发挥会计作用尤为重要。一九六二年整顿会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就是一个证明。当

前，我们迫切需要加强会计这门科学的研究工作，特别要研究会计的本质和职能，提高会计核算

水平，充分发挥会计在社会再生产和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会议还讨论了财政体制和财务体制改革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正确对待调整

和改革的关系，调整是关键，调整是改革的前提。关于财政体制和财务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同

志们认为这种改革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计划调节为主的原则下，按照客观经济 规律 办

事，才能既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有利于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在这次讨论中，许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

比较才能鉴别，有争论才能发展。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见解和不同学派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现象。
如果搞“一言堂”，那就是一潭死水，财政会计科学就不能发展。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一次学术成果交流会，也是一次攀登财政会计科学高峰的动员会。中国

财政学会、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之后，我们要充分发挥两个学会的作用，团结财政界、会计界从事

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把发展财政、会计科学的任务承担起来。要组织各种专题研究会，对财政

学、会计学方面的重大课题作深入的探讨。还要筹备出版两个学会的会刊，及时交流研究成果。
开好两个学会的年会，组织和推动财政、会计战线广泛深入地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开展国际学术

交流，吸取国外有益的学术研究成果。
现在全国已有近一半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财政学会和会计学会，或者成立了两个学会筹备

委员会。我们希望还没有成立财政学会、会计学会的地区抓紧工作，尽快地成立起来。有些同志倡

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经济各部门分别成立财务、会计学会。这个倡议很好，我们积极支持。
开展财政会计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要理论联系实际，认

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理论研究，要把理论探讨和执行政策法令严格区分开来。
理论讨论一定要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可以发表不同见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现

行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的改变必须按照立法程序，不经上级批准不能随意修改，以免造成混乱。
同志们！八十年代是大有作为的年代。是实现“四化”的重要年代。我们的财政、会计理论

研究工作，要紧紧围绕这个战略任务，为实现“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八十年代最 根本 的 工

作，就是要把经济建设搞好。而搞好经济建设必须学会利用和驾驭 客观规律的本领。从我们来

说，就是要加强对财政、会计理论的研究，探索财政、会计工作必须遵循的规律，提高自觉性，

克服盲目性。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大会，财政、会计战线上的广大同志，一定会以战斗的姿态迎

接新长征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勇攀财政、会计科学研究的高峰。
我代表两个学会，代表财政部，祝愿同志们在新的一年中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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