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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展会计科学，首

先需要大力开展会计理

论研究，没有理论指导，

会计科学的发展和提高

是困难的。
现代会计形成一门

自成体系的独立科学，
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

人类历史发展 的 长河

中，两百年虽然是短暂

的一段，但是人类社会

的政治、经济生活却发

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

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进

入了新的阶段，各门科

学都在各自的领域向深

度和广度进军。在此期

间，会计科学虽然也有

发展，但是同其他科学

比较，则处于相对落后

状态。是什么原因阻碍

着会计科学的发展呢？

这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

的问题。我们的初步看

法是，会计科学之所以

落后，重要原因之一是

由于在会计科学的发展

过程中，长期存在着重

实务处理、轻理论研究

的倾向。正如恩格斯指

出的，轻视理论研究就

会走上不正确思维的道

路，而“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

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①

现代会计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资产阶级会

计学者做过不少努力，他们的成就应当得到公

正的评价。但是正如有些文章正确指出的，资

本主义时期出现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为会

计的方法寻找根据，而这类理论研究又是以会

计学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应用技

术”这种不正确的立论出发的。这种建立在会

计方程式（由数学方程式演变而来）基础上认

为“会计是以数学定律为中心”的数学理论，
或者认为会计是用数学方法搜集经 济资 料的

“应用技术”理论，在会计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往往占着支配的地位。从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这类理论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会计的某些特性，有其产生的客观依据。
但是这类理论把会计这种伴随着经济活动产生

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同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

条件完全割裂开来，从而使人们不能从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中探讨会计科学的本质属性；同时对会计实践

中不断出现的许多远远超出“数学理论”、“应

用技术理论”范围的客观现象也无法作出科学

的概括和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会计学界对

会计理论也做过一些探讨。但是由于 种 种原

因，总的说来，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并没

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到现在为止，作为一门独

立科学涉及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会计科学

的科学属性、会计科学的科学体系、会计科学

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会计科学和邻近学科的

关系以及会计科学的历史沿革，等等，都没有

得到系统的研究。不仅如此，当前摆在我们面

前的还有许多急待探讨的新课题，诸如在科学

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会计在现代管理系统

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管理现

代化对会计工作的影响，会计工作的变革及其

发展前景，不同社会制度下会计的异同，会计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会计法的建立和发展，社

会簿记的建立，会计监督和审计学的研究，等

等。由于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解

决，我们的会计研究、会计教学和会计实践就

不能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会计科学的发展和

提高就不能不受到影响。
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后期，

生产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改进、教育

的普及和提高以及会计实践经验的积累，使我

们有可能用科学的态度来重新认识会计科学中

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在会计科学理论问题中，首先需要解决会

计学的科学属性问题，即会计学 有 没 有 阶级

性？会计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五十

年代以后，我国会计界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三

种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会计是经济核算的一种，
而“经济核算不仅从数量上来反映社会再生产

过程，而且也从质量上来说明社会 再 生 产过

程。它是受历史所制约的，是具有鲜明阶级性

的。”会计学是一门经济科学，是一门
“

有系统

的研究有关会计的对象、任务、方法、技术和

组织的知识体系，它是具有明显阶级性的，属

于上层建筑的范畴。”② 这是五十年代比较普遍

的看法，但也有不少人持有不同意见。
第二种看法认为会计是一种以数的量度反

映经济活动中数量变化的技术方法，“会计理

论在本质上是无所谓阶级性的，它只是文字和

数量相结合的应用技术罢了。”③ 这是会计理论

中的传统观点，影响非常深远。同这种看法相

类似的还有“会计是生产力论”和“会计是经

济技术论”。④

第三种看法可以概括为“两重性论”或“经

济管理职能论”，即认为会计是人们进行的一

种管理活动，它既为管理提供资料，又直接履

行管理职能，而管理是有两重性的。因此，

“在阶级社会里会计不但有一定的技术性，而

且还有阶级性。”⑤ 这种观点是六十年代以后出

现的，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我们是赞成“两重性论”的。我们的基本

看法是：会计是人们管理生产过程的一种社会

活动，其基本职能一是反映（观念总结），二

是监督（控制）；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既和生产

力的发展有关系，又同生产关系的变革紧密相

联系；会计学是一门职能科学，政治经济学和

数学是形成这门科学的两大支柱，它和企业经

营学、国民经济计划学、经济统计学、信用学

以及近代新兴的经济控制论同属一类，是经济

科学这一大类中属于经营管理学的一个分支。
人类进行任何经济活动，总是要讲究经济

效果的。人们为了获得最好的经济效果，就需

要对经济过程组织必要的科学管理。会计就是

基于这种客观需要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认为，

人们只要进行生产活动，就需要会计管理，生

产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他指出，早在原始共

产主义社会就有了专职的记帐员，到了共产主

义社会，会计“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⑥

他还指出，不仅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会计管理，
就是单身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为了“精确

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⑦ 也要记

帐、算帐。马克思还认为，会计管理就是人们

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⑧ 管理的

内容是对“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

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⑨

我们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对生产“过程的

控制和观念总结”，就是对经济活动的监督和

反映，也就是一种管理职能。但是传统的会计

理论实际上只研究会计反映，而对会计的“控

制”职能未能作出科学说明。
据我们所知，在资产阶级学者中间，也有

人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具 有管理的职

能。以法国的费尧为代表的管理过 程学派

（M anagem en t Process School），就把“会计

性管理”作为管理的六大特性之一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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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E·载尔在其所著《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一书中，把管理的职能划分为计划、组织、配

备人员、指导、控制、创新、代表等七个方面，

其中一些主要的方面如计划、指导、控制、代

表等都和会计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它们的职能

主要是通过会计实现的。日本的经营学部教

授、经营学博士三井口一雄所写的《会计机能的

发展》一文，对现代会计管理职能的变化作了

比较客观的分析。他正确指出：“近代意义的会

计是作为‘企业会计’而建立的”。他认为现代

企业会计在其成立当初就可以说具有以对内的

管理为目的的重要方面，以后随着生产方式进

展到工厂机械工业时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核

心股份公司的高度发展，产生了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企业会计的机能就发展成以对企业

的利害关系集团提出报告为中心了。进入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伴随着企业集中而出现的

大规模经营，强烈要求内部活动的合理化，由

此而产生的科学的管理思想对企业会计产生了

巨大影响，同时由于“所有和经营的明确的分

离”和“经营者职能的确立”，作为一种与经

营者职能相结合的管理会计产生了，企业会计

着眼于对内管理的机能又有了新的发展。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技术革新为轴心的企业成

长，促进了管理会计的更大的发展，会计的内

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变化，会计机能出现了对外

提供财务报告和对内进行管理相结合的趋向。

（三）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时曾经

指出，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具有两重性质和两

重职能，并批评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两者混

为一谈。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企业管理两重性

的论述也适用于会计管理。会计具有对一切社

会劳动或共同劳动进行反映 和 监督的一般职

能，但是一旦劳动从属于资本，会计反映和监

督的职能就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

性质。也就是说，这种反映和监督体现了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体现了资本所有

者对劳动者的剥削，体现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反

抗剥削所施加的压力，甚至体现了出于竟争需

要维护其“商业秘密”的 要求，等 等。列宁

说：“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古时

代有名的隐迹纸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

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

内容。”⑩

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同志鉴于国外在经济

管理中大量导入数学方法，广泛利用电子计算

机，会计管理中对诸如应用数学、系统工程

学、生产力经济学等邻近学科研究成果的逐步

利用，提出了把会计划为生产力或经济技术范

畴的问题。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想法。我们的

基本看法是：把会计同生产力一刀切开，认为

它只和生产关系相联系，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会

计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但是认为会计“加

入了生产力的行列，而成为一种生产力因素”

的看法也值得商榷。
从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历史过程看，会计管

理有一部分内容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前

面引用的鲁滨逊孤岛算帐就是一例。在现代会

计中，人们核算产品成本，计算物化劳动的消

耗，核算的就是生产力；人们计算生产中活劳

动的消耗，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取各种措施，

就既有生产力问题也有生产关系问题。会计的

一部分职能同生产力直接相联系，马克思有过

论述，他说：“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帐

……，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

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但是当生产过程

的发展获得了巨大规模以后，这种职能便“不

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

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独

立的职能”。⑪ 这就是说，人们进行生产活动，
在利用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使之变成

劳动产品的过程中，就包括了记帐算帐工作。
这样，会计就成为一个生产活动全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因素，同生产力的作用紧紧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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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然，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复杂

化以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种生产职能的附

带工作有一部分同生产本身脱离，形成为一种

独立的职能。尽管如此，会计管理中合理地组

织生产力的这一部分职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私有制的形成，阶级的出现，使会计管理

增加了新的内容。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以后，
会计管理除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外，还要解

决生产关系问题，如财产权的归属问题、剩余

产品的交换和分配问题、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经

济往来以及各种债权债务问题，等等。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多，而且

逐步处于主导地位。这样，会计的职能除了合

理地组织生产力外，还要不断地完善生产关

系。
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类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以后，会计的职能便不仅仅是合理地组织生产

力了，监督和控制奴隶劳动，尽可能多地攫取

剩余产品、维护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和既得利益

成了另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能。到了封建社会，
古代会计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更加密切，会计的

应用范围、管理内容以至于具体方法无不体现

着封建占有制经济的特点，打上了封建阶级的

烙印，会计管理在维护封建贵族、大教主、大

土地占有者的私有财产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甚至使专门从事会计工作职业的官吏上升

为统治阶级的核心成员。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

唐朝（公元618-907年），主管会计工作的官

吏为户部尚书，这是唐王朝中央政权中的核心

职位。被誉为现代会计奠基石的会计方程式：
资产-负债 =净值（或产权），则完全是资本主

义所有制的产物。许多资产阶级会计学者并不

隐讳现代会计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直接

联系，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会计书籍就一向认

为会计的任务有“供给所拥有财产、所欠负债

及所投资本的记录”、“协助企业决策人员”，

等等。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则更出现了具有特

定含义的所谓“管理会计”和“管理会计师”。

有些学者把会计的作用规定为“计算过去”、

“控制现在”、“规划将来”，并明确指出，
这三项作用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
如果说人们对于会计反映同生产关系之间

的联系还不容易看清楚的话，那么会计监督体

现生产关系的要求就非常明显了。在私有制社

会里，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阶级阵 线 非常鲜

明，进行会计监督所依据的是非标准有着强烈

的阶级性。列宁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核算

和监督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

和流氓实行的全面核算和监督，它和资本主义

的核算和监督有质的区别。因此，只要不把会

计监督排斥于会计之外，或者说只要不是把反

映（计算）看成是会计的唯一职能，就比较容

易认识会计同生产关系之间的依存关系，对会

计既有技术性又有阶级性这一科学论断也就不

会有疑问了。

（四）

人们对会计学的科学属性之所以有不同认

识，还来自对会计这一概念的外延理解不同。
“会计”这一概念早已存在了。据史书记载，
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即有传说把“禹会诸侯

江南”命曰“会稽”，亦即“会计”。到了西

周时代，会计的名称和职称已正式见诸于文字

记载，当时的会计主要应用于官厅，管理的内

容是财政收支，统计方法和会计方法结合使用。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会计除应用于官厅外，大

寺院主、大庄园主还利用会计管理自己的财务

收支活动。但总体看来，会计、统计仍是结合

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因此，在现代会计出现以前，会计这个概念包

括了会计、统计、计划、财务、审计、分析等

这样一些含义。
如果我们从包括上述内容的外延来理解会

计这个概念，认为会计有一定的阶级性可能是

容易接受的。问题在于，当统计形成为一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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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科学之后，进而计划学、审计学、财务管

理学、经济活动分析等相继成为 独 立学科之

后，客观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会计就

是制单、记帐、编表、报帐等这样一些纯技术

性工作了。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应该说，随着经

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化，科学门类的划分

越来越细，会计这个概念的外延是会发生变化

的。但是外延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内涵发生变

化，也就是说有些学科从会计科学 中分离出

来，并不影响会计的两重性这一特点。在会计

这个概念产生之后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有二千

多年人们是把它作为会计、统计、计划、审计、

财务、分析的总称来理解的。只是到了十九世

纪，英、法、美、德等国开展了 工业革 命以

后，统计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尽管发生了

这一变化，但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会计仍是

企业经济信息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关于劳动

的耗费，劳动时间的调节以及劳动在各类生产

之间的分配，仍然是会计反映和监督的主要内

容。至于计划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和经济

分析等学科的出现，一方面这类学科形成的时

间较短，其中有些能否作为独立学科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即使完全可以形成独立的学科，
那主要也是为了便于进行科学研究 和 教 学工

作，对会计学的科学属性影响不大。
还需要指出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

竟争促使资本主义企业进一步的集中，以及由

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所谓“管理会计”

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企业会计工作发生了重大变

化，例如“事前计算”的导入，“预算管理”、

“成本控制”、“预测分析”的广泛采用，数据

信息系统的建立，采用多种计量单位，以及会

计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等等，

使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 用 进一步加

强，会计的职能有了新的发展，会计的两重性

看得更为明显了。

（五）

会计的性质明确以后，进一步探讨会计学

的科学属性就比较容易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人们关于自然和

社会客观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通常人们把有

关认识自然规律的知识总和叫做自然科学，有

关认识社会规律的知识总和叫做社会科学。前

者主要是和生产力相联系，因而没有阶级性，
后者则主要是和生产关系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

的诸上层建筑相联系，一般说 来 是 有 阶级性

的。但是在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些科学虽然研

究的是社会现象，但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

变化无直接联系，因而也没有阶级性。
在社会科学中，研究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科

学，通常统称为经济学。其下又 可分 为 几大

类：一类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

一类是既研究生产关系也研究生产力的双重性

科学，即各类部门经济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

营管理学；还有一类主要是研究生产力的，即

生产力经济学。会计学是经营管理学的一个分

支，它是人们对经济活动进行会计反映和监督

的科学总结。会计学是研究如何掌握对经济过

程进行观念总结和控制的规律性的一门职能科

学。这门科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

指导，紧密结合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和不断完善

生产关系的有关问题，研究如何通过对经济过

程进行反映和监督以提高经济效果的规律性。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今后在会计科学

的建设中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要重视会计理论的研究。要严格地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认识和组

织会计反映和监督这种社会活动，建立判断反

映和监督的是非标准，指导和改进会计实践。
第二、要重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

迅速发展对会计实践的巨大影响。要研究会计

对合理地组织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研究会计与

数学、计算技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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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自然科学成果在会计中的

应用。
第三、要重视会计科学和其他邻近学科关

系的研究，注意社会分工和科学发展的分化和

复合的辩证过程，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推

动会计科学的发展。要进一步研究经济效果、

价值管理、经济核算制及其与会计的关系。
第四、要重视研究国外的会计理论和实

践。
总之，科学地解决会计的性质和会计学的

科学属性这类重大理论问题，是有深刻现实意

义的。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

规律的理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指导意义。
建设和发展会计科学，加强会计理论研究的重

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愿与同志们在这方面

共同努力！

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8卷第482页。
②  《会计核算原理》，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会计核算原理

教研室编著，财政出版社1958年出版。
③  陶德：《“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读后》，

《新会计》1951年第 4 期。
④  王文龙：《试论会计是生产力的问题》，《 财务与会

计》 1979年第 4 期。
⑤  《会计原理》，高等财经院校会计教材编写组编著，

中国财经出版社1963年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63页，《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8 卷34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3-9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63页。
⑩  《列宁选集》第2卷第772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1页。

会计新风
新 会 计 上 任

王雅枚同志在会计训练班学习了 三个多

月，又回到了湘钢烧结分厂工作。领导上分配

她担任财务报销、备件核算，汇总凭证和编制

会计报表等工作。
财会工作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小王

只学了三个多月的财务会计，缺乏实践经验，
干起来自然困难很多。但是，她不怯阵，不气

馁，坚持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提高。就拿财务

报销来说吧，不但要熟悉有关财务制 度和规

定，还要熟悉铁路、公路里程和票价，以及到

达和发车时间。为了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她一

有空，就学习各项财务制度，还买了《中国地

图册》，《全国铁路旅客乘车时刻表》，经常翻

阅。并且到汽车队询问汽车出车的吨公里计算

方法，到长途汽车站抄录公路里程表、绘制公

路示意图。
在报销业务中，小王认真审核原始凭证，

审查各项开支是否合理合法，有无违反制度和

手续欠缺的问题，对不合理的开支，她一律拒绝

报销。有一次，一位同志回家探亲，不慎丢失

了车票，经班组证明，领导批准，要求补报探

亲路费。小王并不因为该同志手续齐备，有领

导的批准，就马上给予报销，而是认真地核对

探亲路程和票价金额，并查阅了历年报销的情

况，发现该同志要求补报的金额大于往年报销

的金额，便说服他减去了不应报销的绕道部分

车费。又一次，小王审核临时工的工资，她认

真核对考勤表，发现多计了九十五个工，为国

家挽回损失一百六十七元二角。她就是这样严

肃认真，不怕麻烦，为国家节省开支。
她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或比较复杂的会计业

务时，就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同志学习。有一

次，科长要她办理一笔零购转固定资产的专用

基金款项，她不会作会计分录，便请教科长，

反复试制凭证，直到完全弄懂为止。
新会计王雅枚虽然工作才几个月，但是她

虚心好学，踏实肯干，进步很快，现在基本上

能独立工作。小王决心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努

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为社会主义

经济当好家，理好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

更大的贡献。  （李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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