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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 大 学 开 展

会 计 学 术 讨 论

吴水澎  唐予华

前一个时期，厦门大学举行了第八届科学

讨论会。会上，经济系财务会计教研室的同志

及被邀参加讨论会的专家教授，围绕着社会主

义会计如何为加强经济核算制服务这一问题开

展了热烈讨论。
一、会计与经济核算制的关系问题。与会

同志认为，建国三十年来，由于严格的经济核

算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作为经济核算制工具

的会计也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会计基本理论

和技术方法的研究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随着

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核算的加强，企

业一且建立了真正的经济核算制，就必然要求

会计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为加强经济核 算 制服

务。真正的经济核算制绝对离不开会计；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会计也只有通过经济核算制的不

断加强才能得到发展。因此，认真探索经济核

算制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对会计的基本理论

问题重新加以认识，使我们的理论工作为会计

的实践服务，为加强经济核算制服务，这是每

一个会计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在会计的基

本理论中，需要重新认识和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很多，但主要的是会计的性质、对象和方法。
这些问题在会上进行了初步讨论。

二、社会主义会计的性质问题。会计有没

有阶级性呢？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批 判 地 吸

收、借鉴资本主义会计中某些合乎科学原理的

部分为我所用的问题，很有必要弄清楚。
有的同志认为：研究会计的性质，应当分

别考察会计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不能笼统而

论。首先，从会计的对象来说，作为会计对象

的资金运动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活动的一种表

现，虽然都要具有阶级性的人来参加，但他们

并不是按照各自的主观意志进行 活动 的，因

此，它没有也不会有阶级性。再从会计的任务

来看，会计的任务是人提出来的，不同阶级的

人要求会计能按照各自管理经济的不同目的进

行反映和监督，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会计的

任务是有阶级性的。最后从会计的方法来看，
会计的方法是反映会计性质的最主要部分。我

国目前通用的会计核算方法主要包括：货币计

价、成本计算、帐户设置、复式记帐和编制会

计报表等。这些方法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
象帐户设置和复式记帐早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

经形成，它们既能替资本主义服务，也能替社

会主义服务。因此，会计核算的方法既同生产

关系有联系，又同生产力有联系。而同生产力

联系的一面是会计核算方法的基本内容，组成

了会计核算方法的“内含”和“主干”；同生

产关系联系的一面形成了会计核算方法的“外

延”和“枝叶”。这样来看，会计核算方法的

主要部分是没有阶级性的。
有的同志除同意会计的任务有阶级性这一

提法外，对上述其他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这

些同志认为，作为会计对象虽然是客观存在的

经济活动，但在不同的社会里，经济活动都带

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从而也就使会计的对象具

有不同阶级的色彩或烙印。同样，会计方法也

可以分为理论和纯方法两个部分，而会计方法

的理论部分是具有阶级性的。
三、会计对象问题。对会计对象的认识，

仍然存在着分歧。一部分同志仍然坚持认为会

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另一部分同志认为

会计的对象还是提“在企业、事业、机关等单

位中能够用货币表现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以

及社会主义财产”较好。
持“资金运动论”的同志认为，在企业里

把会计的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是能够较

为突出地体现经济核算制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

这一特征的；而主张以“财产”为会计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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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所强调的不是作为经济核算制单位的企

业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强调企业作为社会主义

扩大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性，这

就忽视了企业的自主经营。他们还认为，把会

计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总的来说是比较合适

的，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过去

对企业“经营资金”的理解局限于流动资金和

固定资金，忽略了归企业支配的专用 基金运

动。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专用基金在企业

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因此，不能把专用基

金置于“资金运动”的概念之外，而且还应当

专门研究它的运动的特殊规律。
主张以“财产”为会计对象的同志认为，

把会计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能把“资金

运动”理论贯穿到整个会计方法的始终，这是

优点。但“资金运动”的说法，也存 在 着毛

病，主要表现在用来说明事业、预算单位等等

的会计对象时比较难于说通。为了使会计对象

的提法适用于各部门各单位，他们认为自己的

提法是比较灵活的。
四、会计方法问题。会上比较集中地讨论

了货币计价这一方法。大部分同志认为，以往

虽然在论述会计的专门方法时，也把货币计价

当作一个专门方法，可是几乎没有一本会计著

作，对这个方法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这主要

是由于我们接受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即：
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价格是稳定的，不存在

估价问题，因而也不需要研究什么计价标准。
这样一来，研究估价问题，特别是批判地吸取

资本主义估价理论中的有用部分，就成为会计

研究的一个“禁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

计核算是否存在货币计价问题？实际成本是否

能永远保证如实地反映资金运动？除实际成本

以外的其他计价标准是否都应当否定？大部分

同志认为，这些问题很值得加以研究和解决。
有的同志则认为，会计核算的特点就是价

值的核算，因此，货币计价贯穿整个会计方法

的始终，成本计算、复式记帐等会计核算方法

都离不开货币计价，货币计价是会计本身所固

有的，不必列为一种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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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小同学问我：“俺

老师在作文簿上批道：写文

章不要象记流水帐似的。”

……请问什么叫流水帐？我

向她解说清楚之后，联想很

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

人说我国是数学之乡，也有

人说我国是珠算之乡，并且

做过许多令人信服的历史考

证。那末，与数学、珠算紧

密相联的会计，我国是不是

也是会计之乡呢？我从事会

计工作近40年，解放前在会

计师事务所工作时，接触过

许多工商业会计，他们百分

之八十以上都是记上收下付

的中式帐。对这个问题我曾

与许多“老龙门帐”会计研

究过，也做了点历史考证。
深深感到我国朴素的会计理

论和复式记帐原理的运用和发展，确实比西方

簿记早得多。这可以从历代文学作品上和民间

流传的成语、谚语上，得到考证。如明 朝末

年，有首引用珠算口诀的山歌唱道：“我和你

来往，指望到九九八十一，谁知道你除三归五

就抛弃。”宋朝诗人黄山谷，第一次把中式帐

“四柱”的术语引用到诗里：“旧管新收几妆

镜，流行坎止一虚舟”。可见我国会计的起源

和发展比珠算还要早得多。反映复式记帐原理

的成语也早就有了，如“有来源必有去路”和

“逢长必短”等，既通俗又浅显地把资金来源

和资金占用必须平衡，和发现一方多了，必然

另一方有遗漏的道理，讲得一清二楚了。
“比喻”是文学作品常用的表达方法，会

计理论方面的问题也常用比喻来表达。解放初

期，美国会计界曾把会计反映的经济活动事项

比作川流不息的水。（注）这个比喻对我国老

（注）立信图书社出版的潘葆墀《会计原则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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