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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计 理 论 研 究 的 任 务

张佑才

经济要发展，会计要改革、理论要先行。当

前我们的财会工作面临三种新情况：一是经济

管理体制的改变，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经营机

制的转变。国家对企业经济活动由过去以直接

控制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企业经营机制

由过去政府部门计划调节，统负盈亏为主，转向

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我们的财会工作如何适应这种转变，这是一

个新课题。二是企业组织形式多样化，对财会工

作也提出了新要求。过去我国企业组织形式比

较单一，现在企业组织形式有兼并、联营、承包、

租赁、集团、股份制、境外企业等。多样化的组织

形式、对我们传统的财会制度、管理方式提出了

挑战。三是多种资金来源渠道、多种集资方式、

多方利益关系变化，使企业财务关系复杂化。过

去企业经营资金来源只有国家财政和银行，现

在企业可以发行股票、债券集资，还可以通过联

营、租赁、商业信用等多种方式来筹集资金。多

种资金来源，必然带来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分配

问题。企业财务关系，不仅涉及到财政和银行，

还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这就使企业财务关系

大大复杂化了。这些新课题、新要求、新内容，既

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正是我们会计理论研究

的主要课题。

总的说来，会计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两个

方面：一是宏观方面的会计改革，一是基层企业

微观方面的会计改革。

在宏观方面，我们现在的会计管理体制，现

行的会计制度，与发展中的改革开放形势不太

适应，急需改革。

1.《会计法》规定，财政部要管全国各行各

业的会计工作。现在，我们是由国家财政部门直

接管理国营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审批预决算。

这种方式的管理效果不太好，可否采用商品经

济条件下世界通用的社会监督办法，全部交由

注册会计师去进行社会监督，财政部门只管制

定制度和最终审定。如果这样办，将是财会工作

在宏观管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财政部门只管

制定统一的法规、制度，不直接管理企业的财务

会计工作。通过社会监督实行间接管理。

2. 统一财务会计制度，打破行业分割，是

当前的急需。对外开放，外国客商要来投资，意

见最大的是中国国营企业的会计报表他们看不

懂；世界银行每次贷款的第一条意见都是中国

没有会计准则。改革进一步深化，冲击着分行业

的会计制度：实行股份制，没有相应的股份会计

制度，股份制也就寸步难行；企业集团大批涌

现，许多新问题没有制订相应的财务会计制度，

搞来搞去就会乱套；许多高新技术、新兴产业不

断涌现，没有相应的财务会计制度，无法进行科

学管理。统一会计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

迫切的。

3. 宏观的会计管理体制，也是一个重要课

题。

4. 信息是现代化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资

源。国家统计局在抓国民经济核算。会计信息

是经济管理信息的重要来源。现代化经济管理

有三分之二以上信息来自会计。财政部门建立

会计信息中心，统一管理全国会计信息，很有必

要。会计司已经在一些地区试点，取得了初步成

果。怎么建立全国的会计信息中心，怎么利用会

计信息资料，怎么达到数出一门、资料共享，都

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在微观方面，要解决如何通过财务会计工

作的改革，增强企业的活力，真正使企业成为一

个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问题。一切要围绕

提高经济效益转，而不是围绕政府、市长转；会

计工作不仅要能向政府、向上级主管部门交帐，

还要向职工能交帐，向社会、向投资人交帐；要

增强企业财务会计报表、信息、资料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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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监督；会计工作要向提高

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深度进军，要成为企业经

营决策的参与者，当可靠参谋。会计工作水平的

高低，不仅是看能不能按制度卡住不合理的支

出，更主要的是要看能不能为提高经济效益出

谋划策。在企业有困难时，能不能为企业走出困

境找到出路；在企业兴旺发达时，能不能为企业

筹划发展的未来。一个会计人员有没有本事，不

是看跑财政部门要不要到钱，而是看他能不能

为企业想出办法，从内部、从社会想方设法筹集

钱，包括股票、债券、融资、租赁等等一切现代商

品经济所能运用的各种手段，也包括改善经营

管理、进行技术改造、开拓新的市场等等一切现

代商品经济高速运转所必须的环境。本事不是

表现在“关系学”上，而是表现在现代经济管理

的水平上。当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课

题，比如；责任会计、价值工程、投资决策、全面

预算、物价变动会计等等，都可以组织力量，进

一步研究、推广。正如会议上大家总结的那样，

会计要发挥五个作用：参与经营决策，控制经济

过程，监督经济活动，考核经济效果，分析经济

情况。

怎么完成这些重大的科研课题，我想应该

掌握这样四句话：明确指导思想，改进领导作

风，活跃学术空气，组织科研队伍。

明确指导思想，就是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

来统一我们的思想。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

再大一点，改革的步子要再快一点，工作要扎实

一点。在落实那些与改革开放有紧密联系的科

研课题上，要放开手脚，加快步伐，大胆、坚决。

不要左顾右盼，看准了的，就组织力量去干。如

同小平讲的那样，不要把时间耗费在那些无谓

的争论上，干起来再说。会计是一门务实的科

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检验它的标准，应该是看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能不能行得通，对发展生产

力是否起促进作用。对现实经济活动没有用处

的理论，说得天花乱坠，只能是玄学。为进一步

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我们应该借鉴国际上通

用的一切行之有效的会计方法，我们的会计核

算制度，也应该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所有这些

问题，只有在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后，我们改

革的步伐才能加快，我们的理论研究才能出成

果。

改进领导作风，就是要象小平同志讲的那

样，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狠抓落实。要坚决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会计学会是搞学术研究

的，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服从于改革开放的

大前提。所有的活动都要讲究实效，不搞花架

子。每次活动，都应该出成果，不要把精力放在

迎来送往和个人名利上。力戒空谈，务予求实。

多搞一些调查研究，多提供一些有份量的调查

研究报告，多给政策制定当局提供一些咨询意

见。说实话，办实事，当老实人。这就是我们新

一届学会领导成员应有的作风。

活跃学术空气，就是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各种学术流派、学术观点都可以发表和讨

论，要允许和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社会主义是前

无古人的事业，改革开放更是没有先例可供借

鉴。要有一股子闯劲、钻劲，要鼓励大胆探索，不

要怕犯错误，小平同志说了，世界上没有不犯错

误的人，错了就改，仍然是好同志。

组织科研队伍，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组织起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我们会计科研队

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很突出。应该特别注意培

养中青年的理论研究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

破论资排辈的禁锢，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大胆地

发挥青年人的积极性，实事求是地评价中青年

人的科研成果。我们还特别提倡从实践中发现

人才，培养人才。经济管理是一门实践科学，会

计科学更是一门讲求实际的科学。我们有一千

万人员的会计队伍。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

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组织七个

研究组，也是为了更好地组织起一支会计科研

大军。每个研究组研究一个方面的专题，有带头

的专家，也有取得出色成果的中青年，还有愿意

参加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只有有了

广泛的科研大军，我们才能在研究工作上取得

更大的成果。

（摘自《会计研究》199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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