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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古 人 云“ 男 怕 入 错 行 , 女 怕 嫁 错

郎”。至今我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入

了会计这一行，把“学会计、做会计、

研会计、教会计”作为终生的事业。

学会计

与会计结缘源于儿时父母的一次

对 话，那 是 1976 年 的 除 夕，我 13 岁，

家里仅有的两间茅草房住着一家 7 口

人，父亲在煤油灯下对母亲说 ：“就是

砸锅卖铁也得让儿子上中学，回到生

产队争取当上会计”。当时，我国农村

还处于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社员参

加集体劳动，实行工分制。那时，工分

几乎是一个家庭收入的命根子，孩子

上学、穿衣购物、油盐酱醋等一应开支

均来源于此。我家和生产队的会计家

都是 7 口人，劳动力完全一样，生产队

的出勤也基本相同，按说工分应该一

样，但是会计家每年都从生产队分红，

而我们家操劳一年却还要向生产队交

钱才能过年，这都是由于会计算账存

在问题而导致。无意中听到的父母对

话深深印在我心里，“当一名会计，真

实反映会计信息”成为我儿时的梦想。

我是幸运的，恢复高考后，我报名参

加了高考，当时，对于财务会计专业，

大部分院校只招文科生，仅有少数院

校是文理兼招，作为理科生的我把所

有的志愿都填报了财务会计专业，最

终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会计专业。

做会计

1985 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

家建材局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财务科，

第一份工作就是当出纳。大多数时间

里，我除了收付现金就是在单位和银

行之间奔波，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对我

来说却受益匪浅 ：一是使我在工作中

更加细心，二是清楚地了解了资金运

动和会计核算全过程，三是掌握了财

务工作中的漏洞和不足，有助于加强

内部控制工作。那时，设计院经常把自

己设计的产品图纸卖出去，由别人生

产产品，设计院只挣取图纸转让费。当

蒋占华■

时我就在想，为何我们不自己生产产

品呢？在我的提议下，咸阳陶瓷研究

设计院开始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的尝试，把当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的“柱塞泥浆泵”科研成果，由

转让图纸改变为在院实验工厂加工成

产品出售，后来逐渐实现量产，产生了

很大的经济效益。在此过程中，单位的

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也发生了根本变

化，由经费支出改为试行成本核算，我

参加了成本核算办法全过程制定的整

个过程，并亲自负责成本核算。这次将

会计理论付诸实践的经历让我体会很

深，后来我根据此案例撰写的《卖“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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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售“蛋”》一文公开发表。 

1992 年开始我国会计职称由评定

改为考试。我有幸参加了全国首次中

级会计职称和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

2015 年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从会

计人员职称库中拟选一名首次通过会

计职称考试、一直从事会计工作的会

计人，我有幸被选中，拍了微电影《会

计之路》（在财政部微电影大赛中获得

一等奖）。

2003 年年初，国务院国资委成立

伊始，开始探索新的监管模式来推动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国有企业

设置的“三总师”（即总工程师、总经

济师、总会计师）中，国资委特别重视

财务会计工作，认为中央企业的财务

会计工作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并将总

会计师列入了中央企业的班子成员，

总会计师的地位从制度上得到保障。

当年 9 月，国资委开展了对市场化职

业经理人的选拔工作。这场始于 2003 

年的央企全球招聘，后来曾改变了很

多财务人员的命运。当时我作为中国

材料科工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也参加

了这场竞聘。在海选中，来自国内外   

2 000 多名具有高管资格的考生公开

角 逐，有 些 职 位 比 例 甚 至 达 到 168 比

1，竞争非常激烈。最终，经过层层考

试、测评、国内外媒体公示，我被任命

为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总会计师，获得

了职业上的一次重大提升。此后，由

于表现突出，受国资委公开招聘办和

中组部领导干部考评中心的委托，我

参加了多次国资委公开招聘央企高管

的命题工作，完成了由“考生”到“考

官”的转换。 

研会计

参加工作后，单位并不重视会计工

作，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把会计工作看

作出纳，并不参与企业的核心管理工

作。“一把算盘一支笔”，就是当时会计

的形象。但我认为做会计不但要把工

作做好，更要从理论上研究会计。1987 

年国家科研体制改革，鼓励科研机构发

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在此基

调下，当时财政部、国家科委联合制定

发布了《科学研究单位会计制度》。国

家建材局为使新会计制度能够在建材

行业科研单位顺利落地，拟编写一本讲

解新会计制度的教材讲义，我很幸运地

被抽调到北京担任编写组成员，说起这

次机遇，还要提到《卖“鸡”还是售“蛋”》

一文。当时我很疑惑，一个刚出茅庐的

年轻财会人员。为什么会在全国建材

行业科研单位被选中呢？后来听说，其

实是因为当时部委领导在杂志上看到

了那篇文章，认为作者还是有一定的观

点，应该培养和锻炼年轻的财务会计骨

干。此次编写经历使我的财务会计能

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后来，会计理论研

究逐渐成为我本职工作之外的一大爱

好，从事财务会计工作的三十多年，先

后在《财务与会计》、《会计研究》等国

家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多

篇获奖，1999 年发表的《科研院所转制

中应研究的财务会计问题》被评为当年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学论文三等奖 ；《信

息化 ：管理会计的主要抓手》被评为

2015 年度《财务与会计》优秀文章二等

奖。此外还出版了《最新管理会计学》、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讲解及案例解

析》、《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

究》等 7 部专业著作，并且参与了国家

或各行业等多项会计制度的编写。作

为课题负责人，我还承担了国家重大软

科学研究课题《企业研发费用所得税加

计扣除相关问题研究》等科研项目 10

余项。2014 年，我当选为财政部管理会

计咨询专家和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

员会咨询专家。

教会计

作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领军人才

导 师 和 财 政 部 中 国 财 政 科 学 研 究 院

MPAcc 研究生导师，我在指导学生写

作论文时，经常要求他们要理论联系

实际，同时要有所创新。记得在指导

首期中央国家机关领军企业班一名学

生的毕业论文时，基于选题《国内大型

企业集团推行会计档案电子化案例研

究》，我建议应首先对我国会计档案电

子化的政策环境及实施问题进行阐述，

再以所在集团为例，对如何实现传统

会计档案管理和会计档案电子化并行

运转进行分析，最后阐述集团在试点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并提出相应

的应对措施。该论文最终被评定为优

秀论文。事实上，教授会计对我个人来

说也是一个自我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学会计、做会计、研会计、教会计。

儿时的梦想、不懈的努力最终成就了

我 丰 富 多 彩 的 会 计 人 生。直 到 今 天，

我仍然坚信，从事会计职业是我人生

中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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