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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计专业结缘，纯属偶然。高考

填报志愿时，父亲替我拿主意，填报了

会计学。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市场经济

刚起步，会计专业不属热门专业。在我

的印象中，那时的会计人员就是戴着袖

套，成天拨弄算盘珠子，与枯燥数字斗

智斗勇的“账房先生”。想到自己即将成

为其中的一分子，且以后的“光辉形象”

也昭然可见，我，郁闷了。

峰回路转，当我真正迈进会计大门

时，才发现别有洞天。会计不仅是一门

账务处理技术，更是一门逻辑的艺术。

设计精妙、环环相扣的财务报表，让人

总忍不住去探析数字背后的经济规律和

逻辑。我深深地被会计学的魅力所吸引

和折服。从此，我“迷”上了会计。

从本科到博士，一路学的都是会计。

博士论文的选题，我选了不被大家看好

的冷门领域—— 政府会计。那时我国刚

开始启动政府预算改革，政府会计尚处

在研究阶段，各方面的文献都不太多。

但我觉得研究政府会计有趣且有意义，

它不仅仅是会计技术，且与公共部门核

心部分的整个政府、财政管理、政府预

算和政府审计密不可分。它需要“跳出

会计说会计”，从更宽、更独特的视角，

考虑政府如何合理高效地规划经济资

源。政府预算的本质是什么、预算绩效

评价如何与政府会计有效结合……只有

将这些问题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环境中理解，才能深刻体会和把握

政府会计的运转规律和逻辑，这极大地

激发了我深入研究的兴趣。

毕业后从事财务会计科研工作，压

力很大也很枯燥，经常有科研进展走不

下去的疲惫感，也有遇到瓶颈时的迷

茫。因为热爱，挑战就变成了激励。内

心坚定科研的初心，自己更加坚定了想

做一些有利于政府会计学科发展的事

情，即便这个过程中很多并不计入单位

的考核指标，对于职称评定并没有帮

助，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每当有新想

法表达出来，或者对某个小问题有顿悟

时，自己都会高兴好几天，满满的收获

感和价值感 !

时间飞逝，一晃十年过去了。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会计迎来了春天。

《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

革方案》发布，标志着我国政府会计从

理论探讨真正步入实质改革的阶段。我

国构建了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适度分离

又相互衔接的政府会计核算模式。

政府会计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内

容丰富，涉及领域众多，政策性强，实

施难度大。为了便于政府单位财务人员

理解政府会计“双功能、双基础、双报

告”的核算要求。2020 年，我整理汇总了

大家在执行政府会计实务碰到的一些问

题，以“问答导向”，用通俗的语言、真

实的案例和一问一答的形式，对各类重

难点问题进行分析，主编了《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重点难点精解—— 政府会计实

务有问必答》一书。翻译了罗恩·琼斯

教授撰写的《公共部门会计》一书，目的

是介绍有关国家在政府预算与会计领域

改革的成功经验，以便有助于财务会计

人员理解公共部门领域的关键概念、原

理及逻辑。这为广大财务人员理解公共

部门财务与会计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借鉴

和参考。

政府会计的大发展，需要会计人员

树立起新理念、接受新模式、掌握权责

发生制理念和先进的会计核算方法，才

能确保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能被有效地贯

彻实施。作为研究人员，有责任更有义

务为我国政府会计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

之力。一方面，积极宣贯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使会计人员执行起来不走样、不

偏样，确保会计信息质量 ；另一方面，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结合基层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核算基础薄弱等现实情况，对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总结提炼实施中行之

有效的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

施经验，积极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

我是从事政府会计工作研究的普通

一员，平凡做事，在工作中融入兴趣，为

宣贯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作出一点努力和

贡献，尤为高兴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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