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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磕绊绊踏上会计研究之路

我本科就读于一所普通的财经院

校，教学偏重于会计实务。那时会计在

我眼中是分录的魔术，是复式记账框架

下的非黑即白，我并不知道会计需要研

究什么，或者说会计有什么值得研究。 

尽管如此，在本科结束之后，出于

对更高学历的追求，我还是报考了会计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的导师是当时国

内较早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之一，

他的课程里面引入了很多经典的实证

文献。这些文献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会计

的研究领域是如此广泛，用统计学的方

法研究会计指标和经济中各种变量的

关联，竟然能得出很多之前无法得出的

结论。还记得我的第一篇实证论文写的

是《历届党代会的召开对中国 A 股市场

的影响》， 这篇论文得到了导师的表扬，

也让我下定决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遗憾的是，在读博一年之后，导师

因为工作调动无法进行后续的指导，重

新分配的导师研究领域不是会计而是市

场营销，这让我的研究一度陷入了停顿。

我的会计研究之路看起来一片迷茫，我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如期毕业。

勇敢尝试之后的柳暗花明

正当我陷入迷茫时，国家留学基金

委在 2007 年启动了联合培养博士的公

派留学项目。“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

生终将辉煌”，这是我大学时代最喜欢

的一句名言，它在我耳边适时响起，激

励着我去尝试。幸运的是，墨尔本大学

的一位教授对我的研究计划很有兴趣，

并很快提供了邀请函。

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两年，是我一

生难忘的幸福时光。宽松的研究环境和

鼓励创新的教学方式，让我的研究很快

步入了正轨。我的导师从不问我是否可

以做到，只是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让我

去解决。为了能回答他出的每一道“谜

题”，我拼命读文献、跑程序、写报告，

很多思路和方法就在出题和答题的过

程中不断清晰。两年的学习开拓了我的

国际视野，让我学会如何从具体问题着

手去寻找解决方案，并最终形成了两篇

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顺境下的反思与再修炼

回国之后，得益于发表的论文和

导师的推荐，我拿到了中央财经大学的

Offer。依靠前期的积累，两年后我顺利

晋升为副教授。中课题、发文章，一切

看上去顺风顺水。但我开始对所做的研

究心生疑惑 ：我的研究还是一些散点，

缺乏体系 ；看似发现了很多问题，但却

无法解决问题 ；很多研究的选择过于

细枝末节，对实务贡献寥寥。我迫切需

要停下来反思，并重新寻找方向。

2017 年，我 幸 运 地 申 请 到 了 富 布

赖特学者奖学金，前往波士顿大学进行

访问。通过和多位著名学者交谈，我发

现他们和我有同样的疑问，但这些疑问

并没有成为羁绊，反而推动他们去探索

一些会计的基本问题。后来，财政部组

织了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选拔，我再次

幸运地成为首届入选学员，开始为期三

年的学习。我们师从国内外准则制定机

构、学术界、会计师事务所、政府监管部

门、企业、投资机构的顶尖精英，并深入

不同行业、背景和规模的企业实地调研。

知识的极大扩展和看待问题的多元视角

让我对什么是重要的会计问题有了清晰

的答案，未来的研究方向豁然开朗。

在我看来，会计研究最基本和重要

的问题应归于会计准则。如果会计是一

把尺子，那么会计准则就是刻度。如果

全球的尺子要统一，谁来制定这把统一

尺子的刻度是一种重要的权力分配。会

计不仅可以立地，更可以顶天。会计准

则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研讨，

还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思考。

回首我的会计研究之路，感触最多

的是幸运。每当遇到疑惑，总会遇到能

够推动我继续走下去的平台、项目和师

友。不惑之年，终于不惑。满怀感恩之

心再次出发，在会计研究之路上迎风前

行，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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