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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会计研究
应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究与国际研究、在国际会计准则框架

下准则遵循与准则制定话语权之间

的关系，提升会计工作咨政建言能

力，构建会计工作发展新格局。

二、以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为指引，开展财会监督体系研究

《纲要》提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

类监督贯通协调，形成常态长效的监

督合力，使监督体系更好融入国家治

理体系。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将

财会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战略高度上，赋予了财会监督工

作更高的使命和更深的内涵。因此，

“十四五”时期，围绕完善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的目标和要求，如何在党内

监督为主导的监督体系下，构建更加

完善的财会监督体系，需要从财会监

督的基本概念、内容构成、制度体系、

工作机制、实施路径、监督规则以及

与国家其他监督体系的贯通与协同

等方面，深入开展基本理论和应用研

究，发挥财会监督在查处财会领域违

法违规行为、维护规范的市场经济秩

序、推动财税政策提质增效、保障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

三、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为导

向，开展科技创新与管理会计研究

《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纲要》

深刻分析了我国“十四五”时期所面

临的国内外基本环境，阐明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指导思想

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科

技创新、产业体系、市场格局、市场

经济体制等 17 个关键领域的发展战

略、建设目标和内容与实现路径，明

确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规

划实施保障体系与机制。“十四五”

时期，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各

个领域高质量发展，为会计领域的研

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笔者认

为，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一、以加强党对会计工作的全

面领导为指引，开展会计工作咨政

建言能力研究

根据《纲要》提出的必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的原则，会计工作必须加

强党的统一领导，即要在具体会计工

作（会计实务工作和会计研究工作）

中贯彻党的意志，立足新发展阶段，

为各类决策主体提供决策信息依据，

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经济性、有效

性。在会计工作布局上，要以贯彻新

发展理念为指导，统筹会计工作实务

与理论研究、政策制定与政策研究，

解决当前问题与前瞻性研究、国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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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

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

强国。科技创新投入和研发投入的

持续增长、激励、评价等管理体制与

机制建设，成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的关键，由此，“十四五”时期，加强

科技创新与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应用

的深入研究是会计研究与会计工作

创新的重要领域之一。其研究重点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科 技 人 才 资 本 会 计、

科技创新战略成本管理、科技创新

质量成本管理、科技创新投入绩效

评价、研发持续投入的激励机制设

计、科技创新人才的激励制度与机

制设计等问题。

四、以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

经济发展为导向，开展数字化会计

研究

《纲要》提出，激活数据要素潜

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

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

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技术、数

字化产业和数字化转型的纵深发展，

将数据资产变为单位的关键资产（资

源）之一，由此，“十四五”时期，需

要加强数字化会计研究，从基础理论

和应用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开展基本

问题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数据资产

的取得、加工、使用、交换、处置过

程中的会计确认、计量、报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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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 ；以不同技术应用场景为依

托的事项会计研究，如区块链会计、

云会计、智能会计等 ；以数字化平台

为依托的管理会计研究，如数字化成

本会计、决策会计、控制会计、绩效

评价会计、战略管理会计等。

五、以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为

导向，开展可持续发展会计研究

根据《纲要》提出的“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

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

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结合我

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在生产、分

配、流 通、消 费 等 各 个 环 节，都 必

须以节能减排、绿色文明为基本约

束，实现生态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因

此，“十四五”时期，环境会计需要

以推动和服务于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深入开展基本理论与应用

研究，具体会计形态包括但不限于

绿色会计、碳会计、绿色审计、碳审

计、ESG（ 环 境、社 会、治 理 ）与 可

持续准则、环境成本会计、环境管理

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与报告等。

六、以提高政府经济治理能力

为导向，开展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与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研究

《纲要》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

体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高政

府治理效能。完善标准和“摸清家底”

是提高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基本保

障，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和政府综合

财务报告是这一基本保障的基础。由

此，“十四五”时期，应深入研究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相

关问题，重点关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体系的继续健全完善和有效实施、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规则和技术手段

的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等，

由此更好地为政府预算会计信息、财

务会计信息和成本会计信息的分析应

用，更好地服务政府预算管理、资产

管理、债务管理、绩效管理，提升政

府部门经济治理、财务管理水平和财

政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信息支撑。

七、以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导向，开展会计基础性重点问

题研究

《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推

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会计基础性问题研究应以新发

展阶段为立足点、以新发展理念为

指导、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创新驱动

力，全面深入开展重点问题研究，具

体包括 ：一是从会计职能层次的角

度，加强对政府治理体系与会计发展

的关系、宏观经济管理与会计体系构

建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 ；二是从

会计学科建设的角度，深化对财务会

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内

部控制等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的探

索，从而深化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

会计学科供给侧改革 ；三是从新技

术应用的角度，深入研究新技术手段

对会计工作转型和会计教育方式创

新的影响，探索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

会计人才结构、培养模式、学科专业

创新等问题 ；四是从会计职能拓展

的角度，深入探索会计与经济体系发

展的关系、会计与社会体系发展的关

系、会计与制度体系发展的关系等重

大理论问题。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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