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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有 阶级性 质疑

陈 丰

中国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
,

已成为我国会计改革的目标取向
。

但有的同志对此仍存有

疑虑
。

之所以会出现这 洋的情况
,

归根到底
,

还是由于未能摆脱长期形成的
“

会计阶级性
”
问题

的困扰所致
。

例如
,

汤雄胜同志认为
: “ `

增减
’

好还是
`

借贷
’

好
、 `

定额成本
’

好还是
`

标准成本
’

好
、 `

资金运用 ~ 资金来源
’

等式好还是
`

资产 ~ 负债+ 业主权益
’

等式好
,

… …这些本是无绝对

是非标准的问题
” 。 “

假如我国现在是一个技术经济强国
,

人家要求我们支援和投资
,

我们完全

可以要求对方必须接受我们的会计制度
,

… …这祥
,

我们就没有必要把资金平衡表改成资产负

债表
,

把定额流动资金改称为存货
,

把增减记帐法改成借贷记帐法了
。

… …对中国会计而言
,

目

前的国际化亦不是很光彩的举措
,

… …在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中
,

中国会计学家们的心情将是

十分沉重的
” 。 “

对会计阶级性的说法
,

… …首先
,

有助于建立明确的会计目标
,

我国的会计必须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

这是会计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 ,

并进而提出
“
会计阶级性

转化为民族性
”

的问题
① 。

上述种种思想疑虑表明
,

会计的阶级性问题
,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又

或明或暗地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会计改革向广度
、

深度上发展的
“

拦路虎
” ,

确有必要结

合当前新的历史条件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

在研究会计有无阶级性问题之前
,

首先应当有一个基本认识
,

那就是如何正确理解一门科

学是否具有阶级性
。

有些人往往认为
:

判断一门科学是否有阶级性
,

是看它掌握在哪一个阶级

手中
,

为哪一个阶级服务
。

这样来理解一门科学的阶级性
,

显然是不适当的
。

因为这个标准只

是从这门科学外在的因素来分析
,

而没有立足于该科学 自身
。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事物本身的阶

级性和事物运用的阶级性两个概念
。

因为如果按照为谁掌握
、

为谁服务这一标准来判别一门科

学的阶级性
,

则所有的应用科学
,

包括物理学
、

化学等 自然科学也都具有阶级性 了
,

这当然是不

对的
。

那么
,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呢 ? 我想
,

要搞清楚一门科学究竟有没有阶级性
,

应当透过其纷繁
、

复杂的表象
,

看它是否从最深层次上体现了一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
,

也就是

说
,

这门科学是否基于为某一阶级服务的 目的而存在
、

发展
,

只能为这个阶级服务
,

而不能被别

的阶级所利用
。

由此可见
,

一门具有阶级性的科学所形成的理论体系
,

将具有不同的阶级本性
。

那么
,

依照上述标准
,

会计究竟有没有阶级性呢 ?

从会计的产生
、

发展和存在来看
,

其最直接
、

最根本
、

最强大的动力均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变

化
。

会计并非自古就有
,

它只是当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达到一定阶段
,

基于反映生产耗费和劳

动成果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
。

在这里
,

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

虽然会 计产生后能为统治

阶级所利用
,

但它的产生决非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
.

在其最直接的导源中
,

找不出有维

护阶级利益这样的因子
。

再从会计的发展过程来观察
,

会计先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
,

而后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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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从中分离出来
,

成为一个反映生产力量上变化的独立体系
,

并且始终和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

关
.

生产力水平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
,

会什叹 ? 也随之从最初的萌芽状态
,

成为一个 日臻完

善的科学体系
。

现代会计科学形成
、

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
:

它并不取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

段中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
,

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 日趋完善
。

与此同时
,

一

个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会计体系
,

无疑地又 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

会经济的发展
.

反之
,

一个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会计体系则将对社会生产

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

正是它们之间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

促使会计从它最初的

萌芽状态不断向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水平发展
。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会计的发展观
。

正 由于会

计的产生和发展并非直接来自阶级意志或阶级利益的驱动
,

因而不能认为
,

会计本身是有阶级

性 的
。

至于在阶级社会中
,

会计总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握
,

为巩固和发展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

那

就是另一回事了
,

绝不能据此认定会计本身具有阶级性
。

基于以上的认识
,

再对杨雄胜同志所提的一些观点
,

作一些具体分析
:

首先
“ `

增减
’

好还是
`

借贷
’

好
、 `

定额成本
’

好还是
`

标准成本
’

好
, `

资金运用 ~ 资金来源
’

等式好还是
`

资产 ~ 负渍+ 业主权益
’

等式好
” 。

这些果真没有判别的标准吗 ? 除其中定额成本

和标准成本的关系
, “

资金运用 = 资金来源
”

等式和
“

资产一负债 + 业主权益
”

等式的关系
,

杨时

展教授已经作了简要的分析外
, ②
关于借贷记帐法与增减记帐法的差别

,

余绪缨教授早在 19 78

年就曾作了深刻的论述
: “

借贷记帐法的各个环节是比较严谨的
,

特别是采用这个方法
,

无论从

会计分录或帐户的发生额和余额看
,

都能实现
`

自行平衡
’ ,

形成贯彻始终的平衡体系
,

以此为

依据
,

进行帐簿记录的试算平衡
,

是既简捷而又严密的
。 ’ , ③从而体现了复试记帐法的精髓

。

增

减 记帐法与此不同
, “

在
`

增减记帐法
’

中
,

所谓
`

增
’
和

`

减
’ ,

是从个别对象出发
,

而不是从资金

运动的总体出发
,

因而也就不能严格地把它们当作一对矛盾的概念来使用
,

从而无法把经营资

金 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在帐上如实地再现出来
,

其结果
,

就使
`

增减记帐法
’

的记帐规则
,

帐户

对 应关系
、

一定期 间内帐户的发生额以及期末 的帐户余额无法首尾 一贯地保持着对立统

一
。 ’ ,

④从而从根本上背离了复式记帐法的基本原理
。

可见
,

增减记帐法对 比借贷记帐法
,

无论

从科学性
、

实践性上看
,

不是前进了
,

而是大大地倒退了
,

怎么能说没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呢 ?

其次
,

我国会计改革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是不是不光彩的事? 杨文认为
,

由于今夭我们的

国家还不够强大
,

经济还不够发达
,

有求于人
,

在会计领域才屈辱地向外 国靠拢
; 不然的话

,

四

十多年来我们在会计领域 已形成的一套东西就可以风行全世界了 ! 显然
,

这种想法
,

既不符合

会计发展的历史
.

也不符合会计发展的现实
。

从历史上看
,

500 年前在意大利形成的借贷记帐

法普遍应用于全世界
,

是由于意大利国力强大所致 ? 还是基于其本身内在的科学性 ? 显然
,

原

因是后者
,

而不是前者
。

它说明
:

科学技术无国界
,

国际化必然是以科学化作为基础
。

在我国形

成的增减记帐法之所以得不到国际上的肯定而走向世界
,

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我们国家还不

够强大
,

而在于这一方法本身固有的缺陷
.

再从现实意义上看
, “
会计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语

言
。

在当代国际经济趋于一体化的情况下
,

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国际化的语言
。

随着国际经济一

体化的趋向不断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
,

会计的某些理论和实务趋于国际化也是很 自然的事
” 。

“
正如我国运动员参加国际奥运会比赛

,

要取得好成绩
,

就必须熟悉奥运会比赛的通用规则一

样
。 ’ ,

⑤根本不存在不光彩或心情沉重的问题
。

最后
,

谈谈关于会计的阶级性转化为民族性的间题
。

阶级性
、

民族性都是具有特定含义的

概念
。

阶级性一般是指从特定的阶级立场
、

阶级利益来分析
、

观察问题
; 而民族性则是超越于任

何阶级利益之上的整个民族所包含的各个种族
、

阶级
、

阶层共同利益和伟大 (下转 第 26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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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产业政策
、

贷款归还期限等灵活掌握
。

另

外
,

配合企业股份制的推广
,

应大力发展直接

投资业务
,

积极创办独资或合资企业
,

也可以

对企业入股
、

参股
、

控股
,

用少量资金作为
“
晶

核
” ,

吸 引和带动更多的资金投入
,

形成资金
“

共生体
” 。

三是思维方式及运作方式市场化
。

过 去由于
“

大锅饭
”

的长期熏陶
,

银行不少职

员作风散慢
,

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
。

更有

甚者
,

一些基层行把经营不 力的责任全部推

到政策性业务身上
,

认为只要政策性包袱解

除了
,

银行效益 自然就会上去
。

为促进专业银

行 向商业银行发展
,

必须清除这种怪论
。

同

时
,

专业银行还要加速设备的更新
,

规章制度

也要修订完善
,

机构设置要精简高效
,

使运作

方式灵活
、

快捷
。

四是人事市场化
。

业务需要

增加人员时
,

专业银行应向社会公开招聘
.

平

等竞争
,

择优录 用
。

同时
,

建立行内人刁
`

市场
,

促进各分支机构之间的人才流动
。

要改革现

有的人事制度
,

建立能力
、

实效与职位相匹配

的用人制度
,

使员工各得其所
。

另外
,

为了保

证专业银行员工队伍的精干
,

要兴办各种经

济实体
,

分流人员
.

时机成熟时与专业银行脱

钩
。

第三
,

有利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分阶

段转化
。

银行商业化是初始阶段
,

商业银行是

发展阶段
。

在初始阶段
,

要对专业银行的政策

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进行界定
,

正确划分二

者的范围
,

实行分帐管理
。

在发展阶段
,

国家

开发银行
、

进出口 银行
、

农业政策银行 已经建

立
,

专业银行一方面要完成业务交接
,

一方面

要进行心理调适
.

迅速进入商业银行的角 色
。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后
,

会带来如下变

化
:

一是竞争更加激烈
。

不但有原专业银行之

间的竞争
,

而且有与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
、

光

大银行
、

中信实业银行
、

华夏银行
、

发展银行
、

兴业银行
、

招商银行等 ) 的竞争
,

以及与新成

立的商业银行 (地方组建的商业银行
、

企业组

建的商业银行
、

私营银行 )之间的竞争
,

更有

与外资银行之间的竟争
。

可以说
,

未来的竞争

是多边
、

多角
、

多极的竞争
,

竞争浓度和广度

前所未有
。

二是对效益的追求更上绍虽烈
。

追

求利润最大化是商业银行的本性
,

而对利益

的追求需要专业银行付出很大的代价
,

有时

可能做出较大的牺牲
。

尤其是当效益达到一

定程度时
,

再争取更大的效益就更不容易
。

三

是风险更加扩大
。

市场经济的确立
,

专业银行

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

风险程度增大了
。

因此决

策要更加慎重
、

反复权衡
。

当前
,

专业银行要理直气壮地
“
两手抓

” ,

一手抓政策性业务
,

一手抓商业性业务
,

坚持
“

阶段论
” ,

积极创造条件
,

适时向商业银行转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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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历史条件下
,

各行各业都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
,

创建无愧于 伟大时代的光辉业绩
,

为提高
,

!
’ `厂民族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进行坚持

不懈的努力
。

为实现这 一伟大 目标
,

各个领域的工作应着重强调的是
:

立足现实
,

展望未来 ; 立

足中国
,

放眼世界
,

博采众长
.

为我所用
,

以实现迎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
,

而不是鼓

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族情绪
J

因而具体到 会计领域
,

自然也不存在所谓的会计民族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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