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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进行的会计改革，迄今已

有三十多年了，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今天为什

么还提出必须深化会计改革这一课题？在制定指引深化

会计改革的政策时，有哪些政策问题值得重视？深化会

计改革有否红利？这些是本文所要研讨的问题。

一、为什么必须深化会计改革

在笔者看来，这是由于我国会计在前进大道上既存

在一些老问题，又面对着许多新情况所决定的。
（一）先从当前会计工作所存在的老问题说起

当前会计工作存在的老问题，主要有以前说过的三

个方面：

第一，世界的科技史已充分证明，许多科学技术问

题的进步，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方法被看作是

一种更为本质的理论。但我国目前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

还比较陈旧与落后，迄今基本上没有创新。现在被我国

所运用并引为自豪的所谓“实证法”也是舶来品，多数人

在运用它时，仍处于依葫芦画瓢的阶段。
第二，会计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科学与先进的会计理

论的指导。由于受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种转型时代

浮躁风气的侵蚀，会计学界急功近利几乎成风，使我国在

会计理论研究的许多成果和观点上，真正有创新的并不

多，具有很浓的“来料加工”和“邯郸学步”的味道。正因为如

此，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国际地位同我国的国际地位

未能相匹配，对世界会计科学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
事实表明也是这样。如我国会计专家所写的会计论

文，发表在国际前 10 名刊物的屈指可数；还听人说过，

世界有些机构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排名，其结果

是厦门大学在国内排在第一名，而在世界，厦门大学则

是第 268 名。也就是说，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都排在第

268 名之后。
第三，同上个问题相联系，正是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

使得在会计实际工作中，经常会碰到一些老问题与困难而

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下面列举两个事实来证明。
一是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

题，假账真算、假账真查的现象仍比较普遍。
根据以前有关机构的披露，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

面积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它们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乃至于有些人已经不把会计看成是科学、技术或是艺

术，而把其称之为是魔术或是巫术；还有股票市场因所

谓的包装及造假信息等原因造成的“妖市”或是“猴市”，
使投资者失去了信心。听说有些女青年在找男朋友时，

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你炒股了没有？视炒股如吸毒……
凡此种种，后果是某些领域的经济秩序还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混乱，正在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及社会的

和谐，老百姓很有意见。
二是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我国的经济效益

还相当不理想，同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
从历史看，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日并参观了日

产公司在神奈川工厂的生产线，当介绍人说到每个工人

年平均生产 94 辆汽车时，邓小平说：“这要比中国排名

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 93 辆。”意思是那时我国每个工

人年平均只生产 1 辆汽车。还说：“我懂得什么叫现代化

了。”后来，邓小平还说过中国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

除球籍等话。①从现实看，我国不仅是经济效益低，而且

有相当多的 GDP 没有经济效益，即李克强总理 2012

年年底讲过的属于“自拉自唱”。下面让数字说话。②

由于 2008 年以后，发生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各国情

况不同，也不正常，使国与国之间可比性较差，因此选择

了 2006 年和 2007 年。数据来自上市公司的百强公司，

因上市公司百强公司的数据容易取得，一般要经过社会

审计，相对比较可靠；比较指标用能综合性反映经济效

益指标之一的营业收入利润率；比较的对象是美国。
2006 年，美国上市公司的百强公司，利润率为

【摘 要】文章在探讨我国深化会计改革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指出在制定深化会计改革政策时，必须重视三个政策
问题：一是要制定因建立“大会计”学科而进行会计改革的相关政策；二是要推动“对内会计”改革政策的制定；三是应有促
进会计文化建设与改革的政策。文章最后提出了深化会计改革红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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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会计改革及其政策制定有关问题的研讨
———兼谈会计改革红利

①详细可参阅（美）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②详细可参阅张天兵和徐志红所写的“管理红利时代来临”一文，转引自《新华文摘》，2012年第 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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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科学术前沿报告”课题组所写的《文学理论学术前沿扫描》一文，载《新华文摘》2003年
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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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而中国上市公司的百强公司利润率为 4.6%，之间

相差近 3 个百分点；或者说，我国的利润率约只有美国

利润率的 62%。
2007 年 ，美 国 上 市 公 司 的 百 强 公 司 利 润 率 为

8.1%；而中国上市公司的百强公司利润率为 4.3%，之间

相差近 4 个百分点；或者说，我国的利润率只有美国利

润率的 53%，即一半多一点。
再算一个数字。2011 年，中国五百强企业总营业额

约为 36 万亿元，如果平均增加 1 个百分点的盈利，盈利

总额将净增 3 600 亿元。上面提到，我国利润率与美国比，

相差约 3 至 4 个百分点，假如我国赶上美国的水平（以提

高 3 个百分点计算），仅五百强企业盈利总额将净增—万

多亿元。如果是这样，我国的军事费用、养老金、医疗保险

金和保障房所需资金等都能得到统筹解决。
我国经济效益之所以还比较低，这同我国的会计在

讲求经济效益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上述的老问题，表明我国仅是会计大国，而不是会

计强国。
（二）再从会计工作要面对的新情况来看

会计所要面对的、最主要的三个新情况值得大家去

关注。
第一，当今已经进入全球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

信息化的时代，同时，信息是生命、理财是中心，已经成为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种新的理念。由于会计同环境存在

血缘关系，因而这一新环境的出现，相应地要求会计作出

反应，并对会计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这也意味着以往计划

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会计只是一种记账、算账、报账的工

作，以及会计的职能只是反映和监督等的认识已不合时

宜。这要求会计应有适应新环境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第二，2001 年《文学评论》杂志发表了美国学者 J·

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

吗？》一文，提出在电信时代，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

至情书都要消失，即当国际互联网取代了印刷机与出版

商时，本来意义上的文学就不存在了。③

会计虽不能机械地同文学相类比，但不争的事实

是随着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受其影响，

以往旧会计的记账、算账、报账等工作，将被计算机和

网络技术所取代，许多会计人员将无事可做，而成为

“闲人”。因此，有可能造就一支新的“失业大军”。为了

给会计人员找到新的出路，很有必要深化会计内涵和

扩大会计外延。
第三，20 世纪末期，西方有的会计学者通过研究认

为，会计信息基本上同股票的价格无关，因为股票的价

格基本上取决于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会计的作用将被

大大地降低等。这同样需要为会计找到新的用武之地。
总之，无论是从上述会计所存在的老问题看，还是

从所要面对的新情况来说，我国会计只有通过深化会计

改革才能符合时代要求，也才能实现我国的会计强国

梦。这就是说，我国深化会计改革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二、在制定深化会计改革政策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同样，对会计改革起着直

接指导作用的是会计改革政策。这里不可能描绘出我国

深化会计改革政策的蓝图，只是根据容易被忽视的三个

政策问题说点意见。
（一）要制定因建立“大会计”学科，而必须进行会计

改革的相关政策

上面谈到，面对的新形势，以往计划经济时代所形

成的会计只是一种记账、算账、报账的工作，以及会计的

职能只是反映和监督等的认识已不合时宜。那么，其解

决办法是什么？它迫使人们要思考会计如何向财务管理

和企业管理的领域延伸，建立管理与会计交叉融合的新

学科，这就是我们以前所提出的要树立“大会计”观，并

建立“大会计”学科。
建立大会计学科，必将对会计的对象、职能、方法、会计

学科体系及会计人才的培养等产生深刻的影响，传统的会

计及其学科将会“面目全非”。因建立大会计学科所引起的

会计改革，必然要求制定相关的会计改革政策加以指引。
（二）要推动“对内会计”改革政策的制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引进两个新的概念。
20 世纪 50 年代，股份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普

遍化，使市场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被称为高度自由的

市场经济，相应地企业间的竞争变得你死我活。按照会

计在资本市场上所发挥的功能不同，西方国家把会计区

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财务会计因必须对外披露，被简称为对外会计；

而管理会计由于它不必对外披露，被简称为对内会计。
本文也运用对外会计和对内会计这两个概念。有了这两

个概念，便于分析和回答下面的问题。
在过去会计改革的进程中，人们会经常会听到：“会

计改革要纳入经济体制改革的轨道、会计改革政策应该

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相互配套和同步”这样的话。这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否科学与正确？能否做到？

实践表明，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

下，对外会计的改革，往往要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即使在

正常条件下，这种滞后也可能经常发生。这是因为，会计信

息是有经济后果的，会计改革会调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

让既得利益者放弃不合理的所得部分比触动灵魂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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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详细可参阅劳秦汉著《会计伦理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月第 1版。
⑤⑥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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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对内会计的改革则完全可以超前于经

济体制改革，理由有以下两条：

第一，对内会计的改革，它一般不至于触动到既得

利益者的利益而造成混乱，改革的阻力会相对较小。
第二，按照信息系统的观点，会计是一个管理信息

系统，会计信息的供求关系，才是决定会计改革进程的

主要力量，也容易得到所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支持。当

前，为适应竞争的需要，企业对加强理财和提高经济效

益的期盼，呼唤着对内会计的改革。笔者预言，未来必将

掀起对内会计的改革新高潮！

然而，对照我国现实，却有点相反，即对内会计的改

革目前显得比较滞后，也没有明确的领导机构，更没有

改革的目标。笔者的结论是，当前在制定深化会计改革

政策时，对外会计的改革和对内会计的改革应相互配

合、统筹安排。而重点则要强化对内会计改革政策的制

定，以便推进对内会计的改革。
（三）要有推进会计文化建设与改革的政策

有人曾经说到④，世界国家之间贫富的差别，随时间

推移，有越来越大的趋势，现在有的相差甚至是百倍以

上，比如美国与某些非洲国家。其原因是什么？

通过研讨有人发现“态度决定命运”。富国大多数国

民的行为遵循以下规则：把道德作为基本原则、遵守秩

序、廉洁诚信、准时、负责、积极向上、遵纪守法、尊重他

人权利、爱岗敬业、节约投资等。而上述这些所谓的规

则，构成了人们所说的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样，对于

我国的会计来说，离不开先进会计文化的引领，它是今

后深化会计改革的一个新起点。也就是说，必须打造中

国会计人的家园，把会计的文化建设汇入中华文化复兴

的滚滚洪流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从会计大国向会

计强国迈进的理想。
实事求是地说，过去我们比较注重会计准则的制

定，而忽视了会计文化的建设，存在着一手硬，另一手软

的现象。推进会计文化建设，当然要有相应的改革政策

的指引和保证。

三、关于会计改革红利

近期，经济管理学界有人讨论说到⑤，之所以能通过三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那是我们得到了包括“政策红利”和
“人口红利”等在内的所谓“改革红利”。所谓政策红利，主要

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大，通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换来经济的增长。

然而，时过境迁。
就所谓政策红利而言，随时间的推移，原有改革开

放政策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步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过，通过以往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的思想多元

化、利益多元化、信息复杂化、公务员懒惰化、需求膨胀

化，以及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等。正是由于存在这些社

会现象，现在那怕是一项小改革，可能会出现两种人，一

种是反对的、质疑的、看笑话的、挑刺的、声东击西的等；

而另一种人，即所谓的“聪明”人，一般都不敢触及，怕自

己受伤倒下。特别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出现，新的改

革和开放政策的出台经常遇到阻力。有人说过，中国发

展到现在，已经开始撞在前进的墙壁上。在此状况下，今

后的改革需要花更大的勇气，冒更大风险；或者说，我国

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寄希望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具有创

新性政策及所带来的红利就很有难度。
再拿人口红利来说。同样，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趋

势正在表明我国人口红利的基础不复存在。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资料显

示，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超过 1.94 亿人，占全国总人

口的 14.3％，已经进入老年化时代，其结果是造成了劳

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春节后的用工荒，以及有些企业员

工的罢工事件……凡此种种，都无误地传达一个信息，

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利润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未来我国的经济往何处去？也就是依靠什么

来保证未来经济的稳定增长？按有关的说法，技术与管

理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因此，党

的十八大已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其中十分重

要的一条是，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

等。在实现企业科学管理过程中，通过实现管理职业化

的转型，所得到的就是“管理红利”。⑥

现在要问的是，今天所讨论的深化会计改革同管理

红利又是什么关系？这可以有专门的文章进行讨论。这

里只是想说，会计本身就具有管理职能，同时企业的科

学管理所需的信息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会计这一管

理信息系统。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里所讲的话题，

即会计深化改革及其有关政策的制定，都跟管理红利相

关，会计改革也有红利。
会计改革红利究竟有多少？这可以初步算几笔账：

一是“三公经费”所造成浪费的账；二是化公为私的账

（包括贪污受贿等）；三是前面算过的提高经济效益的

账; 四是由于会计不公，挫伤百姓积极性的账等。因

此，可以这样说，会计改革不仅有红利，而且将会十分丰

厚，我们会进入会计改革红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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