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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导师
吴水澎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
,

首先必须 回答什

么 才是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这个最为基本的问题
。

先

说什么是理论 ?这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去理解
。

历

来我们认为
,

理论和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对

最基本的范畴 (概念 )
。

毛泽东说过
: “

真正的理论世界

上只有一种
,

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
,

又在客观实际中

得到证明的理论
。

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

的理论
” 。

这句话直到目前仍然是经典性的
,

也适用于

会计理论这个概念
。

问题是会计有没有理论 ?这是建立

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的前提
。

但这个问题在会计学

界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

长时间以来
,

存在着一个误区
,

有些人总认为会计

是一种
“
技艺

” ,

是一种打打算算的工作
,

可 以通过师徒

式的手把手的方式传授
,

会计无理论可言
。

这种观点在

国内外都曾有过
。

这种观点的产生和存在
,

不能不是我

国会计理论研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 因
,

今后也可能会

成为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征途中的障碍
。

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

人们为了改造
、

保护和恢复客

观世界
,

就必须认识世界
。

会计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

象
,

是一种有 目的的实践活动
。

为 了使会计符合人类的

需要和 目的
,

人类就必须认识会计
。

会计理论的实质就

是人类在会计实践的基础上对会计的理性认识
。

我们

曾给会计理论下了一个定义
,

即
“

在会计实践基础上
,

通过思维等一系列 活动
,

所形成的关于会计的理性认

识
,

它反过来指导会计实践
。 ”

除此之外
,

现实中又有一

些人认为
,

会计是 一门经济定量方法的应用科学
,

而方

法科学无理论可言
。

对于这样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

因

为方法也是科学
,

在某种意 义上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科

学 ;而任何科学都有其规律性
。

通过我们对方法的理性

认识
,

也会形成为方法的理论
,

世界上很多方法学科都

是属于方法理论的科学
。

我们肯定 了会计不仅有理论
,

而且还 必须十分重视会计理论对会计实践的指导作

用
。

因为如果不重视会计理论的重要作用
,

建立有中国

特色会计理论也就不是十分迫切 了
。

对此
,

恩格斯说

过
: “

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去提出问题和解释问

题
,

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
。 ”

党的
“

十五大
”

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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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
: “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理论指导的党
。 ”

当我们肯定了会计理论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之

后
,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怎

样较为具体地加以界定 ?会计理论的中国特色
,

概括地

说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

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
。

进

一步说
,

现在我们的最大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

阶段
。

正是由于我们处于这样的阶段
,

也就使得我国在

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
、

形式与特点
、

经济体制
、

国 民经

济发展的状况
,

国家长期经济政策
,

财政
、

税收
、

金融
、

外汇
、

外贸体制
,

企业资本来源与资金市场
,

企业的规

模
、

复杂程度与经营管理水平
,

对外经济交流与往来
,

乃至 于世界观
、

立场
、

观点和方法等方面
,

与别的国家

和地区有所不同
,

因此我们的会计及对它的认识
,

既有

共同的一面
,

又有不同的一面
,

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

的会计理论
。

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还可 以具体地从

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

(一 )从理论的内容上来看
,

它一般应包括理论的

研究方法
、

理论的框架内容
、

基本观点
,

等等
。

而所有这

些 又应该是当代的
、

中国化的
,

又是马克思主义的
。

这

几方面
,

它们既有其特定的内涵
,

又都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

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
、

理论内容框架
、

基本观

点等问题
,

除基本观点我们已有专门的文章讨论外
,

其

他问题将在下面有关问题中进行简要的探讨
。

在这里

先就当代的
、

中国化的
、

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等问题谈些

基本看法
。

先从
“

当代的
”
这个问题说起

。

目前我国还处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
,

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

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

因此
,

所谓

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中
“

当代的
”

这个特性
,

不仅

是指现在这个概念
,

而且还指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时代要求的理论
。

也就是说
,

当代的会计理论除了必须

反映社会主义本质
、

为社会主义服务外
,

还应注意到既

不能脱离当前的现实
,

但又必须摆脱自然经济
、

计划经

济体制的影响
、

束缚和限制 ;相反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这一最终目标作为参照
,

审视和检验既有的会计理

论
,

实现会计理论的更新和变革
。

会计理论的现代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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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

的
” ,

除了上 面的论述 以外
,

最主要 的是我们的会计理

而所谓
“

中国化的
” ,

前面 已提到过
,

应是从中国的 论应当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
:
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

国情出发
,

符合中国实际
。

当前
,

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 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正确地解释历史和革命中所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这里就存在着一种历 发生的实际问题
,

能够对中国的经济
、

政治
、

军事
、

文化

史的必然联系
,

即应当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
,

并给予理论证明
。

这就是我

主义理论为立论基础
,

来创建我们的会计理论
。

只有这 们的会计理论也应符合马克思 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

种理论才是中国化的
,

也才能指导中国会计的实践
。

平理论所体现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现在某些人看到别

那 么
,

为什么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时
,

应 人在研究会计理论时提到要运 用马克思 主义就不舒

当把邓小平理论作为立论基础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服
,

认为这是一种极
“

左
”

的思 潮
,

对此
,

我们应正确地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是对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继 予以对待
。

承与发展
,

是我 国关于改革
、

开放的理论
,

是当代中国 我们想引用胡绳同志的一段话来加以回答
,

尽管

的马克思 主义
。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
“

十五大
”

报告中指 他说的同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一 回事
,

但其道理是相通

出
,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
, “

在当代中国
,

只有把马克思 的
。

胡绳同志说
: “

我的一个比我年轻的老朋友和另一

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 个也曾相识的朋友宣告说
,

要告别革命
。

其意似乎一是

论
,

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要否定历史上一切政治革命 (大概工业革命不在被否

问题
。 ”

那么
,

从会计的角度来说
,

我们的会计理论是在 定之列 )
,

这恐怕只能表明自己的狂妄
,

二是要表示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的会计实践所形成的
。

赞成以后再有革命
。

我想
,

一个人发誓再不同任何革命

过去
,

在这一方面
,

我们曾有过深刻的教训
,

我们曾经 发生关系
,

这只好由他
。

但是如果此人竟以为革命将因

把会计理论建立在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理论基础之 为他的
`

告别
’

而 不再发生
,

未免过于幼稚
,

至少与科学

上
,

提出了只算政治帐
、

不算经济帐的 口号 ;我们也曾 研究相去万里
。

如果此人所要告别的革命只是某种具

经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

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 体形式的革命
,

那么大声喧嚷
`

告别
’

以哗众取宠
,

其见

义
,

把同商品经济有联系的会计理论与方法全部斥之 识与死抱着某种特殊形式的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其实是

为资本主义的东西
,

并批判得
“

体无完肤
” 。

还有一种观 一样的
。 ”

我们同样也可 以说
,

如果有人说可 以不用马

点认为
, “

外国的月亮总是 比中国 的圆
” ,

主张
“

全盘西 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会计理论问

化
” ,

等等
。

所有这些
,

使我们会计理论的发展走了许多 题
,

这只好由他
,

但却不能反对别人在研究会计理论时

弯路
,

使得我们的会计理论无科学性可言
,

甚至是反科 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因为我们相信它是

学的
。

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时
,

我们应对此认 科学的
。

真地进行分析和反思
。

在讨论和 建立我国会计模式及 (二 )从会计理论所表现的形式来说
,

现在有些人

有关理论时
,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
,

应当体 认为
,

没有大部头著作就不能算是理论 ;有了著作
,

但

现社会 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特点和要求 ;必须 没有 一整套抽象的逻辑推理也不能算是理论
。

我们认

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

会计的首要任务是为 为
,

这都是从形式上看问题
。

其实理论的表现形式是多

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服务
。

种多样的
,

在这方 面已有人进行过概括并举过以下例

所谓
“

中国化
”

的
,

这除 了上 面已 经指出的要从中 子
:

像马克思 和恩格斯
,

既有大部头的著作
,

而且有各

国的国情出发以及符合中国的实际外
,

还应当理解到
,

自的范畴和逻辑推导体系
,

这当然算理论 ;像毛泽东
,

如果它不同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
,

不能取得一定的 他留下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

民族形式
,

不能最终实现民族化
,

并且具有中国作风和 题而写的
,

同时又有系统的阐述
,

当然也是理论 ;孔子

中国气派
,

那么这种理论一定是相当抽象空洞
、

没有力 是举世闻名的大思 想家
,

但他的理论则是另一类
,

像

量的
,

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

第一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 (论语》这样的著作
,

既不是他个人撰写的大部头专著
,

会主席亨利
·

本森在 1976 年荷兰会计师协会的 一次 也没有进行系统逻辑的推导
,

但现在大家也认为它是

会议上说得很坦白
: “

从国内准则到国际准则的距离
,

理论
。

由此看来
,

会计理论从其内容到体系的建立
,

也

看来似乎是短的
,

但存在着严重的
`

鸿沟
’ 。

每一个国家 不必拘泥于什么形式
。

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
,

看一个理

的人民偏爱他们的方法
,

好象他们偏爱他们国家的食 论是否有科学体系
,

首先要看它是否有科学的世界观
、

物
、

酒和风俗习惯一样
。

一种更可怕的障碍是各国政府 方法论作为哲学基础
,

或贯穿于各个理论观点的基本

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主权
,

没有 一个政府肯把自己有权 线索 ;有没有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或基本理论问题 )
;

决定的事让给别人
。 ”

这些话值得我们很好地玩味
。 、

有没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
,

等等
。

这就是会计

至于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应当是
“

马克思 主义 理论的形式应该
、

也可以做到
“

百花齐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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