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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专辑

（2022-11）
本辑内容：

1.新中国会计教育界的黄埔军校

2.学会计的三重境界

新中国会计教育界的黄埔军校
张辉 / 2022-10-30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

计视野。

导读：人大在中国会计学术江湖有着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如果说其为武林

盟主，可能感觉有点过溢，但好像也没有哪家高校敢说自己的会计学科地位一定比人大强。

特别是 50 年代人大的会计研究生班，为中国高校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会计师资，很多后

来成长为中国会计学泰斗级的人物。用个有点俗但还比较恰当的比喻就是人大会计研究生

班可以称为新中国会计教育界的黄埔军校。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大会计地位肯定不及 50 年

代，但在江湖上肯定是有一号的山头。

本月中国人民大学迎来了 85 周年校庆，85 个春秋比新中国还要年长一代，但在国内高

校里好像还真不太敢说自己历史悠久，毕竟不管真假自称百年高校的至少有七八十家。但

要比红色基因、根红苗正，追溯到 1937 年陕北公学的人大在国内高校中的地位绝对是首屈

一指，虽然也有个别高校红色基因历史可能比人大更早一些，但在传承上应该比不过人大。

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名字是 1949 年 12 月定下的，1950 年 10 月 3 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这就

是人大在 10 月庆生的原因。

人大在中国会计学术江湖有着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如果说其为武林盟主，可

能感觉有点过溢，但好像也没有哪家高校敢说自己的会计学科地位一定比人大强。特别是

50 年代人大的会计研究生班，为中国高校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会计师资，很多后来成长

为中国会计学泰斗级的人物。用个有点俗但还比较恰当的比喻就是人大会计研究生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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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新中国会计教育界的黄埔军校。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大会计地位肯定不及 50 年代，但

在江湖上肯定是有一号的山头。

一所高校某个学科专业实力比较强，通常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以及优秀的师资传承。

比如厦大会计专业从民国延续到新中国一脉传承，上财则由国立上海商学院、立信会计专

科学校等多家大学高水平会计专业加持。但人大会计可以说完全是在新中国时期平地起高

楼建立起来的，基本上没有从人大前身那里得到什么传承。陕北公学期间（1937.7-1939.7）

目的是培养革命干部，没有会计课程。华北联合大学期间（1939.7-1948.8）法政学院设有

财经系但课表里查不到会计相关课程。华北大学期间（1948.8-1949.12）也查不到开设有

会计课程的资料。只有合并成立华北大学的另一支北方大学（1945.11-1948.8）设有财经

学院可以查到曾开设过会计课程。

人大会计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能有这个奇迹完全是新中国对人大建设定位的结果。

1949 年 12 月中央政府政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对学校的定位就是“为

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

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

会计最狭义、最通俗的理解就是“记账”，记账最初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无论是自己

生活还是做买卖经营，记不记账，如何记账只是自我的需求，与外界无关。今天你去摆个

地摊依然如此。但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你的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你记不记账，如何

记账就由不得你。合伙、股份制经营就要涉及到股东间的盈余分配，特别是国家通过税收

形式也要参与到各种经营行为的分配，这时记账就是必需品，并且不能是自己看懂就行，

要有规则、有标准。当然如果政府收税对你采取定额制，不是按收入、利润等一个变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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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率计算，每月交固定税金，你依然可以自己选择记账或者不记账，记流水账还是复

式账。比如今天个体工商户开个小吃店就可以这样。当生产经营规模到一定规模记账成为

必需品时，记账就需要一定的技术，这个技术你很可能不具备，需要专门找人来干这件事

于是就有“会计”这个职业，基于“记账技术”这个基础后续不断演化、不断扩展就进化

成为会计学科。国家基于税收、统计等需求，市场基于可比性等需求，就需要统一记账方

法和技术，于是就有了法定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个体手工业改造为集体合作社，资本主义

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最后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样全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会计记账基本

就不存在“对私”行为，全部为“公事”，公事公办就必须按政府统一规则操作。

上面为什么啰嗦了这么多“会计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要说明白为什么人大的会计能

在基本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可以一步登天。新中国一成立，甚至在成立之前就已决定

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学习苏联。苏联是当时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标杆，有其独

特的一套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核算体系，会计当然也不例外。虽然苏联会计也不可能

脱离复式借贷记账，但计划经济毕竟与市场经济有着巨大的不同，会计核算自然有很大差

别。单说会计科目设置这一项，会计专家如果以前没接触过苏联体系的会计科目根本不明

所以。而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除了中国传统及传统改良记账法，就是西式记账法。西式记

账法基本都是学习自欧美、日本，日本也是学习欧美，当然这里的“欧”主要是西欧，好

像还没听过说民国时期有哪位会计学者是留苏归来，即使有也没有应用的土壤。所以到新

中国成立全面学习苏联时，中国基本没有学习过苏联会计的学者，各大院校教授都是学习

的欧美借贷记账法。此时应运而生的人大，国家定位就是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授课，

人大自然顺势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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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我国在各个领域引入的苏联专家超过五千人，广泛分布在政府机关、企业、

高校、科研及国防等单位。这其中就有部分苏联会计专家，他们有的在财政部、商业部等

国家部委参与会计制度等顶层政策制定规划，有的到企业担任总会计师等职务指导企业经

营，还有就是去高校传道授业解惑。

1950 年至 1960 年全国进入高校指导教学的苏联专家有近千人，其中人大先后聘请有

98 人，占比超过十分之一，是聘请苏联专家最早、最多的高校。根据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国

情，实际上我国聘任的苏联专家主要是以科学、工程技术人员为主，高校中也是如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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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和俄语、政治占比最高，其他社科专家占比较低，低于 20%。根据《20 世纪 50 年代

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书中统计：“在这 98 名苏联专家中，校长顾问 4 人，哲学 5 人，

政治经济学 7 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10 人，计划统计 5 人，工业经济 5 人，农业经济 3

人，财政贸易 15 人，法律 10 人，外交 5 人，新闻 2 人，档案 1 人，俄语 26 人”。这其中

主要从事会计教学工作的有两位:马卡洛夫和高恩诺夫，还有一位财务教授：毕尔曼。人大

虽然聘请的苏联会计专家不多，但人也以稀为贵，足以支撑人大会计“革命圣地”的地位。

马卡洛夫，这个名字几乎可以说是我国会计学苏联时期的代名词，各种文献只要涉及

到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提到苏联专家名字就是他。马卡洛夫对中国会计界的影响有多大？

仅他提出的"会计阶级性"这个与会计学科自身根本没什么关系的问题，就让中国学者为此

吵了几十年。这么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关于他生平履历资料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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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会计研究生班虽然一共仅举办三期，但从这里面走出了阎达五、王松年、阎金锷、

杨宗昌、毛伯林、石成岳、贺南轩、王庆成、夏乐书、汪家祐等众多著名会计学教授，博、

硕导。可以说真正做到了那句“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我为荣”。关于人大会计

研究生班具体情况以及他们的学习生活，2011 年贺南轩教授在张为国教授的协助下完成了

《会计名家贺南轩回忆录》，作为人大会计成长发展全过程的亲历者，该书不但内容丰富

而且还配有非常珍贵的历史老照片和档案资料。回忆录由《财会月刊》编辑成电子书在网

络分享。此外，《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收录有毛伯林、杨宗昌、王松年、汪家祐、

夏乐书五位教授的回忆（本文后附相关段落节选）。王庆成、贺南轩两位教授也已完成口

述历史，相关记录文稿已发布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官网，将收录入《会计口述历史》（第

三辑）。上述教授的回忆可以把我们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从中了解他们学习的课程，

苏联专家的教学过程，感受他们之间珍贵的师生情，这里就不再赘述。

前面说了这么多建国初期人大会计有多牛，可很多人并不知道人大当时根本没有会计

系，也就是说五十年代人大虽然有会计研究生，但并没有全日制本、专科生。人大设有簿

记核算教研室（后更名为工农业会计教研室、贸易会计教研室、财务会计教研室）隶属于

财政系，为会计研究生及其他专业讲授会计课程。人大研究生班第一期学员，后留校任教

的高治宇在其著作《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中记述：

现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簿记核算教研室的发展情况为例，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经济研究室，于 1950 年 6 月成立会计小组，最初成员有 7 人，同年 7 月 22 日苏联专

家来校正式成立簿记核算教研室，归财政系领导，当时成员 15 人，内主讲教员 6 人，实习

教员 4 人，资料员 1 人，研究生 3 人及口译 1人。两年后，该室成员已增加到：教员 22 人，

研究生 63 人，翻译 7 人，行政人员 7 人，由 1950 年的 7 人到 1952 年发展到近百余人。在

教学任务方面相继成立了工业、农业、贸易、合作四个专业小组，担任十多门不同的课程。

1952 年 10 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周年和中国人民大学建校 2 周年，人大簿记

核算教研室举办过一次“簿记核算展览会”。主要展示簿记核算教研室的发展和工作情况、

苏联社会主义簿记核算的科学性和优越性、我国国营企业簿记核算的改进和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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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人大虽然没有会计专业全日制本、专科生，但却培养了大批工业会计专业函

授生。1951 年 11 月人大决定试办函授专修班，招收北京、天津各有关部门的在职干部，学

制一年半，1952 年开学。人大也是新中国最早开办函授教育的高校。人大函授教育设有工

业会计专修班和专业班，1956 年又增设了学制两年的工业会计函授夜校特别班。

人大会计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会计专业书籍的翻译出版。建国初期人大翻译出版会计专

业书籍有数十种，涉及很多会计领域，不少著作都是边教学边翻译出版，未定版之前就已

大范围传播，所以版本众多，影响非常大。在此简单罗列几种：

《簿记核算原理》

《会计核算原理》

《会计核算原理挂图》

《工业簿记核算挂图》

作者:马卡洛夫

《苏维埃贸易会计核算.上下》

作者:Н.И.伊里因

《国营农场会计核算》

作者:柯贝节夫

《农业机器站会计核算》

作者:米邱式金

《苏联对外贸易业务会计核算与分析》

作者:塔拉索夫

《国家银行会计核算与业务技术 上中下》

作者:墨·佛·包古拉夫斯基，阿·阿·帕维肖尔柯夫

《集体农庄会计核算 集体农庄的复式记帐制会计核算》

作者:毕克

《长期投资银行会计核算与业务技术》

作者:包古斯拉夫斯基

《工业簿记教程》

作者:木·赫·日布拉克

《工业会计核算》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工农业会计教研室编

《商业会计讲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贸易会计教研室编

综上，建国初期人大会计通过聘请苏联专家、举办研究生班、开展函授教育、翻译出

版专业书籍等一系列开创性教学科研活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奠定了人大会计在全国高

校的中心地位。本文在此人大校庆之际也只是做一些粗浅的介绍，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

能有更多学者，特别是人大会计后学们，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专著，也可以开展《马

卡洛夫会计思想研究》等专题研究。

总之建国初期人大会计取得的成就，固然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机遇以及国家的顶层设计，

但其中仍然有很多极具价值的方面值得大家去学习研究借鉴。历史的经验不仅是一种文化，

更是指导我们的行动指南！

再次祝贺人大 85 周岁生日快乐！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1%b1%be%a9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c%ec%bd%f2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2%f8%d0%d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d%b6%d7%ca%d2%f8%d0%d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cc%d2%b5%bb%e1%bc%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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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计的三重境界
徐甘木 / 2022-10-30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

会计视野。

中国的禅语说人生有三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

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其实学会计也是这样。

第一重境界是只知道看分录，死记硬背每个经济业务的具体分录，至于这个分录为什

么要这么做，这么做会有什么影响一概不听不看不知道；

第二重境界是学会看报表了，知道各种分录会对报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重境界是看透经济交易的本质，明白会计实质上是一门语言，和英语汉语没太大

区别，会计准则就像是语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记录经济交易。

商业社会，尔虞我诈，波谲云诡，各种交易每天层出不穷，会计就是一个记录的工具，

将一个一个交易以会计的逻辑记录下来。

商业的本质是赚取买卖的价差，看似简单，其实一买一卖的背后都有完整的商业链，

从如何采购、如何生产出要卖的东西到如何吸引客户来买、如何收款等都涉及大量的资源

调配和商业博弈，这些商业博弈都悄咪咪被会计记录了下来，冰冷的报表数字背后是一个

又一个商业故事。

学会计的人不了解商业，就犹如买椟 du 还珠，就会变成一个极易被替代的记数师。

我们是去记录商业的，却对商业一无所知，就像画家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作家不

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的画家绝不可能成为顶级画家，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的作家

绝不可能成为顶级作家，同样，不知道自己记录的商业究竟是什么的财务永远不可能成为

顶级财务。

如果你还是有所追求的，那么从现在开始，请搞清楚自己记录的每项交易究竟是什么，

企业做这笔交易的目的是什么，这笔交易对企业会有什么影响，是会导致资产增加，还是

导致负债减少，还是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企业整体是向好还是向坏。

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思路会不断被打开，会逐渐向分析靠拢，也会逐渐成为有话语权

的财务，能给业务建议的财务。

始于分录，忠于商业。

沈大龙 编辑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

https://shuo.news.esnai.com/xuganmu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e%ad%bc%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d7%bc%d4%f2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ce%f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ca%b2%f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8%ba%d5%a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f9%d3%d0%d5%df%c8%a8%d2%e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