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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时代已然到来,它对人们的思维、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着颠覆性的变革,会计文化如何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口

弯道超车？如何与时俱进,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自身价值？如何在世界会计文化中确立领导地位？这是我们每

个会计人必须深度思考、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中华文化的独特先进性；会计文化的特色；优势；未来的发展趋势 

 

1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和文化,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强劲的生命力,即使在某

一时期经受挫折,依然会在之后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并再次

崛起。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合乎“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

高智慧。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基因强大,特别是在中国

近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引领和推进作用。 

中国自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

最为成功的一次经济改革运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办法

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解释,中国改革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堪称世界经济史奇迹,“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中国的发展注定要走一条属于

自己的道路。” 

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摸着石头过河,以本

国先进文化为主,综合运用古今中外的智慧,创造性的解决

了许多世界级难题,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极大的丰

富了中国和世界经济、文化的内涵。 

全新文明的代表——第三次浪潮汹涌而至,互联网+的

时代并不只是工业社会的简单直线延伸,而是彻底地改变方

向,不只是一场技术革命,而是在能源、技术、家庭结构、文

化和其他许多领域发生颠覆性变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所以经济必将震荡原有的文化体系,并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经

济运作的要求,对之做出相应的选择、调整、取舍和转换。 

2 会计文化系出名门,历久弥新,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

扮演重要角色 

1990 年,刘开瑞教授首次提出“会计文化”的概念,会

计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一种,包括会计物质文化、会计行为

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是一种新观念、新思

想、新理论。 

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会计文化,是一种“大会计观”,

强调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包括人类社会组织管理、制

度设计、道德教化、选贤任能、资源运筹、科学计数、监督

检查、绩效考核等诸多方面,深入地考虑和解决了人类社会

生存、发展的许多根本性问题。 

以官厅制为主导的会计体系在西周已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在唐宋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灿烂辉煌的历史长河

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和创造的理财家、变革家,

共同筑就了一个举世无匹的理财思想体系,在世界古代会计

发展史上有里程碑式的贡献。 

中国会计作为独特的文化体系,其最大优势和特色,是

以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宏观意义上的财计管理作为其核心,

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管控。中国会计,揭示了人类社会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在西方国家特有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制度、竞争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等影响下,形成了典型的工商会计

文化,会计强调微观、个人利益、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和借鉴西方的会计理论与方法,

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会计体系,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实践,形成了我国会计理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

面。 

我国会计的发展史,充分显现了会计与经济的互动、催

生作用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式会计的思想价值,对世界会计发展具有原创性贡

献。我国没有盲目照搬国际会计准则,而是从实际出发,控制

固定资产投资,将借款的利息费用资本化,账薄中有期初余

额、借方发生额合计、贷方发生额合计、期末余额,倾向于

现金制的中式会计思想,在世界会计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全

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文化,以此为基础的中国会计文

化,也必将最终成为世界会计发展的引领性力量。 

诚如会计史学家沃尔夫所言,有什么样的会计,便有什

么样的经济；而有什么样的经济,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

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是文明之子,会计是经济之子,故

会计乃文明之孙。 

史实证明：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3 锐意创新,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树立标杆 

会计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

呈现“摩尔定律”中的加速趋势。 

会计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算帐记帐,而是要拥抱科技,

打造智慧财务,向着管理会计、战略财务等高附加值工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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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随着大科学、高新技术以及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计

学发展领域必然会越来越广阔、宏伟、复杂,对“管理会计”、

“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网络会计”、“社会责任会

计”、“资源会计”、“无形资产会计”、“反倾销会计”和“企

业核心竞争力会计”等新领域会计研究是将是未来现代会计

学发展重点。利用交叉学科的碰撞、杂交、嫁接,打破会计

的边界,获得领先优势,才会产生出更适应中国特色的会计

文化。 

创建战略型、价值型财务,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地位,

在公司的执行控制、绩效评价、未来规划、经营决策等智能

化的工作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更高的价值,是以

后会计研究的新方向。 

对此我国会计界要紧扣时代脉搏,在新的历史形势下,

激流勇进,勇于创新,实现会计文化全面赶超,为世界会计发

展做出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颠覆性贡献。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实际是由欧美国家掌控,但是并不

能全部解决我国的会计问题,我国处在转型时期,在政治、经

济、法律等诸多环境与欧美国家有深刻且复杂的差异之处,

许多交易、事项都是前所未有的,是全世界会计的共同课题,

只有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进行打破、拓展、

改进,创新,从中国以官厅为主的会计体系中,探寻更加符合

未来趋势的元素,并将其运用到当今会计体系重构中去,才

能提高自己的话语权,才能打破西方中心论和霸权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不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

且也探索出了一条基于转型国家会计国际化的道路,赢得了

国际会计界的广泛赞誉。 

当今世界正处于变化动荡时期,一强多极的政治经济格

局复杂多变,经济发展方向变幻莫测,我国已经融入世界经

济体系并成为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能否在新一轮国际

会计准则改革中增强话语权、占据主动,这十分重要。 

积极推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建立健全,与国际会计准

则保持对话机制,是我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

会计体制改革、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的具体表现。 

只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

实际情况,国际会计准则才能真正实现其高质量、权威性和

全球公认性。中国也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全

面总结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会计方面的特征和特

有问题,提升我国在国际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

护我国企业及国家利益。 

为此,我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界需要广泛行动起来,在立

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密切跟踪国际准则的最新变化,坚持

“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的原则,这是由我国特殊的政治、

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是符合当前我国会计法等

法律框架和监管要求的。 

创新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新发展,而不是割断历史的

“超越”。立足于国家宏观管理的制度设计、理财思想,集中

资源在大型基建项目、公用事业中调度与管控经验,这对于

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的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

传统理论中汲取精华是重要创新路径,有鉴别地加以对待,

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并结合实际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推动形

成创新理论成果。 

要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战略谋划和顶层设

计,加强会计理论创新、会计实践创新、会计组织模式创新,

把科研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需要从文化上改变对西方会计的过分崇信和自卑,抛弃

轻视会计的观念,通过深刻的文化自省,用更为积极的态度

将中华会计文化推向世界,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引领全球会计向更加科学、有序、深刻及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

豫者、懈怠者、畏难者。 

中国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是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

头班车,“互联网+会计”智能时代全面到来,墨守成规、不

思进取的会计人将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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