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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

内容概要

　　《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把中国会计思想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会计思想在各个时期的社
会政治经济环境、主要内容、发展特色以及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揭示了各个时期会计思想之间适应
、继承、创新与发展的逻辑关系，并对中国会计思想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尝试性的解释。本题
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导论首先通过界定会计思想的概念，明确了会计思想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其
次分析了会计思想演进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了我国目前对中国会计思想进行从古到今演
进研究的极端薄弱使得本题的研究极具学术价值；最后分析了会计思想演进研究应涉及的主要问题，
如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等。　　第一部分萌芽时期的原始会计思想首先指出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
产生产品剩余是会计思想萌芽和发展的前提，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的生产实践
决定了相应的会计思想形态；接着考察了原始会计思想从模仿自然到脱离模仿实物的过程以及相应的
绘图记事、刻符记事、结绳记事、刻契记事等形式；最后分析了原始会计思想的作用和意义，包括为
后期会计思想所做的历史积累，如计数制、实物计量单位、原始文字等。　　第二部分传统中式簿记
时期的会计思想 首先分析了本期会计思想所处的历史背景，如自然经济占主导、商品经济落后、重农
抑商等以及相应的社会生产发展特点；接着分析了单式簿记思想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发展特色以
及各阶段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分析了单式簿记思想的作用和意义，包括为复式簿记思想所做的历
史积累，如记账符号思想、内部控制思想、四柱结算思想等；最后分析了复式簿记思想的直接背景，
构成复式簿记思想主要方面的人名账户思想、物名账户思想以及平衡思想的主要发展过程及特色。　
　第三部分新式会计（簿记）时期的会计思想首先指出本期处于新的历史环境中，如1840年后中国社
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十分突出，新中国建立更赋予它全新的特点；接着指出会计思想的内容比以
前各期空前丰富，改革思想与改良思想的争论构成了中式簿记改良时期的主要特色；新中国成立后会
计思想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展开了对记账方法、会计属性、会计对象、会计本质等基本问题的
探讨；改革开放后成果迭出，出现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会计学术派别，同时会计研究也逐渐由务虚走向
务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最后分析了这一时期各阶段会计思想的
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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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会计思想的概念界定二、本题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三、从演进角度研究会计思想的现实意
义、理论意义及本题的创新之处四、本题的研究思路及本题的结构第一部分 萌芽时期的原始会计思想
（约5万年前一约公元前21世纪早期）第一章 原始会计思想的背景、形式及意义一、原始会计思想萌
芽和发展的背景二、原始会计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阶段三、原始会计思想萌芽和发展的作用及意义第
二部分 传统中式簿记时期的会计思想（约公元前21世纪早期--公元1905年）第二章 传统中式簿记思想
的社会背景一、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二、重农抑商是国家政策的主
流三、耻言货利是文人们的主流观点第三章 单式簿记时期的会计思想（约公元前21世纪早期-公元1664
年前后）第一节 单式簿记时期会计思想的直接背景第二节 单式簿记时期的会计思想一、商朝（公元
前16世纪--公元前1046年）的会计思想二、西周王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的会计思想三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21年）的会计思想四、秦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
的会计思想五、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会计思想六、三国两晋南北时期（220-581年）的
会计思想七、隋唐时期（581-907年）的会计思想八、宋朝（960-1279年）的会计思想九、元明清时期
（1271-1664年前后）的会计思想第三节 单式簿记时期会计思想的作用和意义第四章 复式簿记时期的
会计思想（1664年前后-1905年）一、复式簿记时期会计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直接背景二、复式簿记时期
会计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第三部分 新式会计（簿记）时期的会计思想（1905-2004年）第五章 中式
簿记改良时期的会计思想（1905-1949年）第六章 初涉基础理论研究时期的会计思想（1949-1977年）第
七章 会计理论研究深入发展时期的会计思想（1978年至今）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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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大意是，度支总管国家的财政，太府总管财物的出入，凡是太府财物的出纳，都应由度支出具
一种凭证--文符，太府按照这种文符规定的内容办理财物收付，度支再凭按验过的文符进行检查，互
相制约，就不会出现错误。　　其次要加强日常核算和定期报告制度，“其出纳之数则每旬申闻，其
见在之数则每月计奏。”　　再次上级部门要加强管理，“皆经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监临，旬旬相承
，月月相继，明若指掌，端如贯珠，财货少多，无容隐漏”。这样既有度支与太府间的相互制约，又
有御史的亲临检查，每旬每月如此，就再不会出现错误了。　　另外陆贽还强调会计分析，对会计报
告进行认真的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无益者，罢废之。有过制
者、广费者，减节之”。　　同时陆贽也看到了用人要高质量，否则“国家大计委于胥吏末流，当给
者无贿而不支，应征者受赇而纵免”。其大意是，如果让品德恶劣的胥吏经管财计，应当支给的，因
为领用人没行贿，胥吏可以故意刁难而不发给；应当征收的，因为缴纳人行了贿，胥吏可以给予免征
。因此他认为度支、太府等经管财务的官吏，应具有高尚的品德，“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人为本
，以财为末；本盛则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　　（五）李吉甫的会计分析思想　　李吉甫
（758-814年），字弘宪，唐朝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
于宰相）；次年转淮南节度使，在高邮大兴水利；之后再任宰相，是唐宪宗时一位著名的宰相，在任
期内协助宪宗平定淮西和浙东藩镇之乱、整顿财政、精简官员、节减朝廷冗费支出，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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