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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

治。”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商业伦理

的败德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如

何在新时代商科教育尤其是会计教育

中彰显中国智慧，使中国会计教育能

够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

的合格人才，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我们要

立足课程建设“主战场”，科学合理地

安排会计课堂教学。而作为会计学科

之“源”，会计史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在价值引领

方面的作用亟需充分发挥。

然而，当前中国会计史教育的现

状却不容乐观。这不仅表现在，仅有

少数高校开设了会计史课程 ；更主要

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对会计史的学

术旨趣及研究内容等存在诸多误解。

实际上，会计史不是会计史实的堆积，

不是种种会计思想的介绍，不是各色

会计著作的编年纪事，也不是为一些

会计学家作传记，尽管这些都是会计

史研究的重要“原材料”。会计史所要

勾画的，是会计发展的整个历程，也

就是会计事件所折射的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历史是活生生的

人的历史，改变会计史研究中“见物

不见人”的倾向，探究会计对人的意

识、行为的影响，是会计史研究的重

要内容和学术路径。这样的会计史教

育才有可能充分挖掘历史中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教育

本身就有价值引领的功能。梁任公曾

言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者而最切

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

泉也。”笔者认为，全面落实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道德

修养、国家安全意识等思政教育要求，

是会计史教育的题中之义。

历史知识是国民必备基本素养之

一。钱穆先生说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

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

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

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

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

史之温情与敬意。”又说 ：“若一民族

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

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

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

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

并世之力量。”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知

识的“供给”，需要立足于时代的具体

情势。换言之，历史知识也需要与时

俱新。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

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的国民素

质、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已发生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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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地的变化，这就需要通过认真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

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总结

经验教训，形成新的历史叙事，讲好

中国故事。

会计史显然可以为文化认同、政

治认同提供合适的知识。中国古代典

籍中不乏会计文化方面的记录，比

如 ：《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会稽

者，会计也”；《吴越春秋》所载大禹

的“大会计治国之道”；唐刘禹锡《九

华山歌》中的“轩皇封禅登云亭，大

禹会计临东溟”等，都可从会计的角

度印证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民国时

期，潘序伦与徐永祚“关于中式簿记

前途的论战”也值得特别关注。前者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者是本土会

计师，两人虽是论敌，却成为挚友，是

因为他们怀揣共同的强国梦。通过挖

掘“四史”的红色会计元素，可以从会

计的角度探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

秘诀，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

荣传统。比如，早在 1934 年，毛泽东

同志就倡导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

神——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

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

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再如，1958

年至 1978 年间，中国会计界立足国情，

创造出“财产（钱物）收付记账法”“现

金收付记账法”“资金收付记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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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记账方法，进行了独立自主创建

中国会计制度的可贵探索。

通过会计史教育培养历史思维，

无疑也有助于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

提升。史学讲究秉笔直书，不虚美、不

隐恶。因此，我们应着力培养求真意

识，实事求是地看待已取得的成绩和

尚存在的不足。史学研究中的比较方

法，强调以“他者之镜”反观自己。这

就需要进行文明之间的比较与互鉴，

不但要取长补短，还需要做到“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从而养成一种容忍

的态度。会计甚至还是一种修身之道。

宋人刘宰有言曰 ：“士友当亲，而贤否

不可不辨 ；财利当远，而会计不可不

明。”实为人生格言。日本企业之父涩

泽荣一是孔子的崇拜者，他把《论语》

作为经商和立身处世的准绳，其晚年

所著的《论语与算盘》，处处强调义与

利的统一。此外，前述“关于中式簿记

前途的论战”，是论战双方基于平等立

场、从学理上展开的激烈交锋，凸显

了自由、冷静、尊重、包容的学术品

格，树立了学术争鸣的典范，尤其值

得当今学人深思。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认为，研

究历史差不多就是一种“古物收集癖”

的表现，这真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应

该承认，历史学家对于“古物”的兴趣

确实要比其他人多一些，但这并不是

历史学家的主要特征，恰恰相反，历

史学家更加关心现实 ；实际上，正是

对现实问题的关心才让他们去研究历

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真历史都

是当代史。会计史当然也关心现实问

题。近年来引发热议的“扇贝去哪了”、

康美药业虚假财务陈述案等事件，同

样也是会计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新《证

券法》将虚假信息披露的处罚上限从

60 万元提高至 1 000 万元，提高了法

律的威慑力，但根据罪罚均衡原则，

对有些严重犯罪的惩处或许还需进一

步加重。“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

《论语·为政篇》讲 ：“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对

案件的审理以及法律条款的修改，应

汲取历史智慧，及时回应民意（如采

取开门立法的方式），将公民的正当

良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也是对

公民参与国家治理这一天然权利的尊

重。又如，唐代寺院民主、公开的“算

会”制度，也可以为当前热议的财会

监督提供思路，当然也是宪法法治教

育的历史素材。

就国家安全而言，会计史也能够

提供足够的借鉴。欧盟会计战略的变

迁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席位之争

即是绝佳案例。为了应对美国会计霸

权（American accounting hegemony），

欧盟采取了灵活务实的策略和手段，

通过借助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一民

间国际组织，成功改变了长期受制于

美国的尴尬局面，有效维护了自身利

益。另外，当前全球会计标准仍在实

质上为美国所主导，其以资本市场为

主要服务对象的会计研究模式、会计

教育模式和会计实践，不仅应为 2007

年开始并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负重要

责任，也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产

业空心化”的重要诱因。中国会计教

育深受美国会计模式的影响，因此，

未来的发展需尽力避免其带来的不利

影响。

不难发现，会计史天然地包含着

课程思政建设所需的丰富资源。不过，

要想充分发挥会计史的作用，还需要

解决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要清

楚认识课程思政的定位。课程思政并

不等于思政课程。工业化时代的学科

分工造成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

分离，使得教育越来越功利化，这引

起大家越来越多的反思。国外也有学

者批评当前的高等教育，认为“当前

的学术体系歪曲了培训、教育以及学

习之间的区别”，使得大学成为一个

“知识工厂”。课程思政的提出正是对

教育本质的反思以及向育人这一教育

本体的回归。二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投

身会计史研究和教学。按照教育部《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部

署，教师队伍是“主力军”，课程建设

是“主战场”，课堂教学是“主渠道”。

然而，当前会计史研究与教学的现状

恐怕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想要

打造会计史教师队伍这一“主力军”，

就需要充分理解会计史研究在“投

入—— 产出”比方面的困难，并在师

资培养、职称评聘、研究生培养等方

面给与特殊支持。另外，在学生培养

方案的设计中，也需要凸显会计史课

程的重要性，并在大学低年级尽早开

设这一必修课程。相信在多方合力的

推动下，会计史可以更好发挥课程思

政的育人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簿记

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18BGL075>、山

东财经大学 2020 年度课程思政教改专项“会

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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