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屆理事會成立以來，在財政部黨
組、主管部長和會長的領導下，
在各位副會長和常務理事的支

持下，中國會計學會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
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踐行科學發展
觀，全面開展會計科研和學術活動，服務
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和會計改革與發展，突
出會員服務宗旨，重視學會自身建設，較好
地完成了理事會確定的各年度工作任務。

圍繞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和會計改革發展需
要開展工作，並取得了顯著成效
（一）配合企業會計準則的建設與實施，

開展了系列重大活動，為準則建設與實施
提供了理論支持。1.完成出版了與基本準則
和近20項具體企業會計準則相關的會計科
研課題。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建設與實施是
一項重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會計理論支撐。
會計學會發揮了特有的智力優勢，開展了系
統的會計準則科研攻關，通過設置一系列
科研課題，將一大批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
的專家學者組織起來，參與我國會計準則
建設。這一系列科研課題的完成和課題成
果的出版，為我國會計準則建設與實施奠
定了扎實的理論基礎。2.精心組織第三屆
全國會計知識大賽，全面提升了企業會計準
則的社會認可度。由2007年1月1日起，企業
會計準則在上市公司實施並逐步擴大實施
範圍，迫切需要全社會了解掌握準則體系。
為此，財政部決定2007年舉辦第三屆全國
會計知識大賽，由中國會計學會承擔具體
組織工作。學會精心籌劃，周密安排，歷時

一年有餘，順利完成了初賽、複賽和決賽。
全國參加第一賽程的人數達到1,031萬，其
中44,325人獲得一、二、三等獎；中石油等
八個代表隊分別獲得決賽團體一、二、三等
獎。本屆全國會計知識大賽的成功舉辦，實
現了「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及相
關法規，宣傳會計準則，普及會計知識，擴
大會計工作社會影響」的目標。3.開展大規
模深度培訓，推動會計準則順利實施。企業
會計準則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業
實施後，中國會計學會針對實施中的重點、
難題，連續舉辦了10多期高端培訓班，為從
事會計理論教學與研究的人員、會計監管部
門以及各類企業的會計人員提供了近三千人
次有針對性的深度培訓。培訓班由於主題
突出、師資權威、講解透徹，得到了全國會
計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高度評價，樹立了中國
會計學會權威、高端培訓平台的良好形象，
為會計準則的順利推行提供了保障。與此同
時，中國會計學會配合以「兩稅合一」為主
要內容的稅收制度改革，開展了新稅制培
訓班，為稅收制度的貫徹實施發揮了應有
的作用。
（二）開展國際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重

大理論問題的系列研討活動，形成了「公允
價值計量不是導致金融危機根源」的研究成
果。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給實
體經濟帶來了沖擊，同時也給財務、會計工
作以及相關理論帶來了嚴峻挑戰。公允價值
會計成為了國際社會指責的對象，並引起了
G20峰會的關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會計
學會從三方面展開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的

相關研究：一是組織了「金融危機對我國金
融企業的影響分析」、「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相
關問題研究」、「公允價值計量研究」等18項
財政部定向課題。二是發動各專業委員會以
及會計理論界、實務界，舉辦「金融危機與公
司財務專題研討會」、「公允價值與穩健性專
題學術論壇」等系列研討，七屆四次常務理
事會針對金融危機、風險控制等重大問題進
行了專題研討。三是通過學會會刊《會計研
究》雜誌，圍繞金融危機形成、防範與應對
措施，以及公允價值的順周期效應等主題，
發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論文。經過長達一年多
時間的高強度研究，從不同角度以大量的研
究例証，明確提出了公允價值不是導致金融
危機根源的結論，出版了《金融危機下的財
務與會計問題研究》等專題文集，在我國會
計理論界和實務界發揮了引導作用，為我國
制定金融危機和公允價值會計相關政策提供
了重要依據。
（三）高度重視內部控制的理論研究，為

我國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的建設與實施
作出了貢獻。1.開展內部控制系列課題研
究。美國安然公司、世通等案件的爆發，使
企業風險管控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為
了全面提升我國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風
險防範能力，迫切需要將會計控制拓展到
企業全面風險控制。為此，中國會計學會設
立了「企業內部控制操作指引與典型案例
研究」等25個重點課題和「企業內部控制
設計操作流程與方法研究」等25個一般課
題，由內控規範的起草人員和理論界專家
聯合牽頭，組織強大的研究團隊開展深入

中國會計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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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取得了多項重大成果，其中「金融行
業內部控制」等14個課題成果分成七個專
輯公開出版，多項研究成果成為制定相關
內控規範的重要參考。2.組織內控規範建
設相關研討和高層論壇。配合《企業內部
控制基本規範》的出台和內控配套指引項
目的立項難點，中國會計學會財務管理專
業委員會和管理會計專業委員會圍繞內控
規範建設與實施，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理論
研討活動和高層論壇。2008年8月，中國會
計學會在吉林舉辦了「中國財務會計高層
論壇——企業內部控制規範及操作指引研
討會」，就企業內部控制規範體系的立項問
題進行了專題研究。2009年和2010年，學
會先後組織了「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等學
術研討會，深入探討了完善企業內部控制
規範的相關問題，有力地推動了內控規範
的建設；配合《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的
正式發布，2010年5月開始，學會先後在北
京、南京、大連、煙台和杭州等地舉辦了「內
控實施及會計準則國際趨同路線圖」的資
深會員論壇，宣傳內控的必要性，引起了會
計理論界、實務界和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和重
視。3.開展內控規範體系實施的高端培訓。
在五部委先後聯合發布了企業內部控制基
本規範和配套指引後，中國會計學會抓住
這一有利時機，及時啟動了企業內部控制高
端培訓工作，組織了若干期「企業內部控制
規範體系高級培訓班」，為在全國範圍內普
及企業內部控制體系、以及首批實施內控
體系的境內外上市公司做好內控實施工作
奠定了基礎。

會計研究要立足於經濟社會發展和會
計改革的需要，凸顯會計理論的前瞻
性、先導性作用，從實際工作中尋找有
價值的研究問題，以此推動會計理論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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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政府及非營利組織會計研究，
積極推動我國政府會計改革。政府及非營利
組織會計改革是我國實施財政科學化精細
化管理、推行公共財政制度、提高政府透明
度的必然要求，我國在這一領域的會計改革
相對滯後。中國會計學會做了如下工作：一
是改組成立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會計專業委
員會，加強了專業委員會的研究力量；二是組
織了「政府會計改革路徑研究」、「政府會計
準則體系研究」等一批重點科研課題，編輯
出版了《政府會計理論與準則體系研究》等
專題成果；三是多次組織政府與非營利組織
會計領域的專家研討，形成了政府預算會計
與財務會計分離的改革思路。2010年8月，
學會在福建召開政府及非營利組織會計理論
研討會，完成了《關於加快推進我國政府會
計改革的建議》的研究報告，得到財政部主
要領導的高度重視，為推動我國政府會計改
革發揮了決策參考作用。
（五）組織全國先進會計工作者評選表

彰。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湧現
了一大批業績突出、貢獻重大的會計人員，
為了樹立當代會計工作者楷模，塑造會計行
業良好形象，中國會計學會接受財政部的委
托，草擬了《全國先進會計工作者評選表彰
辦法》，承擔評選表彰的具體工作。2008年
學會組織完成了「會計工作者、總會計師、
註冊會計師、會計科研及教育、會計管理工
作者」五個系列50名先進會計工作者評選的
具體工作。2009年和2010年分別組織了「總
會計師、會計管理工作者」系列全國先進會
計工作者評選的具體工作，共選出韋秀長等
10名全國先進總會計師、于延琦等10名全國

先進會計管理工作者。2009年獲獎的10名先
進總會計師和2010年的先進會計管理工作
者被授予全國「五一勞動獎章」。評選表彰
全國先進會計工作者這一重大舉措，引起了
社會各界高度重視，激發了1,000多萬會計
人員的工作熱情，在全社會範圍內掀起了重
視會計、崇尚誠信、依法理財、銳意創新、
敬業奉獻的良好氛圍。
（六）著力開展學術類會計領軍人才培

養。培養會計領軍人才是財政部高級會計人
才工程的重要部分，中國會計學會承擔了學
術類會計領軍人才的培養任務。本屆理事
會期間，學會組織了第二期、第三期學術班
和大賽班學員的選拔，對四個班121名學員
提供了系統的專業培訓，取得了明顯效果。
僅第一期學員，近年來在核心期刊發表學
術論文390餘篇、境外期刊發表42篇；承擔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國家級課題29項、省
部級課題95項。由於學員在專業水平、業務
能力、工作業績等方面表現較好，全部學員
在職稱或職務方面都有提升，特別是11人分
別入選全國青聯委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
貼、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在學術界產生了
良好的示範作用。
（七）引導全國會計理論研究，推動會

計教育與學科建設。本屆理事會確定了會
計理論研究工作總體目標，即「在充分總結
會計實踐經驗並吸收已有理論研究成果的
基礎上，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發展需要、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會計理論
與方法體系」。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目標，
學會充分發揮在會計理論界的優勢和影響
力，引導全國會計理論研究，推動會計教育

與會計學科建設。1.提
倡規範研究與實証研
究並重，強調從經濟社會
發展和會計改革的需要出發開展理論研究。
隨著數理統計理論、統計軟件和統計技術
的發展，西方國家基於其成熟資本市場的
數據，提出了以大樣本統計分析為特徵的實
証研究方法，用於經濟和管理專業的學術
研究。本世紀以來，實証研究方法得到我國
一些年輕學者的推崇、推廣，甚至慢慢一邊
倒地走向實証研究、脫離所研究問題的實
踐、為實証而實証的極端傾向。針對這一情
況，學會通過多種方式引導並鼓勵規範研
究與實証研究並重，強調大樣本統計分析、
案例分析、實驗研究、實地調查都屬於實証
研究的範疇，有各不相同的特點和適用範
圍，應當根據研究主題的實際情況做出合
理選擇。我們強調，會計研究要立足於經濟
社會發展和會計改革的需要，凸顯會計理
論的前瞻性、先導性作用，從實際工作中尋
找有價值的研究問題，以此推動會計理論
的發展。2.評選優秀會計科研成果，積極推
動理論創新。近年來，我們完善了「中國會
計學會年度優秀論文評選」的程序，通過
廣泛徵文、多方推薦、學會初評、通訊量化
評審、專家複審、反學術不端檢查等方式，
評選出一二三等獎若干篇，並將獲獎論文
結集出版，評選的公正性和權威性不斷加
強，「中國會計學會優秀論文獎」的社會影
響逐漸擴大，社會認可度明顯提高。同時，
在學會的支持下，財務成本分會、會計信息
化專業委員會等結合各自召開的學術年會，
開展有獎徵文和優秀論文評選活動。實踐表

為了更好地整合全國會計學術資源、
推動會計國際交流，提高中國會計學
者和研究成果的國際影響，學會順
時應勢，成立了國際交
流專業委員會，制定了完
善的工作制度、配備了專
職工作人員，各項工作正
在按計劃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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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評選優秀科研成果意義重大，可以更好
地推動理論創新，發揮會計理論對實踐的
指導作用。3.編輯出版《會計研究》雜誌，
全面提升研究質量。《會計研究》是中國會
計學會的會刊，同時也是我國的權威會計
刊物和會計研究的重要陣地。在雜誌的編
審過程中，學會積極倡導務實求真的文風，
強調文章的可讀性，增強研究過程和結論的
可理解性，使讀者範圍逐步擴大，雜誌的社
會認可程度不斷提升。根據中國科學文獻
計量評價研究中心一個月前發布的「中國學
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會計研究》的即
年影響因子為0.424，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所列72種經濟類期刊中居第二位，在索
引管理類期刊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認定的22種A類管理學重要期刊中，均名列
第一。4.推動會計教育改革與會計學科建
設。與我國企業會計改革的不斷深化相比，
我國的會計教學在一定程度上滯後於會計
改革實踐，這是世界銀行在《中國會計審計
評估報告》中提出的意見。中國會計學會十
分重視這一問題，積極推動會計教育與會計
學科發展。一是在已有會計教育分會的情
況下，設立會計教育專業委員會，組織全國
較有影響的會計學科點、會計學科帶頭人
開展會計教育和教學研究；二是舉辦「會計
學院院長（會計系主任）論壇」，針對會計
教學方法、教材體系、會計教師交流、會計
學科建設等系列問題進行探索，研究成果
發布到學會網站並匯編成冊，為各教學單
位提供參考。三是舉辦「高校教師會計改革
研修班」，組織高校教師隨時了解、掌握會
計改革與發展的動態和主要內容，推動會計

相關課程和教材的完善。四是推動會計學科
升級。根據我國會計改革與發展的實踐，會
計學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斷提
升，會計學科升級成為一種客觀要求。中國
會計學會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已經得到教育
主管部門的關注和重視。不僅如此，學會還
特別重視會計專業碩士學位（MPACC）的改
革，推動有關培養方案的完善。
（八）加強國際交流，推動我國會計學

術界走上國際舞台。1.整合全國會計學術對
外交流資源，成立中國會計學會國際交流
專業委員會。推動中國會計學術界走向世
界，是本屆理事會成立之初確定的一項重要
工作，也是中國會計事業發展的大勢所趨。
為了更好地整合全國會計學術資源、推動
會計國際交流，提高中國會計學者和研究
成果的國際影響，學會順時應勢，成立了國
際交流專業委員會，制定了完善的工作制
度、配備了專職工作人員，各項工作正在按
計劃推進。2.擴大與主要經濟發達國家會
計界的交往，為我國會計學術界拓寬了國際
視野。一是與美國、韓國會計學會簽署了中
美、中韓會計學會《合作備忘錄》，建立了
長期合作機制，實現了與美國會計學會互派
代表參加對方活動、相互贈閱動態資料和
學術期刊。二是進一步加強了與歐洲會計學
術界的交流，開始探討與亞洲、大洋洲地區
會計學術組織建立新的聯繫和活動機制問
題。學會多次派員訪問了多個歐洲國家，與
歐盟有關會計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三是學會與南京大學聯合舉辦「中國會計
與財務國際論壇」，並利用舉辦學術年會的
機會，邀請中外會計專家進行面對面交流，

都取得了圓滿成功。3.整合港澳台地區會計
學術力量，提升中國會計學者的國際影響。
整合華人會計學者力量，是學會實施「走出
去」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2010年，學會與
台灣會計學術機構簽署了《海峽兩岸會計
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建立了兩岸會計
學術界全面合作的機制；與台灣政治大學聯
合舉辦、並組織國內專家學者66人赴台灣參
加了「第二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極
大地增進了兩岸學者之間的了解，深化了相互
合作。此外，學會還進一步加深與香港、澳
門有關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會計交流與合作，
與香港、澳門會計學者建立了暢通的聯繫渠
道。4.編輯出版英文版《中國會計研究》雜
誌，向國際學術界推出研究成果。為進一步
擴大中國會計學術研究的國際地位和影響
力，便於國際學術界更方便地了解中國的會
計學術研究，2010年學會制定並完善了向國
際會計界推出中國會計研究成果的方案，編
輯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版《中國會計研究》，
逐步優化編審人員結構、吸收國際權威學者
參與指導，徵集體現中國元素、具有國際水
平的原創論文，並加大向國際會計界宣傳推
廣的力度，推出一本代表中國會計學術界的
權威英文刊物、發表一批中國會計學者的學
術成果。《中國會計研究》開始得到國內外
學者的關注。
（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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