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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会计和财务环境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或细

微的变化，面临着一系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

能等都对传统的会计和财务产生了冲击。面对如此

形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守正创新的要

求，研究守正创新的会计和财务涵义，明确其中的辩

证关系，对现行的理论与实务进行扬弃，有助于为我

国会计和财务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本

文尝试对会计和财务理论与实务中的“扬”和“弃”进

行梳理研讨，并对当前的“智能会计”“智能财务”进

行必要的理性分析，旨在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

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鉴于

本文的核心是提出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中应该坚守

的以及应该抛弃的主要方面，所以对创新内容未作

更多涉及；考虑到会计和财务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在守正创新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放在同一个题目

下论述也应该并无大的问题。

二、守正创新关系的哲学理解和扬弃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

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这个报告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中

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全局性的高

度和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同样也适用于我国会计和

财务领域的守正创新。

从哲学的角度看，“正”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内在

规律和质的要求，守正则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

的尊重与遵循，是需要加以坚持的方面。我们同时

也需要创新，而创新就是通过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

旧思想、旧理论和旧方法等进行批判、舍弃、优化而

后提出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做法的过程。守正和创

新是辩证统一的，守正意味着坚持，但绝不是僵化和

停滞；创新意味着必要的扬弃，但也不是全盘否定，

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把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

掉”。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有时是相反相成的关系，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于事物的发展进程。在守正

创新的过程中，在新思想、新理论、新做法出现并能

够经受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时，守正和创新也就达

到了辩证统一。应该看到，虽然创新充满着难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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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创新也会比模仿性创新更难，但是，只要有创新

的意愿和行动，在更多模仿性创新的基础上逐渐积

累，最终实现实质性创新还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讨

论的这种哲学关系，应可用于指导会计和财务守正

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与守正创新密切相关的哲学用语是“扬弃”，其

基本涵义是辩证法的否定，是新质事物对旧质事物

的抛弃与保留、克服与继承的统一。作为一个重要

范畴，黑格尔哲学借助于它完成了全部的逻辑发

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它的合理内核，

建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主张要抛弃旧事物中

消极的东西，吸收其积极的东西，并提高到更新的发

展阶段(刘延勃等，1983)。因而，把扬弃只是理解为

抛弃是错误的，它绝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肯定和否

定的辩证统一。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片面地肯定一

切，也不能片面地否定一切，要把肯定与否定辩证统

一起来。对会计和财务而言，其理论与实务同样都

需要进行扬弃。

会计和财务的守正创新，应是指对其理论与实

务中正确和适应时代要求的方面加以继承、坚持，对

错误和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方面进行质疑、批判、抛弃

的扬弃过程，只有通过扬弃才能实现创新和发展，这

个过程永不止息，也没有终点。客观地看，会计和财

务的理论与实务中既有需要继承、坚持的内容，也有

需要质疑、批判、抛弃的内容，所以对其进行扬弃符

合客观实际。而且，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关

系也非常重要，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把握程度，将深

刻影响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的效果甚至是成败。如

果失去了守正，会计和财务的创新就会失去坚实的

基础和正确的方向，甚至会犯颠覆性错误；如果没有

了创新，会计和财务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对环境变

化的反应迟钝，甚至出现被取代的可能性。从这个

意义上看，会计和财务的“守正”与“创新”或者说

“扬”与“弃”，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同

样是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们同

等重要。当然，我们首先需要辨析其中有哪些是需

要坚守、继承和发展的，有哪些是需要批评、舍弃、改

进和优化的，然后才有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守正

创新。这个观点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精神，可用于指导会计和财务的扬弃过程。

下文先讨论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中的“正”或“扬”，

然后再讨论其中的“弃”，并以此形成一个比较完整

的认识。

三、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中的“扬”

会计和财务中的“正”或“扬”，可以分别从本质

特征、社会属性和政治方向、哲学指引、经典理论、实

践应用和研究态度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它们共同

构成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或扬弃过程中需要坚守的

“正”，如果出现较大的偏离，很可能导致创新迷失方

向进而产生不良后果。

(一)本质特征

会计和财务的本质特征，是它们之所以是会计

和财务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发展进程中始终离不开

的问题，也是首位的“正”或“扬”。对于会计的本质，

国内外素来都颇具争议，学术界至今也没有达成一

致。就我国的情况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

初，学术界曾经开展会计性质和职能的大讨论，甚至

连记账方法有没有阶级性都曾有激烈争论。随后，

杨纪琬和阎达五先生提出“两重性论”观点并逐渐成

为国内的主流认识，尽管争论犹在，但是会计是上层

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

具等认识逐渐被淡化了。随着葛家澍先生《必须替

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

方法”》一文的发表，记账方法有没有阶级性的争论

也趋于平息。在西方，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也是见仁

见智，曾有多达几十种的看法，后来会计的信息系统

观居于多数，成为主流认识，但仍有会计的“艺术观”

和其他观点的存在。一个发人深思的客观现象是，

尽管国内外对会计本质和职能的认识存在分歧，但

却并不影响世界各国开展大体相似的实务工作，这

可以证明会计确实具有独特的性质和职能，而已有

的认识并未达到一致，又可反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还需要继续。我们认为，把会计的本质视为一个

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人造信息系统 (朱元午，

2019)，还是比较符合当代会计本质的。如果可以

这样认为，会计的发展也就应该坚持本质特征这个

“正”或“扬”，离开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其实难言是会

计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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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务的本质，中外学者的认识大不相同。

不论认为财务管理是在一定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

的购置、融资和管理(詹姆斯·C.范霍恩和小约翰·M.
瓦霍维奇，2012)，还是认为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

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荆新

等，2002)，抑或是认为财务学是企业金融学(汪平，

2008)，都改变不了其主要是对资金运动进行管理的

本质，这一本质也是财务创新中应该坚守的“正”或

“扬”。这是因为，对会计和财务的创新评判，要看创

新点或举措是否符合自己的固有本质。我们之所以

把这个问题列为第一位的“正”或“扬”，是因为它关

乎会计和财务创新的基本方向和遵循，需要引起足

够的重视。假如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偏离，是否属于

会计和财务的创新就值得商榷了。

这个问题还关乎会计和财务的学科地位。众所

周知，在我国现行的学科体制下，它们目前还是二级

学科。如果不考虑学科定位中的主观因素，会计和财

务连自己的本质都还没有定论，说不清自己的“学理

基础”，再加上许多基本概念都相互矛盾和其他条件

限制，在当前情况下它们难以成为一级学科应该是可

以理解的。这也许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努力争取，而

是取决于会计和财务自身的理论水平。尽管学者们

可以尽力强调会计和财务的重要性，但理论体系和

学理基础的缺陷，始终是其成为一级学科的障碍。

(二)社会属性和政治方向

不论如何看待或定义会计和财务，只要不把它

们归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承认它们不是单纯的方法

和技术，那就必须承认它们涉及社会属性问题。例

如，服务对象的选择，核算和理财目标的确定，财会

法律法规采取的形式、制定权限的分配，国际化和国

家特征之间的关系等，最后都会归结于社会属性问

题。由意识形态和习惯等所决定，西方学术界通常

都更看重会计和财务技术方法属性，有意无意地忽

视其客观存在的社会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因此，由社会属性和国情所决定，我国会计

和财务都确实需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必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由之路，也是我国会计和财务发展过程中必须坚

守的“正”或“扬”，是不同于西方会计和财务的社会

属性和政治本质。如果缺少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无

法形成会计和财务的国家特征，学术研究和实际工

作也将很难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应该看

到，因近些年大量引进并简单模仿西方会计和财务

理论与实务所导致的技术方法充斥，食洋不化等倾

向，已经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应引以为戒。

当然，我们主张承认并坚持会计和财务的社会

属性与政治方向，并不意味着把西方的理论、技术和

方法都套上政治的标签，只要是科学的、有用的，它

们也可以超越国界，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

这其实也是会计和财务的本质属性所带来的必然结

果。相应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全面领导，这

一“正”或“扬”将使我国的会计和财务形成鲜明的中

国特色，这同时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三)哲学指引

会计和财务的理论与实务都离不开哲学的指

引。哲学对学科或专业的指引作用，存在于有意识

的认识或潜移默化之中。我们看到，西方的会计、财

务大都是在实用主义和概念论的指导下发展的，这一

点早已被一些知名学者所承认。乔伊和米勒(1980)认
为，由于独立学科发展模式是出于对会计与商业惯

例一致性的追求，它强调会计必须服从商业惯例，会

计主要是向商业提供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服务，并且

认为良好的商业惯例已经转变为能导致更多经营业

务的有利可图和有效的做法，这种理念和做法体现

了对实用主义的崇拜。西方的财务也应当是遵循了

实用主义传统，譬如，利润最大化和财富最大化等理

财目标，在它们指导下的从融资、投资、营运资金到

盈余管理的财务体系，还有MM定理等财务模型，它

们其实都无法摆脱实用主义的影响。对于实用主

义，也许我们不宜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也要承认西方

的会计和财务在它的指导下逐步体现出现代化的特

征，这种认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但是，需要思考它们能否指导会计和财务最

终实现科学化和时代化。实践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

续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比实用主

义更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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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

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

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这对我国会计和财务最重要的

启示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与发展的

根本遵循，是我们在哲学思想方面必须坚守的“正”

或“扬”。只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世

界观和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观点作为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创新指南，我

国的会计和财务就一定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

要对这个“正”或“扬”信守不渝，经过不懈的努力，我

国的会计和财务也必将在世界上赢得与大国地位相

符的地位和话语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自觉

地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会计和财务工作实践尤其是

理论研究之中，更应该注意并防止口头上承认实则

怀疑的倾向。如其不然，我们依然会对西方的理论

与实务亦步亦趋，还会继续承受因盲目跟随西方而

产生的种种后果。

(四)经典理论

中外经典文献中关于会计和财务的重要论述，

也应该是需要继承的“正”或“扬”。就会计的经典理

论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簿记是“过程的控

制和观念总结”的论述，应是最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会计性质、职能进行的科学

和全面的揭示与概括；资本运动学说和剩余价值理

论极其深刻地阐明了资本循环和周转的规律，从而

使资本运动及与其有关的经济范畴构成会计和财务

对象理论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关于“簿记的方

法当然改变不了账簿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的论述，

则是把会计方法和会计对象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典

范。这些论述体现了马克思对会计的重大贡献，至

今仍闪耀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光辉。尽管当前环境与

《资本论》写作和出版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这些论述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仍可指引

会计发展沿着“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这两个基本

方向前进，以至实现辩证统一。还有，佩顿和利特尔

顿所著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也是具有世界性影

响的公认经典著作。在这本书里，作者阐述的会计

准则思想以及准则、观念、成本、营业收入、收益、盈

余和解释各章的具体内容，例如会计准则应有系统、

有条理、不偏不倚、不随个人意见而转移，并应与可

以观察的客观情形相符合等观点，即便按照今天的

标准来衡量，其中有许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再有，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如潘序伦、葛家澍、余绪缨、杨纪

琬、阎达五、杨时展等的一些著述中，也含有许多真

知灼见。这些经典论述，都可视为需要继承和发展

的“正”或“扬”。在财务领域，MM定理、有效市场理

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

型和期权定价理论等，或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或

对公司财务学理论和模型产生过重要影响，如果去

掉其中的某些缺陷，例如远离实际的苛刻假设条件，

其财务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依然可资借鉴。总之，

会计和财务的创新与发展，肯定都离不开正确理论

的指导，有些经典理论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是其中

蕴含的科学内涵对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加

以继承和发展。

(五)实践应用

实践既是检验理论正确性和有用性的标准，也

是理论产生的源泉。上述经典理论肯定是它们的研

究者独立思考的结果，可归根结底却是来源于会计

和财务的实践。对于那些长期有用的会计实践经

验，这里主要是指以借贷记账法为核心的会计信息

输入、处理和传输等会计技术与程序，也是需要坚守

的“正”或“扬”。在财务方面，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法

和经验如全面预算管理、资金管理、集权与分权相结

合的财务管理体制等也需要坚持和发展。应该看

到，这些有用的实践都已经经受了长时间的检验，保

证了企业和单位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基本上履行

了会计和财务本质赋予的各方面职能。虽然，当今

方兴未艾的“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以及业界流

行的业财融合和财务共享等，都对会计和财务实践

形成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冲击，但是，这些有用实

践的根基还在，它们仍然是会计和财务中的宝贵财

富，都需要继承和发展，不可轻言代替和废弃。

(六)研究态度

会计和财务的守正创新，在理论与实务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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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离不开科学研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肯定需要坚

守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舍此将很难出现科学正确

的理论和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实践。如果以马克思对

会计的精辟论述为例，和他的一系列其他著作一样，

都是严谨认真、呕心沥血研究态度的结果。“贫困简

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

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

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

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完全损害了马克思的健

康……1883年 3月 14日，马克思在他的安乐椅上静

静地长眠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编译局，197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待

科学研究的态度堪为世之楷模，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经典著述的问世，

不能不说与他的研究态度直接有关。

就专门的会计论著而言，佩顿和利特尔顿的《公

司会计准则绪论》这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作，其前

身是他们 1936年在美国《会计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公司决算表基本会计原理试述》。据作者在自序中

的回忆，“若干会计期刊及美国会计年会，曾将该文

所列每一命题，作咬文嚼字之检讨，而对于若干点意

见之是否允当，亦曾作激烈讨论”(W.A.佩顿和A.C.
利特尔顿，1949)，经过“穷年矻矻，精研不懈”之后方

成此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严谨认真的研究

态度。在我国，葛家澍先生一生从事会计理论与实

务的研究，为后人留下系统的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

学说，还有《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等名篇，一

直到九十多岁还笔耕不辍，他的研究态度非常值得

效仿。郭道扬先生几乎是穷尽毕生精力，夜以继日

地完成了《中国会计通史》这部巨著和其他相关著

述，他对会计史的执着追求精神和认真严谨的写作

态度，同样值得学习和发扬。在财务方面，MM定理

和其他著名财务理论或模型的提出者，也都具有严

谨认真的研究态度。这些举例，说明了研究态度是

决定学术成果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端正的研究

目的和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也应该是需要坚守的

“正”，只有坚守住这个“正”，才有可能产生创新所需

要的指导性理论和实践经验。简单模仿、盲目跟风、

猎奇实证和浅薄浮夸等研究态度必须抛弃和扭转，

如其不然，不仅不能练就经典著述的“钢铁”，还会贻

害甚广。

以上讨论了会计和财务发展过程中应该坚守的

“正”或“扬”，它们都是需要努力坚守和不可偏离的

方面，在当今的环境下依然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当

然，这些也不意味着应该是一成不变和停滞不前的，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都需要随着环境的变迁有所改

进、优化和完善。只有如此，会计和财务才能不断前

进，并通过守正创新实现科学化和时代化的目标。

四、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中的“弃”

问题总有两面，作为另一面，我们还需要研究现

行会计和财务体系中应该“弃”的内容。不论是实质

性还是模仿性的创新，往往都起源于对已有理论和

实践的质疑和批评。下文讨论的内容将努力体现出

这种质疑和批评的内涵，希望能为会计和财务的守

正创新提供某种有意义的参考。

(一)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及其方法论中的“弃”

IASB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作为“准则的准则”，

在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虽

然美国已不再参与会计的国际趋同，但 IASB的财务

报告概念框架是对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继承

和发展，这一点也不必讳言。如何从哲学的视角审

视财务会计或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一直是被学术界

忽视但却是应该重视的问题。乔伊和米勒(1980)认
为，收益的严格常规定义是根据实用主义“构造”的，

是对所影响商业社会的实际需要作出实用主义反应

的显著例证，是对实用主义的崇拜。对于发展财务

会计概念的方法论，他们认为是一种介于极端的唯

名论和唯实论之间的“概念论”(乔伊和米勒，1980)。
应该看到，虽然概念论具有某些唯物主义的成分，但

其本质仍然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我们需要承

认，FASB和 IASB确实在财务会计概念方面取得了

很多进展，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和概念论具有先天缺

陷，使得它们很难引导会计概念最终实现科学化和

保持前后的一致性。尤其是，过于偏重将提供对投

资人决策有用的信息作为单一的财务报告目标，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排斥了受托责任的重要性，还

有 IASB现有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对现代信息技术

产生的会计影响至今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响应，这些

·· 7



财务与会计导刊（下半月·理论） 2024.6
FINANCE & ACCOUNTING GUIDE

都体现出实用主义和概念论存在的诸多弊端和遗

留影响。我们需要否定或抛弃它们之中的唯心主

义成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而代

之。实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转换，是我国会计和

财务发展之必须，应该引起学术界、实务界和有关方

面的重视。

(二)会计准则中的“弃”

会计准则作为规范会计业务的重要依据，具有

重要的约束作用。而会计准则的目的应在于提供满

足使用者需求的会计信息，其实际效果也只能通过

评估会计信息的质量来衡量。根据 Lev和Gu(2016)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数据，1950-2013年，会计收益

和权益净值对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的解释能力从1950
年的90%降至2013年的50%左右，多重财务指标(包
括销售收入、销售成本、净利润、总资产和总负债等6
个指标)对股票市值的解释能力从 1950年的 90%降

至2016年的50%～60%。黄世忠(2018)也认为，从受

托责任评价的角度看，会计信息相关性是显著恶化

了，其主要表现为受托责任评价对会计信息的依赖

度不断降低。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

出现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我们只能从会计准

则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去寻找。概括地说，IFRS在指

导理念、目标设定、概念提出、表现形式、信息数量等

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朱元午，2020a；2020b；2022a；
2022b；2022c；2022d)。目前，财务会计面临的主要问

题，正如 IASB的前任主席汉斯·胡格沃斯特在他的

卸任演讲中所说：“财务会计野心虽小，却很难实

现。在我早期的演讲中，我曾提及会计存在诸多缺

陷。我们混合使用了现行和历史成本计量法，导致

了各种会计错配。尽管历史成本法具有可靠性，但

是涉及过多主观估计，如对资产使用价值或使用寿

命的估计。此外，无形资产作为企业价值的驱动因

素变得愈发重要，但是目前很大程度上未能在财务

报表中体现。我们无法解释什么是其他综合收益。

虽然权责发生制会计远远优于收付实现制会计，但

却容易受到盈余管理的影响，这正是许多会计丑闻

的根源所在。”①这段话揭示了财务会计中存在的几

个重大问题，发人深思。随着新经济的崛起，越来越

多的首席财务官认为，“按照公认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告特别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只是法规遵从

(Regulatory Compliance)要求的一种摆设，耗费在财务

报告编制和审计的资源纯属浪费，会计已不再被认

为具有价值创造功能，原因在于这种财务报告不能

反映新经济企业创造价值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驱动

因素”(黄世忠，2018)。这些看法虽然不无值得商榷

之处，但也可以提示我们有必要更加客观地看待会

计准则和会计信息的实际效果，并使之重新回归到

真正为使用者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

(三)财务理论和实务中的“弃”

现行财务理论和实务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弃”的

内容：理财目标过于偏重投资人利益，忽视了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权益。虽然各种风险资本提供者是企业

的主要利益主体，但是他们的资源都是取自社会，企

业也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并未在

理财目标中得到充分体现，理财目标的侧重点和经

营者财务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财务体系是以经营者

为主构建的，所有者经常缺位，缺少来自他们的实际

约束和直接监督，导致经营者在财务方面存在许多

寻租空间，甚至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损失，使企业

陷入困境；财务体系中充斥着各种技术方法和理财

模型，这些模型大都是经济要素的数学组合，而且有

许多严格的限制条件，很少涉及影响财务的非财务

因素，这使得公司理财在面对复杂的财务关系时表

现得一筹莫展和无能为力，它们好看却不管用，让人

们怀疑其应用价值；现行的财务体系是一个由筹资、

投资、营运资金、盈余管理等组成的平面和静态的结

构，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迟钝，理财效果远未达到最佳

状态；西方学术界把公司理财当做企业金融学来发

展而淡化其企业管理功能，这是否符合财务的本质，

值得怀疑，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更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应该舍弃这些缺陷，在财务理念、财务体系、理

财目标、理财主体、理财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朱元

午，2022c；2023)，努力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财务管理

体系，并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目标

提供路径选择和实践支持。

(四)研究态度和学术风气中的“弃”

会计和财务的守正创新需要理论与实务两方面

的研究，这就涉及到研究态度和研究风气。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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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的论述中，已经列举了一些值得尊重和效仿

的例如马克思、佩顿、利特尔顿、葛家澍和郭道扬等

名家的研究态度。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一些学

者的研究态度出现了问题。不少会计和财务的文章

只是简单移植西方的理论，遵从国外的范式，照搬他

人的模型；论文选题盲目跟风，论证缺乏学术力度；

一些论著具有强烈的功利倾向，有不少是为了评职

称而作；过度追求数据的相关性和统计显著性，实证

一些没有价值的财会现象；有些作者对文章的社会

责任感淡薄，浮夸渐盛，过于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一些论文缺少属于作者自己的学术见解，甚至抄袭

剽窃等不端行为也时有发生。我们需要努力减少和

抛弃这些不健康的研究态度，坚守研究成果应负的

社会责任，坚守甘当寂寞和穷年矻矻的研究精神，需

要严谨认真和孜孜不倦地追求会计和财务的真理。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风气也值得注意。近年来，本专

业和经济学、管理学的刊物，发表了浩如烟海的会计

和财务文章，还有众多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教材和

专著。但是，人们几乎看不到批评、质疑和争论的文

字，缺少了“百家争鸣”。须知，许多经典著作的问

世，其实都是百家争鸣的结果。我们需要百花齐放

和百家争鸣同时俱在的学术研究风气，只有这样才

有可能培育出学术研究的精品和传世之作。

五、“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中几个问题的理

性分析

当前，以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

的现代科技环境的快速变化，既给传统会计和财务

领域带来巨大冲击，同时也催生了“智能会计”和“智

能财务”的出现与发展。我们既要肯定这些主要体

现在应用层面上的创新，同时也需要有全面的认识

和冷静思考，努力使它们的发展能更好地沿着守正

创新的道路前行。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起伏和会计与财务的首位

智能

人工智能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也经历了几

次明显的起伏。据网上资料记载，从机器定理证明、

跳棋程序等引发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到机

器翻译闹出笑话陷入低潮，再到专家系统模拟人类

专家知识和经验解决特定领域问题又掀起高潮，人

工智能发展历程经历了波折和起伏。随着专家系统

存在的问题，如应用领域狭窄、缺乏常识性知识、知

识获取困难、推理方法单一、难以与现有数据库兼容

等逐渐暴露出来，人工智能又陷入低迷。在互联网

等技术的带动下，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走向实用化，

例如1997年 IBM深蓝超级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世

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人工智能再次受到热捧。目前，

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受到广泛关

注，人们开始担心今后学术论文写作、教育、会计和

财务的许多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虽然我

们无法预测人工智能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也不能预

料它是否还会出现低潮，但是，因为有一些因素会对

它形成限制，其发展进程还会有起伏则是很有可能

的。假如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了人力，对人类的生存

构成威胁，就必然会受到法律和伦理道德等的限制，

其结果大概会像克隆人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可以

看到一些国家已经或者将要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

我国也不例外。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

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在安全合法原则中明

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禁止使用不符合法律法

规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和服

务必须依法研发、部署和运行，不得损害国家安全，

不得侵犯合法权益，确保国家秘密、网络安全、数据

安全和个人信息不受侵害，保护个人隐私，促进人机

和谐友好，努力提供安全、合法、高效的智能化司法

服务”。这些足以说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它的

安全性必然受到来自法律法规和其他方面的限制。

据此也可以预料，“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发展

路程也许不会一直平坦，也可能出现起伏。

就“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而言，在当前还需

要对会计和财务智能进行深层次思考。我们认为，

只要业务处理政策和方法的选择仍然存在，会计和

财务工作中首位的智能只能是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

能力。事实上，“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目前更多

体现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以借贷记账法为核心的

会计信息处理程序并未因其而被废弃或改变，同时

现有的人工智能也尚未对财务决策的一些重要方面

尤其是非量化因素提供有效的支持。对于会计和财

务理论的冲击虽然已经显现，但是传统理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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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并没有被动摇，也没有催生出新的理论。会

计和财务智能化或数智化，都应该承认理论人员的

研究能力和实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是首位的智

能，“智能会计”与“智能财务”中的“智能”只能居其

次。还有，这些“智能”的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需要

保持警惕和防范。

(二)“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需要关注伦理道德

我们很难准确判断各种智能程序开发的真正目

的。如果是为了提升会计和财务的科学性，应予以

鼓励支持；但是，如果是出于不正当的盈利追求，那

就必然会引发伦理和道德问题。开发商对盈利的无

止境追求，可能会导致他们偏离提高会计和财务科

学性的正确轨道，而且令财会人员或将面临失业或

重新择业的困境。再从目前已有的文献上看，研究

“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文章大都囿于其技术和

应用层面，对其应用价值的估计和发展前景的预期

过高，对可能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则缺乏足够的关

注。我们建议开发商和使用者都关注“智能会计”和

“智能财务”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三)“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应用现状并不

理想

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和

IMA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财务数字化报告》显

示，在被调研的企业中有 73.27%已经制定了财务数

字化战略，说明多数企业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然而，在财务信息系统的综合评分上，平均分仅为 3
分左右(满分为 5分)。有 68.20%的企业尚未建立数

字化平台，有38.25%的企业主要依靠人工Excel等进

行数据处理。此外，在业务支持、决策支持、财会监

督职能下的应用场景较少。虽然该报告调研的企业

只有217家和几十家标杆企业，不足以反映出我国企

业数字化的全貌，但是从中也能看出，“智能会计”和

“智能财务”的应用情况可能并不理想。

对于数字化应用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可以从这

些角度考虑：第一，一些企业对数字化的认识不够深

刻，需求愿望不够强烈；第二，现有的相关软件不够

成熟和完善，对企业决策等并未提供有力支持；第

三，软件大都是通用的，不能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

求；第四，购买相应软件的成本过高，如果应用软件

的代价高于人工处理的成本，数字化的进程很可能

因此而受限。这四个原因都可能单独的或复合的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数字化的应用，如果这些问题不能

解决，数字化、“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理想的应用

愿景就很可能难以实现。

(四)“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对专业教育的影响

当然，这个问题还涉及到高校的专业教育。虽

然我国的会计和财务专业教育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

模，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也需要正视财会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我们以往的财会教育体系过于偏重知识

的灌输和传授，缺乏对职业判断能力、职业道德和良

好职业习惯的培养，使得毕业生未必真正受到用人

单位的欢迎。实际情况是，用人单位更需要的是具

有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职业判断能力做

出正当选择，维护他们合法利益能力的人，这些人同

时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习惯。随着“智

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兴起，虽然已有一些大学和

学院设置了相应的系科，但却在培养目标上存有疑

问。“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专业不应培养智能程

序开发人员应该是肯定的，大学的财会专业不应培

养程序操作员而应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也是肯定的。

假如高校的“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专业以培养操

作层面上的人才为主，其存在的意义必将大为减弱，

进而对我国的高等财会教育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希

望“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专业可以促进而不是带

偏我国的会计和财务的专业教育改革，过早地宣称

它们是财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单独建立相应的系科，

是否合适和必要都尚需接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总之，由于“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存在上述

问题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其发展前景可能会出现两

种情形：一是在既有根基不被取代的情况下，它们不

大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会计和财务分支，而更多是人

工智能在会计和财务上的应用。二是在传统会计和

财务体系的根基被推翻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信息

系统和新的管理分工，到那时，我们讨论的将不再是

现在的会计和财务问题了。

六、结语

本文应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对会计和财务守正

创新中“扬”与“弃”的辩证关系及其主要方面，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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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了较为充

分的分析和论证。其主要观点力求符合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深刻用意在于希望

会计和财务的发展“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

误”。对“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看法，出发点是

提醒开发商、应用者还有学术界对其保持客观和冷

静的态度，正视已经存在和潜在的问题，需要不断加

以防范和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而且不必急于求成。

鉴于以上讨论的问题都具有明显的“试论”含意，虽

然主要看法力求辩证，但是预计有些可能会引发争

议。最后，我们应该相信，经过恰当的扬弃，我国的

会计和财务必将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并以其

在世界上取得与社会主义大国相称的地位和话语

权，这既是我国会计和财务发展的切实需要，同时也

是对世界会计和财务的贡献。

注释：

①见https://www.casc.org.cn/2021/0628/2184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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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mbracing and Abandoning in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Zhu Yuanwu

Abstract：The tumultuous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ast century have impacted various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includ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oth of the professions and academic are facing formidable challenges akin to other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profoundly impacted accounting and finance. Coupled with its inherent deficiencies and drawbacks, the disci⁃
pline is confronting existential ques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alled for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implying that
accounting and finance can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nly by understanding and
rigorously practicing this directive. To avoid losing direction and committing subversive errors, it is imperative for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o comprehend the essence of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Re⁃
search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in, sensibly discarding exist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nd objectively ana⁃
lyzing various prevailing "innovations" are crucial for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urrent land⁃
scape.

Key words：accounting; finance;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breaking new ground; sensible disc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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