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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蒂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

芦系谢荣教授，中共党

员，19 52 年 11月生于

上海，现任该系博士 生

导师和系副主任，是 一

位在会计学和审计学领

域学术造诣较深的中年

学者。

谢荣教授 1983年

毕业千上海财纶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考取

该系硕士研究生，师承我国著名会计、审计学

家徐政旦教授，从事成本会计学术研究，于

1985 年底毕业，获经济学 硕士学位，并留校

工作。 1988年，谢荣考取博士研究生，继续

师承徐 政旦教授，从事审 计 理 论 研 究，千

1992年底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多年来 ，谢荣教授在会计学科和审计学

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辛勤耕耘，计有学

术著作 14部（个别是参著），学术论文30余

篇，成果累累。

谢荣，作为一位有突出成绩的中年学者，

在学术研究上是很有学者特色的。

首先是认真的开拓精神。 众所周知，学

术是需要开拓的，也是有赖千开拓的。 谢荣

就是一位勇于开拓和善于开拓的学人。

古人云：
“

学而不思则殆
＂

。 深入的学，离

不开认真的
“

思
＂

。 谢荣就是巧千
“

多思
”

。 比

如，在会计学研究领域，他对千电算化会计信

息系统开发的方法论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证。 在这项研究中，谢荣提出了应以 系统

论、控制论、信息论（简称
“

三论
”

)来指导电箕

化会计信息系统开发的主张。 他 认为，系统

论是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开发的指导思想；

控制论是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开发成功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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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信息论则是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开发的

关键。 谢荣教授的这一学术见解很快就受到

会计界的充分重视和高度评价。 他的系统地

论述以上开拓性观点的学术论文（建立电算

化会计信息系统的方法论〉 在 （财经研究〉

(1988年第1 0期）发表后，即被评选为当年

上海市会计学会的
＂

潘序伦优秀论文奖
”

。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谢荣教授千 199 3年

10月间完成的（市场经济中的民间审计责

任〉这部专著。 该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

上经修改后出版的学术著作，由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正式推出。 此书运用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审计学与法学相结合的方法对 市场

经济中的民间审计责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

究，探讨了审计职业责任范围的界定、责任对

象的确定及审计人员发生过失后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等问题，并进一 步就与审计责任的判

断密切相关的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准则

和审计程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为全

面理解民间审计责任问题作出了十分有益的

探索。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生导师徐政旦教授认为：
”

这本专著对民间审

计的责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

作了系统的探讨，这是对民间审计事业的 一

项有价值的贡献，并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

空白
”

。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厦门大学博士生导

师葛家谢教授也 认为，谢荣提出的问题是在

我国民间审计发展的
“

最恰当的时刻抓住了

最要害的问题
”

,“像本文如此系统、 全面、深

入地探讨注册会计师业务的审计责任问题实

不多见。”作者
”

对审计责任同审计目标、审计

假设、审计准则和审计程序的相互关系的论



述是把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推向深入的可

贵一步
＂

。葛教授还认为，作者的学术见解是

“理论密切结合当前实际，有创见又有开拓性

的"。

知名会计学家常勋教授也欣然认为：＂论

文在职业责任方面提出的两维审计职责域的

理论，对审计目标范围和审计行为依据中的

审计职责作了周密详细的论证，这在我国当

前的审计研究中具有率先的开拓意义。”

对

此，其他各位资深老学者也有同感。

正因为谢荣在学者的道路上，总是认真

地开拓，所以他的许多学术见解和学术著作，

正如老 一辈会计学家所说，具有创见和开拓

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开拓性、创见性

和率先性：这些著名的老专家、老教授对千谢

荣的学术成果的评语，几乎可以说是“不谋而

合
”

，众口 一词。

其次，谢荣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另 一 主

要特色是科学的 “ 求实
“

精神。众所周知，学

术研究需要 一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科学态度。谢荣就是一位深入实际，坚持

发扬
“

求实
“

精神的学人。

西谚云：＂ 一 个好的开始，便意味着一 半

成功。
“

谢荣在他的科研道路上，刚迈开大步

之际，在导师徐政旦教授的指导下，走的就是
一 条深入实际的“求实

”之路。1985年底，他

刚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不久，就奔赴我国深

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开发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的业务，在工作中深入到了许多企业单位和

各类机关，深入到了会计工作和审计工作之

中，掌握了大批的第一手信息和资料，细致地

加以研究分析和探讨，从而将会计学理论、审

计学理论和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问题有机

地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将实践上升到

理论，循环往复，不断地深入千实际之中，又

不断地深入于理论之中，从而取得了优异的

科研成果。 以上优良学风，谢荣即使在去英

国作一年学术访问期间，也仍然坚持不懈。

他撰写的长篇专论（破产制度：比较与选择〉
（（财经研究〉1996年第2期）就是一个例证。

应当指出，谢荣教授的这种“求实
“

精神，

当前很值得提倡。

记得在评审谢荣博士论文时，西南财经

大学的资深教授毛伯林先生曾说过这样一番

话：“谢荣同志的论文选题紧扣中国形势，具

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论文逻辑严密、层次清

晰、步步深入，富有很强的说服力。论文参阅

了大批中外文献资料，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形

势和审计实践，提出了不少高论和创见。作

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广博的科学 知识和

优秀的科研能力。
”以上这番话，是对谢荣

“

求

实
“

精神的很好说明，他的高论和创见，恰恰

来源千他的＂紧扣
“

中国形势，＂紧密结合 ”

中

国改革的
“

求实
“

精神，这的确是谢荣教授优

秀的科研能力之体现。

古人云： ”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

3 谢荣的累累优异科研成果，正是从
“求实

“

精神的
＂

源头
”

而来。无论是他的得到

中国人民大学阎金愕教授和天津财经学院李

宝震教授高度评价的学术论文（民间审计在

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载千（审计研究〉），

还是他的得到以上两位资深教授同样高度评

价的学术论文（论审计假设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意义〉（载千（财经研究〉），还是他的得到天

津财经学院资深教授管锦康先生和厦门大学

资深教授常勋先生高度评价的学术论文（试

论民间审计的职业责任〉等等，所有这些学术

论文为何均能达到“

清如许
＂

的境界，就正是

这些优秀论文
”

为有源头活水来
”

。

谢荣教授的治学之道，最为可贵之处是

他的沉着、扎实、待重，在他身上见不到 一点

浮躁之气而浮躁恰恰是治学之大敌，特别是

中青年学者更应摒弃此种浮躁习气。“立足

莫从流俗去
”

，作为一 名中年学者，谢荣同志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耐得寂默，勤奋耕耘，终

千取得事业上的成功3 可以预期，他 一 定会

在前进路上更上一层楼！ （肖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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