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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成 岳

石成岳教授 ， 1927年生 ， 辽宁海城人。1950年毕业千国立上海

商学院会计系 ， 留校任助教。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读

研究生。1955年毕业后回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任教。 他曾先后任上

海社会科学院讲师、＜＜解放日报»编辑、 上海财经学院（后改名为

上海财经大学）宣传部负责人及会计学系讲师、 副教授、教授、 副
系主任、 系主任等。 现为中国会计学会的理事和外国会计研究组组

长、 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顾问、 上海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财
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本科财会专业编审组组长、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副董事长、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代表兼区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1985

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石成岳教授长期从事我国高等院校会计专业的教学工作。1981年， 上海财经学院复校不

久， 当时的系主任娄尔行教授为了培养适合四化建设需要的又红又专的高级会计专门人才 ，

成立了教改小组， 制定了包括专业设置、 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等内容在内的会计学科改革方
案。 教改方案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基本目标： （1）力求中国化 ， 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2) 

扩大知识面 ， 培养广博专精的人才； （3）改革学科体系 ， 体现会计是一 种管理活动的观
点' (4)充实理论 ，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石成岳教授不仅积极配合娄尔行教授
所主持的教学改革 ， 而且身体力行 ， 制订教学计划 ， 组织力量编写教材 ， 亲自参加专业核心
课程教材的编写 ， 并担任了＜＜基础会计»的副主编和＜＜财务会计＞＞的主编之一 。

1984年底 ， 娄尔行教授退居二线、 担任会计学系名誉系主任后，石成岳教授肩负系主任重
任。 他带领全系师生继续深入地开展教学改革。 经过数年努力 ， 教改取得了可喜成效 ， 基本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并且在会计学系实现了五个带动＄ 带动了教材更新 ， 带动了教学方法的
改进 ， 带动了科学研究， 带动了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培养 ， 带动了老教师的知识更新。

在系教学领导工作中 ， 石成岳教授始终强调提高教学质量。 一 方面 ， 他要求业务课教师

把提高学生们的思想政治品质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 教书育人 ， 善于寓德育于专业课程教
学之中， 对学生进行爱党、 爱国、 振兴中华、 献身会计事业的教育。 另 一 方面 ， 他要求教师
重视抓好教学的各个环节，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进行启发式的教学 ， 从而培养学生的独立
思考能力、 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为此 ， 他采取了 一 系列有效的措施 ， 如邀请部分
老年教师为广大青年教师传授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宝贵经验， 组织青年教师进行授课比赛 ， 以
及配合系党总支制订＜＜会计学系教师教书育人公约＞＞等。 如今 ， 会计学系的教学工作开展得

生气勃勃，取得了 一 定的成果，广大中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有了不断的提高。1990年在上

海市高校会计专业教学评估中我校会计学系名居榜首， 1%0年又获上海市高校教书育人组织

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在科研领导工作中， 石成岳教授历来主张搞好科研工作 ， 提高教学水平。 为此 ， 他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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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的工作I (1)科研与教改、教材建设相结合，力求做到用科研成果不断充实和完善教
材的内容， （2）科研与我国会计实务相结合， 力求会计系的科研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作出贡献， （3）科研与国际会计学术交流相结合 ， 力求中国会计在
世界会计舞台上发挥应有的影响与作用。

石成岳教授清楚地认识到， 要完成会计学系教学、科研两项中心任务 ， 没有一 支教学水
平高、 科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是不行的。 为此 ， 他将培养中青年教师作为一 项重要的战略任
务来抓， 努力培养他们，使之成为学科带头人 ， 例如 ， 他对不少中青年教师从思想、教学、科
研、外文等方面给予关心和指导，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 ， 搞好传帮带， 以老 、 中、 青三结合方
式 ， 组成教材编写小组 ， 为提高中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提供机会 ， 创造条件；鼓励部分中青
年教师提前开课、 开新课 ， 使其脱颖而出，为青年教师提供多渠道的进修机会；将政治上可
靠、 思想觉悟高、 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推向领导岗位。

在石成岳教授领导下 ， 会计学系在教学科研方面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 取得新的成绩，．
1987年被评为财政部先进集体 ， 1988年又被国家教委正式确定为重点学科点。 如今 ， 他与全
系师生团结一 致， 奋力拼搏， 为实现重点学科点五年建设规划 ， 为把会计学系办成一 流水平
的教学、科研基地而不断努力。

石成岳教授不仅是一 位出色的领导千部， 长期以来， 他本人也始终站在教学第一 线， 为
本科生、 研究生讲授＜＜会计理论＞＞等课程。 他培养过的会计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现
为会计理论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 他备课认真， 讲课思路消晰 ， 逻辑性强，旁
征博引 ， 观点鲜明 ， 并不断以国内外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实教学内容 ， 使学生们深受
启发 ， 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石成岳教授也始终是一 位治学严谨、 锐意探索会计领域新问题的学者。 他曾主持编写了
＜＜工业会计核算兄担任了新教材＜＜基础会计»副主编、＜＜财务会计＞＞（上、 下册）主编之一

的工作。 在编写新教材过程中 ， 他始终注意贯串和体现会计是一 种管理活动的新观点， 力求
反映我国会计实践的经验和当代会计科学的新成果 ， 使教材内容适用于为我国四化建设培养
会计人才的需要。 新教材中 ， «基础会计＞＞一 书曾先后荣获上海财经大学优秀著作一 等奖、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财政部优秀教材荣誉奖、 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石成岳教授十分重视开展国际间的会计学术交流 ， 吸取国外会计研究的新成果 ， 为发展
我国会计理论与实践作出贡献。1982年和1984年， 他参加以娄尔行教授为组长的中方研究小
组，先后赴美国、香港 ， 与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管理研究生院会计学专家合作研究中美比较
会计， 在有关期刊上公开发表了 一 系列中美比较会计的研究报告， 并参加了与美方合作编写
的«英汉、汉英会计名词汇译＞＞编写工作。1987年初， 他出任中方编纂小组主席， 代表中国
会计学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联合编纂了（（英汉会计词汇〉〉。

1988年， 我校承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一一“国民经济监督系统” 。 这是一项
包括财政、 税收、 金融、 投资、 预算、 工商、 物价、 行政、计划、 统计和审计等系统的综合
科研项目。 作为整个项目课题组负责人之一 ， 石成岳教授紧紧依靠校领导和其他专家、 教
授， 协调攻关， 注重发挥中青年研究入员的积极作用。 通过努力 ， 这个项目已经完成， 圆满
通过了专家的签定 ， 其研究成果将于年内正式出版。

目前， 石成岳教授正以 “老当益壮自奋蹄，建设重点争一 流” 的座右铭自勉 ， 继续全心
全意为祖国的会计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孙 铮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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