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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学》评介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石人瑾教授、林
宝怀教授和孙铮副教授所写的《基础会计学》
一书，最近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受
到众多读者的欢迎。细读《基础会计学》一书，
觉得该书有以下几个独创之处。

一、以理论为先导。 与某些阐述会计基
础知识的读物不同，《基础会计学》在撰述会
计技术和核算方法之前，总是首先从会计理
论上展开，使读者在理论上有一个明确的认
识和理解。 比如，作者在本书中指出，由于会
计主要是记帐、算帐，为领导提供信息，因而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会计单纯地看作是一

种经济管理工具。 作者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
以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随着
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会计不仅
仅是一种经济管理工具，为领导提供信息，更
重要的是要对整个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进行
有效的控制，直接参与管理，会计本身就是一

种经济管理活动。 “请注意，本书作者将“把会
计单纯地看作是一种经济管理的工具”和“会
计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两者从理论
上明确地也是正确地区分开来，澄清了会计
界一度存在的某些模糊观念，这对于初学会
计的读者是很有教益的．这是因为，只有明确
了上述理论概念，才能懂得和加深理解“生产
愈发展，会计愈重要“这一 马克思主义真理。
看来，一本有份量、高水平的会计读物，“以理
论为先导”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一部著作的
理论起点也就高了，指导意义也就强了。

二、 以“ 浅出 “求“深入“。 《基础会计学》
作为一本指导和帮助初学会计的读者打好
“基础＂的读物，另一个特色就是全书始终贯

穿“深入浅出“的撰述方式。诸如：帐户按其经
济内容的分类、会计凭证的意义与种类、帐簿
的意义和种类等，特别如会计循环、帐务处理
程序的意义、会计报表的分析利用等章节，都
是运用上述方法而写得相当成功的。 这里还
想评述一下的是，本书在讲述有些关键内容
时，总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完全照搬西方会
计的撰述方式。比如，《基础会计学》一书中保
存了 “帐户分类”部分。 作者在书中指出：＂帐
户分类虽然西方会计中没有，但是我们认为
对帮助读者熟悉帐户有一定的好处，故予以
保存 ”。 我们认为，鉴别一部会计学教材成功
与否，应以对读者有没有帮助，其帮助大不大
为标准。 以此为标准，可以明显地看出，本书
的著述是成功的。

三、以“反复 “得“巩固气大家知道，在先
进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 循环记忆法兀这就
是说，“教师“向“学生”讲授有关课程时，要注
意用各种方式反复地向学生讲授某种知识。
这样可以使读者（学生）在阅读（学习）时，通
过 “ 循环记忆“ ，较快地掌握和理解所学习的
知识。 正是遵循了上述有效的教学方法，《基
础会计学》一书的作者，在本书每一 章节之
后，均一一指明“本章学习要点”、“应掌握名
词“、“复习思考题“和“练习题“。比如，在第十
章”会计报表”之后，本书就详尽地列出了“本
章学习要点 ”等，其文字字数竟达本章字数十
分之一有余。 在“应掌握名词“部分，所列“趋
势分析法”、“横向、纵向趋势分析”、“比率分

析“、 “ 资产报酬率”、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等都是本章中的关键性名词，弄懂弄通这
些名词，也就等于抓住了“节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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