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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良现代会计方案：科学化的探索》是一部质疑现代会计学的力作！
全书包括总论、现金流会计、集团会计和复式簿记等四篇和一个附录（“新编会计学原理示范纲要”
），共十六章。
作者立足现实与历史，用严谨而不失生动活泼的笔调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会计学的重要观念，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解释枯燥的会计学原理。
作者质疑净利润、公允价值和应计制，呼吁“现金制”应该再度“出山”，提出“溢余现金”概念，
主张用“溢余现金”替代“净利润”；同时，质疑合并报表编制原理，认为“合并报表乱象丛生”，
“母公司观”出错在先，“合并法”错上加错，主张从“母公司观”转向“主体观”，弃“权益法”
取“成本法”，从“合并法”转向“个别法”，构建“公司集团会计学”，借助计算机数据处理解决
合并报表这个难题。
　　本书的部分内容或相关观点在《财务与会计（综合版）》（2009年6、7、8、9期）上发表过，现
在仍在连载档期中。
在《财会通讯》（2009年5、6、7、8期）上发表过。
本书相关的序也分别将在《中国会计报》、《财务与会计》、《财会通讯》上发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改良现代会计方案>>

作者简介

汪一凡，现任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桃李软件主要创始人；会计泰斗余绪缨的弟子。
1951年7月生，有过学生、农民和工人经历；1984年以初二年正式历考取厦门大学会计硕士学；1987年
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厦大会计系副教授汪一凡不申请当研究生导师，不申请教授职称，20年潜心从自动数据处理角度研究
会计理论，是一位有意自我边缘化而又让人敬重的学者。

个人经历
以1984年为转折点，汪一凡走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境界：20年里，他从轰动一时到归于沉静，从读研究
生到做副教授和公司董事长，不申请教授，不申请课题，也不带研究生，自我边缘化地潜心自己的会
计研究。
这位台湾最后一位进士的曾孙，有着传奇般的人生。

初中没毕业就考上了研究生
之所以说1984年是他人生的拐点，是因为那年他考上了厦大会计系的研究生。
当时的《厦门日报》专门刊发了两篇报道，并配发了一篇评论，在全市引起轰动。
因为考研前他只读到初二，初中没毕业竟然考上研究生，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令人不可思议。

读初二时，正当汪一凡立志做一个能成大事的人时，却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在工厂里做会计，
又错过了高考。
后来他想干脆直接考研究生，于是就把在厦大读本科的中学同学的讲义和课本抱回家“啃”。

1983年第一次参加研究生考试，竟然考了个总分第二，但因一门单科没及格而落榜。
“当时心里就有底了，次年再考，成功了！
考上后我就结婚了，人生两大喜事一年办了，真是双喜临门！
”汪一凡说，决定一步登天式地去考研究生是受当时理想主义教育的影响，从小到大都是在厦门最好
的学校接受教育，从第一幼儿园、实验小学，读到厦门一中和厦门大学，从不喜欢小打小闹，喜欢把
目标定得很高，不做则已，要做就做最好，不和别人在同一层次上竞争。

这种思想影响到他的女儿。
他给女儿定的大学目标就是北大、清华，而不是一般的重点大学。
为了让女儿树立这种目标，他带着女儿去北大百年讲堂看《大话西游》，结果女儿真的考上了北大。
汪一凡说：“立志要高。
目标定在北大、清华，没考上的话，上一般重点大学没问题，要是把目标定在重点大学，没考上就只
好上一般的高校了。
”
自我边缘化避免干扰
研究生毕业那会儿，他再次引起轰动：他的硕士论文发表在国内会计学最权威刊物《会计研究》上，
并入选了中国会计学会选编的《会计学年度论文选》。
对一个学生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誉。

但之后，汪一凡留校任教，非常低调。
“当时我从自动数据处理的角度研究会计理论，一下子就陷进去了，非常苦，一思考问题就像个呆子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汪一凡说，那时就觉得时间不够，有意地让自己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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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意味着不为人们所认同，意味着成为一个世俗目光下的凡人。
但汪一凡丝毫不理睬这些，他不申请当研究生导师，不申请正教授职称，一个会计学研究者连注册会
计师也没报考过。
“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这种研究需要非常深度的思考，自我边缘化了就没有人打扰，可以专心做自己
的研究。
别人以为我很另类，但做学问需要这种能排除外界干扰的另类精神。
”
“另类”留给学生的印象是，他上课时竟然会讲“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的哲学命题，说一些“一流
学者不看别人的东西”的惊人之语。
他还专门教学生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
他觉得，研究生应该立志于做三种人：大学者，大商人和大官，因为有大志才能成大器。

自耕自种“自留地”
不申请科研课题并不等于无所事事。
汪一凡最近特殊想写，20年的积累和思考像沉积的火山，到2004年便势不可挡地爆发了。
第一本书出版了，第二本书也排版了，接着他要写第三、第四本书。
与此同时，他的桃李软件公司也将面临一个大的转折——根据他的会计理论开发的会计软件也接近完
成。

“20年是人生事业的一个周期。
我曾期待着自己20年后的今天能做出别人没有做出的事情。
当时能考上研究生，也与自己多年没有外界干扰的自学生活有关，算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巅峰。
”汪一凡说，四本书出完了，会计软件开发好了，20年来做的菜就上齐了，肚子里的“货”也发完了
，接下来看学术界和市场的反应。
学问他能把得准，但市场瞬息万变，他把不准，因为他与别人不在同一层次竞争，他的理论和软件超
前了，需要改变市场理念，构建新的市场标准。

汪一凡把桃李软件公司称作自己的“自留地”，有了这块“自留地”，做学问才不会“空对空”。
他不喜欢“空对空”地做研究，而喜欢在建构理论的同时，做一些实践。
“这种研究方式是‘空对地’，有高度又能落地生根。
”他说，学问要继续做下去，但“自留地”也要耕种好。

主要著作
《管理会计（第3版）》 丛书名： 厦门大学会计系列教材 作者： 余绪缨，汪一凡　主编 辽宁人民出
版社
《现金流量表的精确编制原理——厦门大学会计论丛》 作者：汪一凡 中国财经出版社
《会计信息系统展论》 作者：汪一凡 中国财经出版社
《会计信息系统原论/会计信息化丛书》 作者：汪一凡 中国财经出版社
《改良现代会计方案:科学化的探索》 作者：汪一凡 中国财经出版社
《用数据库表达管理思想》 作者：汪一凡 中国财经出版社
——————摘自百度百科 汪一凡条
该条创建者为于增彪
（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汪教授的博客地址：http://blog.xmnn.cn/?568320，里面有很多见解精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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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篇第一章　进退两难的现代会计模式第一节　“净利润”质疑第二节　合并报表乱象丛生第三节
　“人生识字糊涂始”第四节　进退维谷第二章　中式会计思想的价值第一节　从日本引进第二节　
从欧美等西方国家引进第三节　从“前苏联”引进第四节　本土会计界的原创性贡献第五节　偏重“
现金收付”的思想特色第三章　“改良现代会计方案”之设想第一节　保留现状，另立山头第二节　
“溢余现金”与“净利润”第三节　“亦此亦彼”地双轨行走第四节　“方案”命名之缘起现金流会
计篇第四章　现金流会计导论第一节　聚焦于现金收付的会计第二节　“现金池”描述第三节　“双
视”的观察结果及其评论第四节　现金流会计的主流指标第五章　现金流动态表的原理与运用第一节
　现金流动态表的原理第二节　现金流动态表的运用第三节　切换点后的现金流动态表第四节　未分
配溢余现金的波动第六章　溢余现金分部报告第一节　溢余现金的明细信息第二节　分部报告的多层
级结构第三节　分部报告用于业绩考核第七章　理财与现金预算第一节　“经营安全性”与“现金溢
余性”第二节　现金预算表第三节　现金预算的执行与调整第八章　基于现金流的管理新模式第一节
　开拓数据来源通道第二节　责任会计与目标分解第三节　现金流诊断第四节　现金池“溢余效能研
究”集团会计篇第九章　公司合并与合并报表第一节　公司合并的主要形式第二节　为什么要编制合
并报表第十章　传统合并方案剖析第一节　“母公司观”出错在先第二节　“合并法”错上加错第十
一章　自行设账才是出路第一节　需要有建设性的替代方案第二节　构建“公司集团会计学”第三节
　“会计主体”的覆盖范围第四节　集团会计的账户体系设计第五节　“总账套”和“子账套”的数
据管理方式第六节　建账日期与期初余额第七节　从“源头软件”取数和账户转换第十二章　公司集
团的会计循环第一节　去除“噪音”数据第二节　“合N为1套账”方案第三节　“N+1套账”方案第
四节　集团会计系统的层次结构和数据流程第五节　关联交易的上报与配对设置第六节　内部资金集
中管控的处理第七节　新旧处理方案同台竞技复式簿记篇第十三章　复式簿记的百年演变史第一节　
蔡锡勇与“该收存付”第二节　大清银行引进“现金分录法”第三节　谢霖首次引入“借贷”第四节
　徐永祚高调推“收付”第五节　梁润身首提以“增减”取代“借贷”第六节　章乃器重炮助推“收
付”第七节　安绍芸两步法力挺“借贷”第八节　原商业部推出“增减记账法”第九节　葛家澍“替
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第十节　新会计制度独尊“借贷记账法”第十四章　中国近代会计史的几个问
题第一节　“改良派与改革派之争”新说第二节　徐永祚先生的历史地位评说第三节　“借、贷”符
号之由来第十五章　会计制度改革之后第一节　“+、-”记账法第二节　国际通用“+、-”记账法第
三节　左右对应记账法第十六章　中国流复式簿记方案第一节　驱逐“借、贷”之想法第二节　新方
案的设计目标第三节　手工记账操作规则第四节　复式簿记的资产保护机理第五节　“走最小抵抗路
线”的方案第六节　手工记账与计算机实现附录：新编会计学原理示范纲要后记　会计“西学东渐”
百年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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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篇　　第一章　进退两难的现代会计模式　　一种风气，一种“艺术化”的风气，在全球会
计界弥漫。
　　这在普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行事方式：会计界似乎不愿意把事实彻底搞清楚、算清楚，而
是无视“一定之规”，喜欢多项选择，推崇灵活处理。
“会计并不像经济那样是一个糊涂的暴发户，但它也并非一门科学，在会计中仍然存在许多人为的判
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争论。
”（《21世纪商战宝典·会计》前言，外文出版社1997年版）至少有五百年发展历史的会计，至今却
仍算不上“科学”，岂不令吾辈汗颜！
　　所谓“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鉴于会计界同行们大多对此
习以为常，。
强调职业判断的灵活性，甚至自比法官的“判例法”，以“艺术化”作为高素质标志而沾沾自喜，并
未意识到“艺术”与“科学”的区别，确有必要作出剖析和评点，笔者采用坦率、辛辣的笔触描述现
代会计模式，揭示其短处，期能引起广泛关注，深刻反思，以免“艺术化”阻碍了会计的“科学化”
发展。
　　第一节　“净利润”质疑　　首当其冲该被质疑的，是现代财务会计所能提供的唯一主流指标—
—“净利润”。
连市井小民们都知道，所谓“赚钱”，就是手中的现金比原来多，如100元买进，200元卖出，净赚1张
百元大钞，这多出来的现金才是最实在的。
反观会计界，却颇为奇怪，似乎有意不说“人话”，闭口不谈“赚钱”，偏要说“获取净利润”。
那么，净利润是什么？
仔细想来，那只是个“人造”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对应物的，坦率地说，净利润“什么也
不是，连个东西都算不上”！
更严重的是，正是因为它“什么也不是”，包容性就大，像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大筐，找个说法就
可以随意增加、减少，以至于到了最后，就连它该是多少，都各有说法，无从验证。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故弄玄虚，强作高深莫测状，还是另有难言之隐？
　　据说，在早期的航海贸易中，盈亏是按每次航程来计算的，每次航程终了，商品正好卖完，将船
只也卖掉后，只要数一数开航前后的现金变动额，盈亏也就揭晓了，既简单又正确，这就是标准的“
现金收付实现制”了，简称“现金制”。
但后来，企业经营活动大多是周而复始地交错进行，无法像航程似的一次次地切割开来，除停产清算
外，似乎等不来营业周期的完结，于是有了“会计分期”以报告盈亏的要求。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每一期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支出怎样才算是实现了？
在“现金收付实现制”和“应计制”这两种会计基础之间，会计前辈们选择了“应计制”，并花费许
多思考和努力，使之形成完整的规程和架构，逐渐占居主流地位，“现金收付实现制”则逐渐退隐，
并被淡忘了。
　　在应计制下，经过同一期间内“收入”和“费用”相互配比，“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差额，
就是“净利润”。
根据应计制的要求，收入和费用应当在其实际发生的期间，而不是在现金实际收付的期间人账，因此
，这要分别从“收入”和“费用”两方面来加以考察。
　　先说收入。
如何判断收入是否实现？
菜市场上观察到的现象告诉我们，商品已经提交给顾客，并从顾客手中得到现金，即“交货／收款”
双向运动都已完成，这才能说是东西卖出去了。
应计制的确认标准则很怪，只要完成“交货”的单向运动，便认为收入已经实现了。
可是，现金还未到手的“收入”，不但当期派不上用场，反而引致当期的纳税现金流出，为什么不能
等收到现金后再确认收入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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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并没问题，但是时过境迁，由于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缺乏诚信的现代商业氛围中，肯定不再适用了，成为现代财务会计的“软肋”。
在2008年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口商发现，多年来一直正常交易一些美国客户，突然翻脸
不付款了，这种情况下，“只要发货就认为是收入实现”这样的标准，对于企业岂不是风险极大？
　　对于关注财务报表以判断企业价值的外部投资者而言，又有另一类风险，即上述确认标准完全有
可能被恶意地加以利用，成为魔术表演中随心所欲的道具。
例如，注册一家充当“托儿”的A公司，只需作出“借：应收账款——A公司　贷：主营业务收入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分录，“应收账款与主营业务收入同步增长”，净利润便
可应声而至，源源不断，造假者却毫无风险，即使CPA发函，去询证该应收账款是否真实，A公司的
回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其使命就是“千年不赖账，万年不还钱”。
这对于煞有介事地依据“市盈率”作投资决策的股民该是多大的伤害？
！
美国的安然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顺便指出，对未收到现金的部分，美国会计术语称为“可收取的账款”（Account Receivables），其实
颇具误导性，因为此款最终未必可收到，其他国家，如英国会计将此类账户称为Debitor（债务人），
中国会计称为应收账款，只是客观地表达一种收取现金的权利，就会准确得多。
　　再看看费用。
费用涉及多个方面，其确认方法几乎都可有多种选择，限于篇幅，仅试举几例。
　　例如，存货的计价。
本来只有具体辨认法才是正确的，由于从成本效益上看有难度，于是派生出各种计价模型，如加权平
均法（又可分为移动加权平均法和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划单价法、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等
。
　　又如，固定资产折旧。
要求我们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对未来作出精确的预测，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每一期的折旧额，以便
和当期收人相配比。
一般地，采用直线折旧模型的有使用年限法、工作量法等；为了在历史成本允许的范围内应对通货膨
胀，又有人提出加速折旧的计算模型，其实没什么道理可说，只要设计一个算法，能满足在固定资寿
命的前期要比后期承担较大折旧额，就可以了，这就有使用年限总和法、双倍余额递减法等。
　　再如，联产品成本分配。
联合产品成本分配中最大的困惑是，我们不知道造物主当年在生成联产品（如煤）时，在其各组成部
分（如煤气、焦炭和煤焦油）上各投入了多少“成本”，这就要求我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观
、武断地定出分配标准，所以就有了按固定的比例、按产量、按销价等各种分配方法。
每一种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
　　曾见过一种儿童百翻不厌的小书，是纵向切成四段的，最上方的一段，写着主语，如“小猪”，
第二段是穿戴的状态，如“穿着红色的”，第三段是衣饰，如“大衣”，最后是动作，如“在跳舞”
，连着读就是“（小猪）（穿着红色的）（大衣）（在跳舞）”，只要任意地在每段上翻到一页，就
能得到新的不同组合，假设每一段都有10个选择项，那么就会有10000种组合方式。
与此类似的玩法有时会组合出让人哭笑不得的效果，晚会上有人按游艺规则抽到两张纸条，被要求加
上自己的名字连起来读，结果是“（x x x）（在新婚之夜）（不学无术）”。
　　因为在“收入实现”判断上的伪标准和“费用确认”在许多环节上有太多的选择项，同一家公司
，同一些业务，让100位会计人员完全独立地各自处理，会得到101份不同的财务报告（多出来的1份
是CPA出的！
）。
公司还是那家公司，业务还是那些业务，现代财务会计却有办法将其打扮得“风情万种”，每次都是
以“真面目”示人，每次都有站得住脚的说法！
只是，我们自己的职业，是“造型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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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合并报表乱象丛生　　公司集团合并报表的编制，是另一个乱象丛生的领域。
作为合并报表概念依据的，有“母公司观”和“主体观”之争，会计前辈选择了“母公司观”，并设
计了登记投资产权的“权益法”，颇为怪诞，其结果是纷争四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
永远也无法达到共识；作为编制合并报表的方法，在“合并法”和“个别法”之间，又选择了公司集
团自己不记账的“合并法”，可能只是因采用“合并法”，所要求的数据处理工作量较小而已，然而
，一时短视的决策带来的是无穷的后患。
　　随着企业并购形式日益繁多，业务日益复杂，出现越来越多的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原有的关于企
业合并及合并报表的理论基础却并未同步强化，在工作底稿上对成员公司报表略作调整的“苟且”方
式，已经无法适应。
其结果，是导致可操作性极低，只能对付理想状态，一有特殊情况便纷争四起，无所适从。
例如，只要面临交叉持股，权益法立即失灵，编不出合并报表来，因为双方编表的前提，都是要坐等
对方算出当期损益后，将其纳入自己的损益，才能进行，这已经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
了；又如，合并法的前提就是公司集团自己不记账，以成员公司的报表为基础进行加工，但编制抵消
分录需要以细节为依据。
合并报表操作是在上层的母公司，提供信息的是底层的子公司。
以内部商品购销交易的处理为例，为了抵消内部毛利，综合考虑“多品种”并且“多期间”关联交易
的现实情况，除非对库存商品分批保管，具体辨认，底层的子公司根本回答不了诸如“某年某月内部
购进的某一批货卖了没，卖了多少”等细节问题，上层的母公司实际上也做不到每年、每月、每笔业
务地一次次追问核对。
可以想知，内部毛利的抵消只能依靠人为“灵活处理”，结果当然是“因人而异”。
鉴于内部购销货物是发生最频繁、持续影响也最大的一类关联交易，仅从抵消分录所依据的数据来源
看，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世界上占居主流的“合并法”，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远远不够完善，是在
单一公司报表“忽悠”基础上的更高级“忽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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