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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在仔细研读 2001 ~ 2007年《会计研究》目录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统计分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计（其中对实证研究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和统计）、21世纪会计学研究主要领域的统计、研究者的

研究形式及其所在单位分布分析、研究热点统计分析和各个选题文章篇目的统计等。

【关键词】规范研究 实证研究 研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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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研究》是会计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之一，它汇集了

众多会计学精英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和启发性。从 2001年 1月到 2007年 12月的《会计

研究》目录一共有 1 082篇文章（有效的篇数），其内容涵盖财

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等各个领域的基础和前沿问题，并且

很重视对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因此，它对于我国政府和企

业会计政策的制定和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下面笔者通过

对研究数据各个方面的统计探索会计学的发展。

一、从论文研究方法分类统计看会计学研究方法的演变

众所周知，会计学实证研究起源于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国

外会计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从近七年我国《会计研究》分类方

法的统计中可以发现，实证研究所占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22.7%提高到 2007年的 35.7%，会计学的实证研究运用得越

来越多。虽然实证研究在国际会计学研究中占绝对优势地位，

但在我国的会计学研究中，规范研究仍然占据优势地位。

在会计学日益发展和完善的今天，实证研究不可动摇的

地位是由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规范理

论多采用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从会计活动的规律出发来概

括出会计理论的概念，并据以指导实务。实证研究强调研究者

持中立的立场，收集公开的、重复的资料来对命题进行证实或

证伪，从而达到解释或预测会计事项的目的。规范理论虽然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但其结论缺乏可验证性。特别是在当今会计

理论发展到一定广度和深度的时候，规范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越来越突出。而实证研究正好克服了这一弊端，用客观的事实

和数据说话，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据统计，在国外的会计期刊中，实证研究的文章所占的比

例往往在 90%以上，相比我国《会计研究》中 30%多的比例，说

明我国研究者在会计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有待进一步改进。鉴

于实证研究的重要地位，我们对实证研究文章进行了具体的

分类，如表 2（表中数据已优化处理）所示：

西方会计学经常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案例式、问卷

式、分析式、实验式和档案式等。这里，我们通过对近七年《会

计研究》目录中实证研究文章篇目的分析，将其划分为六类。

从表 圆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中案例式研究

（26.8%）、分析式研究（24.0%）和档案式研究（37.8%）是最主要

的研究形式，而对实验式研究（0.3%）和问卷调查（7.1%）却鲜

有涉足。

这说明，一方面，我国的广大会计研究者们充分认识并利

用案例式研究、分析式研究和档案式研究的优点；另一方面，

他们对问卷调查和实验式研究方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

纵向来看，问卷调查和实验式研究呈逐步增长的态势，说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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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会计研究》2001~2007年论文研究方法分类的统计

说明院表中野N冶代表当年的篇数袁野%冶代表占各个年度总
数的百分比袁下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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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会计研究》2001~2007年实证研究论文的具体分类统计

说明院在表 1中袁我们从研究方法上给出了会计理论研究
的分类要要要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袁 随着实证研究在会计研究
中地位的日益提高袁这里单独对实证研究进行具体分类遥表 2
中的野其他冶表示尚不能划分进前五种类别的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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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计研究的工作者们也逐渐认识到这两种方法的

重要性，正处于积极的探索和应用阶段。

二、从各个研究方向（领域）文章数量的变化看我

国会计研究重点的转移

表 3（表中数据已优化处理）对《会计研究》近七年

的文献按研究领域进行了分类统计，从中可以发现，

我国会计学各领域的研究呈现不均衡的状态。财务会

计（25.64%）和财务管理（29.61%）两个领域的研究占据

了半壁江山。从纵向来看，对财务管理的研究总体上

呈上升态势，而对财务会计的研究有所减少。这说明，

我国的会计研究者一直比较注重对财务会计和财务

管理等会计实务领域的研究。

基本理论研究（13.56%）、审计与 CPA研究（12.57%）

以及特殊业务与新领域的研究（15.45%）处于平均水

平。其中，基本理论的研究近七年来处于基本饱和的

状态，各年研究的比重没有太大的差异。审计与 CPA

研究在经历了 2001 ~ 2004年的下滑之后进入较大幅

度增长的时期，而 2007年又有所降低。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美国安然事件的发生和近年

来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审计领域的研究被提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特殊业务与新领域的研究相对来讲

一直比较稳定，但其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可

以看出，所占比重最小的是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近

七年来的平均比重只有 3.17%，远远低于其他领域的

研究。相对国外会计研究顶尖级的杂志中发表的关于

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我国的会计研究者在这一领域

的研究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态势，需要不断加强。

三、《会计研究》2001~2007年发表文章的选题分析

21世纪会计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包括会计的

国际化与国家化、会计信息失真、合并财务报表、外币

折算、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物价变动会计等 圆园个方

面。《会计研究》所涉及的文章篇数如表 4所示。

从表 4（表中数据已优化处理）可以看出，不论是

从数量上还是从比例上看，我国《会计研究》对 圆员 世

纪会计学重要领域的贡献比较小，研究的问题更多处

于低层次的水平。

从各个领域来看，在《会计研究》中，我国的会计

研究者对外币折算（0.59豫）、衍生金融工具会计

（1.18豫）和物价变动会计（园豫）等会计学上的难点问题

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会计究竟是什么（园豫）、质量成

本（0.59豫）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

没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今后的研究中亟待加强。

我国的会计研究者对会计的国际化与国家化

（9.41豫）、会计信息失真（13.53豫）、国际会计的协调化

（7.65豫）、环境会计（8.82豫）等领域的研究较广泛，且对

前三个领域的研究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在具体的统计中我们发现，一些重要会计学领域

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一年或某一期。如环境会计，在

圆园园圆年有多达 员园篇的文章来探索，而以后各年度则比较少，多是对

环境会计研究的综述。另外，随着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制度的趋

同，一些会计领域的研究不断加强，如公允价值计量，圆园园猿年以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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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个领域文章数量及比例

说明院从2001年1月到2006年12月袁叶会计研究曳上一共有942篇文
章渊有效篇数冤袁其中包含在上述分类中的文章有870篇袁所以这样并
不矛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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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对 21世纪会计学研究重要领域贡献的统计

说明院该表涉及三种百分比院右下角的16.83%表示七年来总的关
于21世纪重要领域选题的文章占各领域文章数量渊1 010冤的百分比曰
最后一行的百分比渊右下角的除外冤表示各年发表的有关21世纪重要
领域选题的文章占近七年重要领域选题文章的比重曰 最后一列的百
分比渊右下角的除外冤表示近七年来各个重要领域选题文章的比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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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出现过，而近几年来则不断增多。

虽然从表面数据来看，我国对 圆员世纪会计研究重要领域

的贡献还不够多，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广大会计研

究者对于这些重要领域的研究正在不断加强，我们有信心也

有能力为国际会计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研究者的研究形式和分布区域分析

1. 各个年度研究者的研究形式分析。研究者的研究形式

一般包括三种形式：独立、合作和课题组。近七年来《会计研

究》研究者研究形式的统计如表 5（表中数据已优化处理）

所示：

通过表 5可以发现，2001 ~ 2007年通过独立完成的研究

文章的比例呈逐渐缩减的趋势（从 49.58%递减到 32.86%），而

合作研究形式在稳步上升（从 37.82%上升至 66.43%），课题组

的研究形式也在缓慢增加。可见，随着实证研究在国际会计领

域研究地位的不断上升，完成一篇有深度和广度的文章所需

要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单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因而需要研究

者之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2. 研究者的单位分布分析。

由表 6可知，《会计研究》中研究成果的高产区分布在沿

海和内陆的发达城市和地区，而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研

究成果相对较少。这从某种角度上说明，这些学校很重视在

《会计研究》上发表研究成果，从而确立了这些学校在会计学

研究中的地位。

这些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会计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因

为研究成果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机构在这一领域的科

研实力和水平。

在主要的财经类院校中，上海财经大学（57 篇）、东北财

经大学（55篇）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8篇）处于绝对的优势

地位。

而中央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同是 211工程）在《会

计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与其他三所学校相比有一定差距，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从纵向来看，这些学校都非常重视在《会计研究》上展现

成果，并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我们真诚地期待，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承担起会计研究

这一重大使命，不断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研究成果，为

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五、小结

本文通过对《会计研究》2001年 1月~2007年 12月共 1 082

篇文章题目的研究，对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类统计，包括会

计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统计、实证研究论文的具体分类统计、对

21世纪会计学重要领域贡献的统计、研究者的研究形式统计

和研究者的单位区域分布统计等。就统计与分析的结果，笔者

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 西部地区由于地域和经济的原因，会计学研究力量还

很薄弱。西部地区的研究机构以及高校应该加强人才引进，并

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制度。

2. 应该多采用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拓宽国内学者的视

野，使《会计研究》逐渐向国际学术刊物靠拢。

3. 国内学者应该就 21世纪会计学研究的新领域投入更

多的精力，这些领域对我国会计学研究来说还处于空白，还有

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拓展。

4.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应该考虑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因为在国外实证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水平的标杆性指数，

而要提高我国会计学在国际会计领域的地位，该研究方法的

广泛应用在所难免。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规范研究在我国会计

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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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会计研究》2001~2007年研究者研究形式统计

厦门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主要

的财

经类

院校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合计

10

6

7

4

5

1

3

9

3

5

2

1

2

14

7

6

8

2

3

2

3

10

4

5

1

1

11

8

6

2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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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

5

5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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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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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4

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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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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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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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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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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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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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4

4

6

6

5

7

3

6

12

9

9

2

4

6

4

5

8

6

5

2

3

80

64

55

42

30

30

29

57

55

48

32

20

18

年份
主要单位

表 6 近七年来《会计研究》各个年度研究者的单位分布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