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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 1945年开始在厦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

学术生涯，至今已历时六十一个春秋了。1983年我获准成为

全国第一位招收“现代管理会计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我的教

学与科研从此步入一个新阶段。进行高层次管理会计人才的

培养可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在教学相长、师生

共同切磋中，我取得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特于本文中作一简

要回顾与论述。

一 尧 坚 持 教 书 与 育 人 的 统 一

寓育人于教书之中，就是强调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为此

对人才首先要在人品、信念、节操上从严要求，并要求他们从

严治学，树立良好的学风。

一个人能否成才？是成大才还是小才？首先必须摆正德与

才的关系。宋代大学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才者，德之

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与德相比，德是第一位的。世纪伟人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也曾意味深长地说：“第一流人物

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的榜样作用，也许

比单纯才智上的成就影响更大，更加深远！”足见这是古今中

外千古不易的真理。据此，我认为，对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要求学生在人品、信念、节操上树立

一种“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人格精神。一个人有了这种精

神，才能有尊严地活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为

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提供批判性的智力支持。

要从严治学，树立良好的学风。青年学子必须力求做到：

淤戒浮躁和急功近利，养成“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坚持长期积

累、厚积薄发。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认真

实践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倡导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

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坚决防止一切华而不实甚至一知半

解的学术垃圾的产生。盂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

一篇论著的学术价值归根到底取决于作者思想的深度和高

度。古往今来，一些大学问家的论著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具有

超越时空的价值，正是因为其论著完满地实现了学术与思想

的高度统一。榆自觉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守住为人、为学的

伦理底线，严于律己，以求无愧于心，无愧于世人所尊崇的

“博士”称号。

二 尧坚 持 教 学 与 科 研 相 结 合

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必须坚持教学与科

研相结合，强调教学上出人才必须建立在科研上出成果的基

础上。为此，要以导师进行的开创性学术研究为先导，并将相

关研究成果写进教材，进行开创性高层次教材建设。因为，博

士生导师作为所在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领航人，自身

必须有较深的学术造诣，能随时掌握本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

站在学科的前沿，坚持不懈地进行开拓、创新，并以其开创性

的科研成果为依托，进行开创性教材建设。只有这样，高层次

人才的培养才能落到实处。否则，导师若要引领博士研究生在

相关学科领域不断进行开拓创新，将无从谈起。以下，我就导

师应如何开展开创性学术研究和如何进行开创性高层次教材

建设，结合个人情况作较具体的论述。

（一）开创性学术研究的认识与实践

现代管理会计是西方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现代

管理科学为基础、以决策性管理会计为主体的综合性交叉学

科。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开

始率先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引进、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

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引进和借鉴，使之适合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首先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坚定地认为：“对于国外企业管理

方法和经验（包括现代管理会计在内）中某些以社会化大商品

生产为基础并合乎科学原理的部分，经过吸收和消化，加以改

进和提高，使之同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相适应，

将能卓有成效地在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中推广应用，为我国社

会主义企业全面提高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服务。”基于这种基

本认识，我在经过多年的独立思考、研究消化的基础上，立足

中国国情，博采众长，致力于现代管理会计基本理论建设和创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研究，所

取得的具有较大开创性的成果已具体体现在我所撰写的一系

列教材、专著、学术论文中，并得到国内外许多相关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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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和赞誉。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经济高度发达国家以物质资源为

主导的工业经济社会向以精神资源（知识、智力）为主导的知

识经济社会转变，这种从刚性化社会向柔性化社会转变的历

史潮流，将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这一历史特征相适应，我深刻地认识

到：对管理和管理会计的认识与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物质与制

度层面，还应进一步扩展到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社会文化层

面，并围绕这一中心开展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

提出，应从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闪耀着“东方智慧”灿烂光芒

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挖掘、吸收、总结那些可以超越时空的

管理理念、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正在创建的现代化管理和管理

会计体系提供指导，使之从人文和哲学层面凸显中国特色，这

种观点已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二）关于开创性高层次教材建设的认识与实践

现以我主编的“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十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为例进行说明。

1.“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管理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9年 8月出版），是全国会计领域三本“九五”国家

级重点教材之一。其编写的指导原则是：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既重视所述业务内容的现实适用性，又

致力于理论探索的前瞻性；借以使读者扩大视野、开拓思路，

从而为他们能适应有关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综合而灵活地运

用本书所述的原理和方法提高理论洞察力。该书出版后产生

了较广泛的影响，著名学者郭道扬教授认为：全书“内容丰富、

气势磅礴”，“起点高、视野广”，“追踪管理会计发展前沿，具有

较大的开拓性和探索性”，是“教材与专著相统一”的“一部值

得阅读和珍藏的跨世纪著作”。

2.“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管理会计学（本科生用）》（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第 1次印刷）和《管理会计学

（研究生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

刷），分为两册出版，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于阐述管理会计学

基础性知识、内容，具有成熟性、稳定性；后者，侧重于体现学

科前沿的开拓性成果，具有研究性和前瞻性，能较好地体现作

者的创新成果与学术特色。清华大学郝振平教授认为：新教材

“强调综合地运用系统观、社会观和文化观（而不是机械观、技

术观和数量观）去分析、解决管理和管理会计领域中的相关问

题，从哲学与历史的高度探索管理会计发展的人文化趋向”，

“更适应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堪称新世纪的开山之

作”。

三 尧 开 创 宽 松 尧 和 谐 的 教 学 环 境 袁 致 力 于 培 养 具 有 高 综 合

素 质 的 野 软 人 才 冶

当今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正在从以物质资源为主导的工业

经济社会向以精神资源（知识、智力）为主导的知识经济社会

转变，为适应这种从刚性化社会向柔性化社会转变的历史潮

流，21世纪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既“立足专业”又“超越专

业”，致力于培养具有高综合素质的“软人才”。“软人才”是知

识广博，能将相关学科领域的成果融会贯通、创造性地灵活运

用的“通才”，而不是只在一个狭隘的专业领域术有专精的“专

才”，即“硬人才”。

今天，高层次管理、管理会计人才（以决策人才和决策支

持人才为主体）的培养，只有从“硬人才”向“软人才”转变，才

能同知识经济的时代精神相适应。因为“创新”是知识经济的

灵魂，而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具有高综合素质的“软人

才”在分析、研究问题时不会停留在程序性、技术性层面，就事

论事地展开常规性工作，而会上升到思想、理论高度，善于以

“已知”为起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类比、联想、体察和领

悟，进而提出新理论、新学说，创造出新的成果，这是那些只在

一个狭小专业领域具有“一得之识”、“一孔之见”的专业型“硬

人才”无法做到的。可见，综合素质是创新能力之源！这正是高

综合素质的“软人才”相对于专业型的“硬人才”具有无法比拟

的优势的鲜明体现。

高综合素质“软人才”的培养显然不是利用教材进行知识

传授所能做到的，因此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进行

富有启发性的“广博教育”才是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必须强调

以下内容：

1. 在导师与博士生组成的学术群体中，导师学术带头人

地位的取得要靠自己的学术造诣、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而非

权势。

2. 要在学术群体内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以相互

尊重、见贤思齐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特别是学术带头人

应虚怀若谷、求同存异，使人人都能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

气氛中奋勇争先，以促进学术创新。

3. 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精神，允许多样化的学术观点

并存。因为学术上的自由探索是创新之源。在一个学术群体

中，如果学子们的思想、行为受到种种人为的有形或无形的条

条框框的束缚甚至压制，则优秀学子具有的原创性的、与众不

同的学术成果无法展现，群体学术创新的生命力也将因此丧

失殆尽。

4. 在活动方式上，宜多组织“沙龙式”的学术讨论，鼓励

大家畅所欲言，在讨论、交流中应人人平等、求同存异，既相争

又相融。在不同的观点、观念的碰撞中常常会冒出思想火花，

收到令人惊喜的成果。

5. 学术群体要形成自己学术上的特色。为此，一要不“跟

风”；二要有较长时期的“积累”。特色的形成决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艰苦积累，才能取得经得起检验的

真正具有特色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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