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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研究难度及进入成本的高昂，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自它孕育产生约一个世纪以来，始终
没有成为经济学的显学。
虽经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艰辛开拓，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至今仍存在严重
的不平衡发展。
其中，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薄弱，基本上处于研究的空白地带。
我们认为，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创新，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新突破。
也要有研究领域的平衡发展，大力开展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仁所肩
负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民国经济思想史为什么长期没有得到系统的深入研究？
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没有给“民国经济思想史”以明确、独立的定
位。
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长期以研究古代为重点，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多只到1919年，
对1919-1949年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不太涉及，1949年以后的内容又属于新中国经济思想史，所以使得民
国经济思想史被人为地剖裂开来，没有获得独立的位置。
第二，因为长期以来“极左”思想对学术的干扰，学者们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为学术禁区，不
敢轻易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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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之一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北洋政
府时期会计思想的发展及实践、中国簿记与洋式簿记比较研究及其思考、杨汝梅(众先)与《无形资产
论》、会计思想大体上传承了日本会计思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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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两方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在《财经研究》、《经济评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代表性论文有《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民同时期中式会计改良与改革之争》。
其中，《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一文荣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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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主计制度正式成立、成长与退出　　1931年3月，主计处正式成立，但因为各机关组织之间关
系错综复杂，而且适逢国难，推行新制度非常艰难。
卫挺生对当时情况总结如下：“自民国二十年主计处成立以来，迄今数年，其制度仍未能充分推行。
即在中央各机关，办理岁计会计统计之人员改隶属于主计处，亦最近始商有办法，而尚未充分实现。
而中央对于推行此种制度仍未能充分实现。
而中央对于推行此种制度之决议案，经过全体大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者，已有六七次之决议，以促其成
。
原推行之成绩，中央尚未完全实现，地方尚未开始举办。
此其制度推行之艰难有如此者！
⋯⋯超然主计人员之联综组织，最先实施者为铁道部⋯⋯继铁道部而推行者为交通部⋯⋯此外成绩尚
少。
而积极作梗俾新制度无由贯彻者，亦尚大有人在也。
”①可见当时的推行工作并不顺利。
　　1935年以后，主计制度逐渐进入成长时期，虽然1937年、1938年受到中日战争影响，但抗战进入
后期以后，政府注意基本建设工作，不遗余力地推行主计制度，各项主计法令依次公布实施，如预算
法、决算法、会计法、统计法，为主计制度全面实施提供了制度层面上的保证，实施机关也从中央扩
充到地方。
主计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虽然最高当局倡导有方，主管机关经营得力，但是还
不能够完成其预期的使命，这是主计制度施行以来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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