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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会计系王立彦老师专访 

 

王立彦老师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评论》

主编、《中国管理会计》主编、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他的

研究领域包括会计信息与企业价值、海外上市企业、双重财务报告与公司治理机制、环境成本

绩效及其财务价值效应、内部审计控制、职业道德与责任、国民经济核算与统计分析，相关的

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金融研究》、《统计研

究》、《会计研究》、《经济学季刊》、《审计研究》、《经济科学》、《产业经济评论》、

《北京大学学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开管理评论》、《中国经济问题》、《财

经科学》、《中国证券业研究》、香港《信报 财经月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Information System》、《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International Tax Journal》等期刊。合著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n China》一书，在英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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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彦老师于 1985 年 3 月加入北京大学，于 2022 年荣休，教书育人近四十载。他曾参与

光华管理学院的设立，是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的第一任系主任，见证了光华管理学院会计专业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全过程，为会计系各方面的发展都做出过贡献。打开学院官网，王老师

的教授简介里有一段与众不同的描述：“国内北南西东辗转：知青（山西清徐县）；铁路铸造

工人（大同机车工厂、太原机车车辆工厂）；大学读学位（太原、成都、北京）”……这一切

都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会计系的创系历史如何？当王老师遇到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时，他

是如何做出选择的？王老师在荣休后还有没有教学科研计划，让我们能有机会继续跟老师学习？

为了解答这些疑惑，我们特意联系王立彦老师进行了个人专访。 

 

会计系和专业发展 

✓ 1985 年 5 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学院下设有经济学、国际经济和经济管理三个系。厉

以宁老师担任经济管理系的系主任，王立彦老师担任经济管理系下设的经济核算教研室主

任。 

✓ 1988-1989 年间，经济管理系酝酿增设本科生财务学/理财学专业，经全体教师讨论，申报

获批财务专业。原计划 1989 年开始招生，因特殊因素延迟一年。 

✓ 1993 年 12 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组建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 1994 年 9 月，北京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

院。在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前后，会计系成立，下设有两个本科专业：会计、财务管理。 

✓ 1995年秋季，厉以宁老师以院长身份率队赴美国十余所大学参观访问，王立彦老师和学院

多位老师一同参加访问，学习创办管理学院的先进理念。 

✓ 1996年起，在光华教育基金会支持下，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多位具有留美背景的老师

来到光华会计系授课。得益于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的全方位的支持，

加之北大图书馆在英文版会计教科书方面的支持，会计系在成立起步之初，国际化程度就

很高。 

✓ 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各系专业建设完善中，会计学术硕士专业从 1995 年起招生，会计学博

士生专业从 1999 年起招生。 

 

从知青、 机车工人到北大学者的心路历程 

王老师生长于山西吕梁、太原，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当知青，在农村工作一年半后被选

拔去到大同机车厂当铸造工人，两年后转到太原机车厂工作。1977 年 10 月的一天，在上班途

中听到街头大喇叭广播恢复高考消息。作为“工人阶级领导阶级”一员，加之当知青和工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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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三年多时间，刚回到父母身边不久，王老师犹豫再三才报名，两个月内边工作边复习。12

月得到高考通过初选通知后填报志愿，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王老师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分别

填报政治、中文这两个当时备受追捧的热门专业。在纠结第三志愿填报什么专业时，听取高中

班主任老师的建议，未来国家建设需要经济人才，报考山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专业。那年太原

机车车辆厂有 5 位青年工人考上大学。1981 年夏季，王老师在具有吸引力的进京工作机会和继

续读研深造之间又犹豫了，最终还是觉得不考研太可惜，在截止报名的最后一天决定考研。挑

选报考专业时，带着对山西省以外世界的憧憬和对专业的好奇心，报考四川财经学院统计预测

与决策专业。在川蜀大地学习三年，1985年王老师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工作，一直教

学研究至今，期间 1988-1992 四年攻读博士学位。 

王老师丰富的求学和工作历程充满了时代色彩，他回顾自己的每段人生经历转折，都充满

“偶然”和“幸运”，但在偶然和幸运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王老师有理想、有追求、孜孜不倦

求学问的学者风范！ 

 

退休后的科研和教学计划以及对同学们的嘱咐 

在教学方面，王老师表示在退休后短期内仍会继续担任教学工作，具体安排则服从会计系

的工作计划；在科研方面，王老师表示会继续跟进现有课题研究以及和老师同学们的合作研究。

除此之外，王老师已经发起建立“北京大学闵庆全会计研究基金”，用于支持学生和教师的科

研需求，希望能够传承自西南联大以来的科学精神。与其他传统会计院校不同，光华会计系的

“基因”既有微观层面又有宏观层面，王老师希望自己接下来能着力推动宏观层面的会计研究。

他认为，微观层面的会计基因表达产物是平常课堂上学到的会计知识，而宏观层面的表达产物

则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英译为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二者在方法论上有相似之处，比

如都有循环账户借方贷方、都是多账户封闭体系等，区别主要在于宏观层面的会计主体变成各

级政府乃至国家，相应的核算核心是GDP。王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现在也希望自己能继续推进其中的部分研究。 

王老师特别说到，最近十年作为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负责人，他参与和发起了多

项具有社会责任性质的活动，并计划退休以后将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公益活动中。譬如参加

北大对新疆石河子大学、西藏大学的对口支教工作，再譬如厉以宁老院长亲自题匾、专门针对

老少边穷地区小学的“博雅图书室”，王老师已经在藏族、羌族地区以及吕梁山革命老区落实

十多所。 

最后，王老师特意对博士研究生们的科研生活给以建议。北大会计系一直以来都注重学术

化，培养学术科研人才也一直以加入高校教师队伍为导向。博士生在规划未来发展和选择研究

内容时，需要同时兼顾理想和现实，将热点研究和需要长期积累的研究有机统一，提高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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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竞争力和应对宏观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此外，还要注意提前了解目标院校教职留任的条

件，早做准备才能在毕业求职时应对自如。 

 

故事一则：冥冥中的北大缘 

王老师 1980 年代初期在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求学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胡代

光教授常去成都讲学。抗战期间，西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培养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批四

川籍杰出学者，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与四川财经学院刘诗白院长同为武大校友，胡先生每年

都去成都讲学，主要讲授西方经济学专题。当时学生基本都讲四川话，所以胡先生注意到了发

言带着北方口音的统计学专业研究生王立彦，还谈到他在北大也曾经讲授统计学课程。在四川

读研期间，王老师的硕士生导师团队带头人是刘心铨先生，当时年事已高，王老师与导师刘先

生仅有两面之缘。在北京大学，王老师的博士生导师是闵庆全先生，闵老师于 2011 年辞世。

原以为一切都已经成为风中往事，一张老照片揭开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北大缘。 

2012 年北大经济学院 100周年庆典时，既是经济学院校友又在经济系任教的王老师受邀参

与 100 周年庆活动。整理相关校史资料时，一九五零级和一九五一级经济系毕业照引起了王老

师的注意。两张照片里，坐在前排的不乏大名鼎鼎的老先生。王老师惊喜地发现，其中居然同

时有刘心铨先生和闵庆全先生。通过仔细查阅文献确认，刘心铨先生于 1925 年考入清华，

1929 年清华毕业后就职和任教于统计学领域，1949-1951 年在北大经济系任教，后因工作需要，

调动转至重庆的西南财经委员会统计处。四川财经学院成立后，刘先生转去成都，担任统计系

主任多年。闵庆全先生 1939 年考入西南联大，1944 年毕业，1946 年应聘回到北大任教。这样

一看，自己先后在四川、北京读研，两个阶段的两位导师，居然曾经是北大经济系的同事！他

们或许合作教授过同一门课程，或许一起交流过研究话题，或许共同探讨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之路……但令王老师倍感遗憾的是，两位老先生都已经先后作古，这段跨越六十多年的北大缘

分，他没能来得及、也永远无法与刘先生闵先生一起回味和分享。其中的很多疑问、猜想，只

能留在心中埋在心底，化作对两位导师的深切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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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立彦老师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一名治学严谨、勤勉奉献的学者；

从他不乏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立果敢、豁达乐观的灵魂；从他心心念念

的往事遗憾中，我们更是看到了一颗待人真诚、心怀感恩的赤诚之心……莫道桑榆晚，为霞尚

满天！让我们向您道一声感恩，珍重！ 

 

（撰稿人：黄利平、李宬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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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会计系师生论文发表信息 

2021 年，会计系师生在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39 篇。其中，国际 A 类刊物 7 篇，国际 B 类刊物 7 篇，国内

A 类刊物 2 篇，国内 B 类刊物 9 篇，其他刊物 14 篇。具体统计信息如下： 

全部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期刊 

国际 A 类刊物（7 篇） 

Arif, Salman; Kaplan, Zachary; Ahn, 

Seong Jin 

Flash in the Pan: Management Guidance and Future 

Performance 
The Accounting Review 

Hu, Danqi; Stephan, A News at the Bell and a Level Playing Field The Accounting Review 

Ma, Zhiming; Ruan, Lufei; Wang, 

Danye; Zhang, Haiyan 
Generalist CEOs and Credit Rating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Zhong, Weiguo; Ma, Zhiming; Tong, 

Tony W.; Zhang, Yuchen; Xie, Luqun 

Customer Concentration, Executive Attention, and 

Firm Search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Hsu, Charles; Li, Xi; Ma, Zhiming; 

Phillips, Gordon M 

Does Industry Competition Influence Analyst Coverage 

Decisions and Career Outcome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Lu, Ruichang; Shen, Qiaowei; Wang, 

Tenghui; Zhang, Xiaojun 

Frenemies: Corporate Advertising under Common 

Ownership 
Management Science 

Li, Jing; Liu, Tingjun; Zhao, Ran Strategic Nondisclosure in Takeovers The Accounting Review 

国际 B类刊物（7篇） 

学术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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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tephanie F.; Hope, Ole-

Kristian; Hu, Danqi 

Strategic Entry Deterrence in the Audit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he Merg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Bodie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Yu, Yan; Lee, Yi-Tsung; Fok, Robert C. 

W. 

The Determinants of High-Interest Entrusted Loan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Hsu, Charles; Jin, Qinglu; Ma, 

Zhiming; Zhou, Jing 

Does Voluntary Balance Sheet Disclosure Mitigate 

Post-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Ma, Zhiming; Wang, Rencheng; Zhou, 

Kaitang 
Generalist CEOs and Audit Pricing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Chang, Hsihui; Harris, Erica E.; Jiang, 

Shushu; Ma, Zhiming 
Are Foreign Donors Good Monitors?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Chang, Hsihui; Hsu, Charles; Ma, 

Zhiming 

Does Product Similarity of Audit Clients Influence 

Audit Efficiency and Pric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Wu, Liansheng; Xiao, Jason Zezhong 
The Value of Auditing, Audit Independence, and Audit 

Pricing: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国内 A 类刊物（2 篇） 

饶品贵; 罗勇根; 陈冬华; 姜国华 
宏观之微观意义和微观之宏观启示——第九届宏观

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经济研究 

马新啸; 汤泰劼; 郑国坚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的税收规避和纳税贡献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 
管理世界 

国内 B 类刊物（9 篇） 

孟为; 姜国华; 张永冀 汇率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境并购 金融研究 

许晓芳; 陈素云; 陆正飞 杠杆操纵：不为盈余的盈余管理动机 会计研究 

张会丽; 赵健宇; 陆正飞 员工薪酬竞争力与上市公司员工持股 金融研究 

许晓芳; 汤泰劼; 陆正飞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高杠杆公司杠杆操纵——基于

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研究 

龚启辉; 李辰; 吴联生 投资银行-审计师业务关联与 IPO 盈余管理 会计研究 

王百强; 伍利娜 财政政策与企业投资 中国会计评论 

时昊天; 石佳然; 肖潇 注册制改革、壳公司估值与盈余管理 会计研究 

汤泰劼; 马新啸; 宋献中 
财务报告重述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

险的视角 
会计研究 

马新啸; 汤泰劼; 蔡贵龙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去僵尸化——来自国有

上市公司董事会“混合”的经验证据 
金融研究 

其他发表（1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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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uili; Li, Rong; Lu, Zhengfei 
Transparency and Stock Price Informativenes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Barnett, William P.; Xiao, Xiao; Zhou, 

Yi 

Competitive Exclusion versus Mimetic Isomorphism: 

An Identified Empirical Test 
Sociological Science 

Banerjee, S.; Qu, H.; Zhao, Ran 
Clarity Trumps Content: An Experiment 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Beauty Contes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Duan Binglei; Xinxiao Ma; Taijie Tang, 

Guojian Zheng 

Adjustment Costs of Institutional Tax Changes from the 

Audit Pricing Perspectiv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VAT Refor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陈磊 创新驱动发展与管理会计：主题导读 中国管理会计 

陆正飞; 李慧 
同行业企业收入确认政策差异的成因及影响——以

贝壳和我爱我家公司为例 
财会月刊 

陆正飞 
商誉减值与摊销：该选择谁——基于准则演进与文

献回顾的认识 
财会月刊 

李荣; 陆正飞 
现金分红解释的市场反应研究——来自上交所上市

公司遵循现金分红指引的证据 
财务研究 

王立彦 抗击疫情 内部审计面对新挑战 中国内部审计 

王立彦 问责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及考评应用 财会月刊 

王文兵; 于艳艳; 王立彦; 干胜道 长期股权投资会计计量属性选择问题分析 财会月刊 

易阳; 蒋朏; 刘庄；辛清泉 政府放权意愿、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雇员效率 世界经济 

王红建; 汤泰劼; 李茫茫; 刘梓微 
通货膨胀、非对称性贬值与商业信用结构——基于

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视角 
管理科学学报 

段丙蕾; 汤泰劼; 王竹泉 “商业信用歧视”降低了行业资本回报率吗 经济管理 

 



学术经纬 

 9 

2021 年会计系 1405 论坛信息发布 

1405 论坛由会计系硕、博生自发组织，旨在讨论最新论文和研究想法，促进同学间学术交流与合作。2021

年 1405 论坛共举办 14 次，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主持人 题目 

4.16 杨大宇 

吴金妍 

非上市企业研究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rive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ompanies 

5.14 段丙蕾 

张越 

Management Forecast 文献回顾 

Interaction Terms in Binary Choice Models 

5.21 汤泰劼 

李荣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的税收规避和纳税贡献——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 

中国的股利干预政策 

6.11 肖帅莹 

张艺民 

关联产业成长机会与公司投资 

机构投资者和盈余质量文献回顾 

6.18 李嘉宁 

栗宇丹 

Literature Review on Audit Committee 

薪酬委员会文献综述 

6.25 刘筱 

张敬檬 

集团共享审计师与公司税负 

文献报告：No Place Like Home: Familiarity in Mutual Fund Manager Portfolio Choice  

7.02 蒋朏 

郭雅婷 

美国市政债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研究综述 

10.15 汤泰劼 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能缓解融资约束吗？ 

10.29 
张越 

吴书月 

DID 最新应用 

分析师监管有关的政策、文献和研究设计 

11.12 
李博文 

李宬锐 

审计法修订与退市新规解读 

CSR 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经济后果研究综述 

11.19 
黄利平 

陈祎丽 

Labor and Finance 

北京证券交易所新政解读 

11.26 
罗畅拓 

肖华茵 

The Micr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Insider Trading 

12.10 
栗宇丹 

李嘉宁 

双边协议与企业跨境并购效率 

与高管个人特征相关的会计研究 

12.17 

张艺民 

时昊天 

杨大宇 

中国内部控制研究回顾（2016-2020） 

高管现金激励研究综述 

Climate Finance 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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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术与职业经验分享 

编者按：本期《走进会计系》，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2021 届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毕业生

周茜，以教师的视角为我们分享博士生学习阶段与工作阶段的学术经历和经验。周茜现任中山

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聚焦于公司财务问题，具体方向包括资本结构、跨国公司财务管

理、企业数字化转型等，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知名期刊。 

 

 

关于毕业后的工作状态 

与博士生阶段的科研与日常生活相比，工作后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确实都产生了很大的变

化。 

一方面，工作后需要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分给教学工作，而做研究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要想把课教好，不花时间好好准备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新老师而言，每个学期要教授一到

两门新课，备课会占用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建议学弟学妹们在博士生活的几年里一定要尽量多

储备一些研究成果，这样工作最初两年的科研压力才会相对小一些。而对于博士阶段的毕业论

文，则一定要格外认真对待，因为工作后的早期研究成果和申请的第一批课题项目绝大部分是

在博士毕业论文的方向上进一步完善的。 

另一方面是教学相长：尽管对这个词早有耳闻，但确实在工作后才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虽然备课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需要不断地梳理自己的知识框架体系，

把知识揉碎再系统地讲授给学生，这也让我自己对以往学习过的很多知识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此外，我任职的中山大学在重视新老师的学术研究工作上做得特别好，为此也不会给新老

师布置很重的教学任务抑或各种各样的学生工作，这也是建议大家未来找工作时重点考虑的一

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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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士阶段的学术经验 

首先值得反复强调的依然是尽可能多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这一直是学术研究的基础。

学术文章的研究贡献绝大部分归属于核心研究问题的提出者，而不是埋头研究数据或落笔成文

的人。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提出的每一个研究问题都非常有意义，事实是：大部分人提出的大

部分研究问题都很普通，而只有那些经过反复筛选、打磨，并经历了时间考验的研究问题才具

有其意义与价值。我发现许多老师都会有一个专门记录各类研究问题的小本本，用于随时随地

记录下突然迸发的灵感，然后每隔一段时间翻看这个小本本，把其中无意义的研究问题划去，

而对其他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继续打磨。所以同学们在博士阶段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提出没有意义

的研究问题而不提问题，因为没有研究问题比无意义的研究问题更可怕。这里引一句麻老师的

话：“每周想一个研究问题，每年就有五十个研究方向，而这其中总有一个值得深入开展下去。” 

其次，则要利用博士阶段最丰富的人际资源，进行充分有效的学术交流。学术研究中即使

是相同问题，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各异，多交流多思考的必要性也得以彰显。学院里面的

老师都非常乐于与学生交流问题、分享经验，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请教老师而闭门造车，多

与老师交流还能够打开我们看问题的视野和格局。在我读博士生的几年中，每次与陆正飞老师

交流研究问题的时候，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陆老师特别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把握问

题的走向，这都让我受益匪浅：很多时候跳出问题本身，从更高的层面重新思考，原来的问题

就迎刃而解。此外，不仅同学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十分必要，博士生同学们也要积极互相交流，

例如会计系同学一定要积极参加系里组织的学术论坛和组会，也要善于与周围聪明的小伙伴互

相学习。特别是如收到期刊的拒稿信等心情不佳的时候，更要多和要好的朋友们交流，千万不

要因为压力大而憋坏了自己。 

初见学术的日常生活建议 

会计系博士生前两年的课业比较繁重，特别是第一年：高计、高微等基础课加上各种专业

课，可能会使得大家每天都在疲于完成课程任务，无暇写论文。事实上同学们第一年可以不用

急于步入科研生活，打好基础也很重要。但从二年级初开始就要尽早着手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写

作，只有完整地经历了构思问题、设计研究、处理数据、修改成文并投稿期刊等各个步骤，才

算博士阶段的真正入门。所谓做研究，是在做中学，而不能光想不做；在将研究想法转换成学

术成果的过程中，不仅会发现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也会补充学习大量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同

时在学术生涯中收获成长。 

而为了写好第一篇学术论文，乃至做好博士阶段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对文献的了解和把

握；不管是构思研究问题还是雕琢研究贡献，都需要通过精读和泛读结合的方式，搭建自己的

文献框架，对现有的文献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对于刚入学的学术小白来说，多读文献是最为有

效的入门办法，还可以通过多读文献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对于自己感兴趣或正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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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要精读文献，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文献可以选择泛读，但不能因为不做相关领域的研究

就不去阅读。博士生同学们在读文献的过程中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文献框架和脉络，就好比在头

脑中建立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需要某篇文献的时候可以快速地随取随用。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在校园的美好时光，不负韶华。我将参加会计系夏令营面试时师兄

送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与大家共勉：“若是美好，谓之精彩；若是糟糕，谓之经历”。 

 

（撰稿人：周茜、时昊天） 



学生天地 

 13 

 

 

 

 

 

学生天地 

 

 

 

 

 

 

辞旧迎新 精彩纷呈 

——2022 年会计系新年晚会回顾 

2021 年 12 月 19 日晚 7 点整，2022 年会计系新年晚会在光华管理学院 1 号楼 203 如期举

行。 

“岁末将至，回忆从不折旧；喜迎新年，幸福永续盘存。”随着四位主持人张仪、毕盛、

余曦晖、李宬锐的精彩开场，晚会拉开序幕。 

 

率先出场的节目是轻快活泼的歌曲《New Boy》。“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空飘扬……”在 16 级博士生张玥和 21 级博士生刘筱的温暖歌声中，观众随着欢快的旋律一起

律动，现场气氛迅速升温。 

 

学生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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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19 级博士生张越和 20 级硕士生郭雅婷的钢琴小提琴合奏《莫扎特 e 小调第二十

一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小步舞曲》将大家迅速拉入另一个情境，全场静静倾听清脆的

钢琴和悠扬的小提琴缠绵对话，优美的旋律带给大家极致的听觉享受~ 

 

 

 

随后，MPAcc 的雷咏荃和张仪为大家送上歌曲串烧《想见你》《小手拉大手》，两首耳熟能

详的经典歌曲在两位小姐姐的演绎下别有特色，一个温柔有磁性，一个甜美又可爱，带领大家

感受爱情的执着坚守和柔情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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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级博士生时昊天一身帅气西装为大家带来钢琴独奏《月光》，乐曲优雅动听，引人入胜，

同学们纷纷感叹，平常课上认真的“时助教”竟是如此多才多艺！ 

 

 

 

在一轮精彩的节目过后，迎来了第一个互动游戏环节——传声筒。三组老师和同学各尽巧

思，手脚并用，然而“应收账款”“红楼梦”等题目让大家纷纷犯难，但在各组的默契配合下，

“淘宝”“猫抓老鼠”“眼镜蛇”被迅速猜出，其中一组同学的速度之快让大家大呼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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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环节告一段落，来自 20 级的硕士生郭雅婷和蒋朏带来歌曲《采薇》《牵丝戏》，带我

们领略古风之美。随后 21 级的李博文和陈祎丽同学歌曲串烧一句一歌，勾起所有人的经典回

忆。 

 

 

 

第二轮游戏环节夹弹珠考验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老师和同学们都积极参与。大家和

光滑的小玻璃球“斗智斗勇”，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最后的娴熟从容，玩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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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级博士生罗畅拓和黄利平带来相声《我不是卷王》，幽默生动地展现了当前在学习生活

中的“内卷”现象，引起大家强烈共鸣。“一个合格的卷王，就是自己学不到，也要给别人增

加心理压力”，诙谐的台词引发现场笑声连连。学会计的同学长衫在身，有模有样地说起了相

声，是不是很反差呢？  

 

 

 

随后，20 级侯诗琪同学带来动感舞蹈《Shake》，小姐姐已经连续两年为大家带来惊喜，今

年依旧活力四射，热情的氛围感染了现场观众，欢呼声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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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游戏“听前奏猜歌”是同学们参与热情度最高的游戏，主持人话音未落，同学们

争相上台，游戏中台下的大家也屏息以待。事实证明，同学们在歌曲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

“中华小曲库”们的库存令人惊叹，从老到新，从中到外，前奏一出几乎首首“秒猜”。其中

一轮游戏两组更是得到了老师们的强势助力。罗炜老师秒猜《青苹果乐园》引得台上台下一阵

惊呼，没想到老师们竟然还有如此绝技！  

 

 

 

新年祝福视频环节，老师和同学们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心路历程，无论是快乐的、忙碌的还

是紧张的、充实的，大家都在过去的一年中收获了成长，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一年的期许和对

大家的新年美好祝愿。这些陪伴在身旁的老师和同学仿佛家人一般，我们更感觉到会计系这个

大家庭的温暖氛围。 

本次晚会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奖品——来自老师的倾情赞助：Switch 健身套装、拍立得、

kindle、无线耳机……高达三分之一的中奖率让大家心动不已，每次抽奖都将晚会气氛推向高

潮，幸运儿们接受着来自台下羡慕的目光~（小编：希望明年不只有羡慕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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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还设置了颁奖环节，博士生优秀论文鼓励在校博士生潜心科研，希望接下来的一年中

博士生们能以获奖同学为榜样，再接再厉，在科研的道路上踏实向前，头发多多，paper 多多！

也希望我们《走近会计系》能产出更多优秀的稿件，记录会计系更多的精彩！ 

MPAcc 同学贾甜树、郑涵月、焦天旭带来乐队表演《如愿》，动听的歌声、钢琴的演奏和

架子鼓的律动配上背景中记录美好回忆的照片，感动满满。相信在未来的一年，大家都能得偿

所愿！（小编在校几年来，也是第一次见到的这么多的“大家伙”搬到现场！感谢本次晚会导

演组的精心筹备，为大家奉上了一次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每年的晚会都以会计系大家庭的合照结束，今年也不例外。在一片欢笑声中，晚会落下帷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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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是不寻常的两年，我们能如期相聚在这里实属不易。告别旧岁，以全新的姿态迎

接新的一年，珍惜当下，努力奋斗，我们相信 2022 会更加美好。 

 

（撰稿人：栗宇丹、李博文） 

 

 

 

  



学生天地 

21 

 

21 级学术硕博小萌新入学体验大公开 

不知不觉中，研一上学期已经结束。这一学期以来，大家的生活体验如何，有什么想分享

的点滴，又对未来有什么思考和规划呢？让我们来揭秘一下吧！ 

 

Q1： 研一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呐？有何与众不同的体验吗？ 

 

李博文：研一上学期的课程真的是非常紧张，难度比本

科也大了不少。尤其是技术系数拉满的高微高计，让我

的上课状态成功实现从紧跟节奏、专心理解，到不知所

云、加速抄写，再到手速不够、拍照来凑的神奇转变。

不过，在朋友和老师的帮助下，在无数次与公式斗智斗

勇后，我顺利完成了这两门课程，真的超感谢大家！除

此之外，两门文献课也是让我变身为某99年产外文文献

阅读器兼连轴工作打字机的同时，加深了对学术的理解

和认识~ 

 

 

 

罗畅拓：整体感觉就是北大的同学都特别厉害，并且课程

压力会比本科重很多。不得不感慨的是学高微真的太困难

了，尤其是当发现班里有很多 100 分选手时，瞬间开始怀

疑人生。但是在接受自己身上的不足、慢慢调整了自己的

节奏以后，也逐渐找到了自己在博士项目中的状态和习

惯。 

 

 

 

 

 

 



学生天地 

22 

 

 

 

 

黄利平：在燕园学习生活的第一学期让人惊喜。虽然

课业繁忙，经常不是在苦学高微高计，就是在读文

献、做 pre 或者想 proposal，但也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

收获了好多奇妙的小惊喜。秋天夕阳下的未名美景甚

是好看；冬天在湖畔成群晒太阳的小麻雀们超级可

爱；时隔多年再次体会到冬天有暖气是多么舒适；还

有漫天飞雪时约三五好友一起溜冰是真的快乐...... 

 

 

 

 

李宬锐：接地气地说，过去这一学期真的是痛并快

乐着。每周大量的文献阅读让拖延症晚期患者终于

意识到了规划执行的必要性，烧脑的高微高计课让 2

年没碰数学的人下定决定要找回理科生的尊严，全

英 pre 和讨论让“哑巴英语”专业选手开始能够从容

表达自己的想法……除了学业上的收获，最最最开

心的是遇到了超优秀超可爱的老师同学室友！真的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帮助，相信接下来的我们都会变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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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祎丽：重新转化成学生身份后，对回归学校的生

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好在校园也着实未让人失

望。紧张的学习之余，利用闲暇时光享受燕园之

秋、之冬，好不惬意，并四处向朋友“炫耀”邀请

他们来学校体会我的惬意。高微高计的紧张学习和

大量文献的精读与阅读，一开始着实难以适应，屡

屡受挫，但庆幸自己慢慢找到了博士学习的节奏，

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回望这段学习过程，能看到自己

的进步与成长就知足啦。平时最爱去图书馆学习，

在还没入学之初常去国家图书馆读书，但下午五点

就闭馆了，而且周围还没有吃饭的地方；学校图书

馆在考试季也能开到凌晨，出门就有食堂，实在美

滋滋！ 

 

 

 

Q2：在美丽的燕园生活了半年多，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宝藏体验吗？ 

罗畅拓：博士项目是压力重重的修炼之路，所以一定要找到学术与生活的平衡点，让自己

能够及时排解苦恼、继续精力满满。在这里强推一间在新中关附近的猫咖——儒意源呆吧！！！！

有了小猫，所有的烦恼都会风吹云散！ 

李博文：说到分享，本资深大吃货+初级小厨师就有话说了。下面是一份贴合不吃辣或吃

微辣人士的美食推荐：家园三楼鲜肉肠粉（五颗星）、家园二楼方便面（四颗星：不是太健康

所以减掉一颗星）、燕南食堂土豆牛肉、粘豆包、咸蛋黄玉米（四颗星）、学一食堂八宝饭、热

干面、烤冷面（四颗星）、勺园西餐厅的披萨和意面（四颗星）、农园的瓦罐汤（三颗星，是因

为我觉得农园好贵 QAQ）。宝宝们吃起来！ 

陈祎丽：饭后经常与好友在未名湖畔消食与发呆，平静的湖水能让人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李宬锐：家园三层的肠粉超级好吃！家园三层的肠粉超级好吃！家园三层的肠粉超级好吃！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黄利平：特别感激老师和学长学姐们的帮助和鼓励，也特别庆幸忙碌的日子里能有温暖优

秀的同学们相伴，新学期大家继续努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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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大家对未来都有什么规划呢？ 

黄利平：好好看 paper，多想 idea，加油写文章 

陈祎丽：早睡早起，开开心心，一步一脚印，好好做科研！ 

罗畅拓：目前的规划是继续在学术道路探索，努力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争取能够在毕业

前做出让自己满意的论文，未来也是以取得教职为目标吧！ 

李博文：未来希望有机会好好探索专业课程，做能真正服务于企业管理实践的研究，最终

从事一份自己能使自己感到幸福的工作！（如果能认识更多有趣的朋友就更好啦） 

李宬锐：强化文献阅读和批判的能力，养成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 

新的一学期，希望我们都能继续享受在 GSM 的学习生活呀！ 

 

（撰稿人：栗宇丹、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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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ers 的寒假生活故事 

冬去春来百花开，新的学期渐渐拉开帷幕，会计系的同学们又重新相聚在燕园。在这段

寒假里，每位同学都书写了一段特别的故事，或饱含佳节的陪伴与温馨，或相约于冬奥志愿团

队。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一段段故事里，感受这四位同学的寒假生活吧！ 

 

 

本科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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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冬藏”，对我来说，冬天是把自己藏起来的日子。上大学之后，最期待的就是寒

假，因为寒假可以放心大胆地回家。我们不用焦虑还有大批同学留在学校，不用担心还有什么

学业任务或是实习没有完成，全国上下都在默契地享受寒假。我的寒假生活主旋律是“陪

伴”，陪伴我的父母亲人、朋友同学，我每天都在跟我的朋友们见面，也每天都会跟父母坐在

一起吃饭聊天。上大学后，故乡的同学朋友以及我的父母，就逐渐与我的生活“信息脱节”，

我们在寒假时间相互倾诉过去一年的所得所失，更新彼此的消息，跟进彼此的生活动态，然后

照例在寒假的结尾，期待下一个寒假。 

——19 级本科生江垚伶 

 

这个寒假对于我来说仿佛只有一个主题词：冬奥会。志愿者的生活被分割为隔离和工

作，隔离的时候我放空了自己，睡觉，看综艺，和朋友们长聊。而和我的客户在几天的相处过

程中，我逐渐适应了她安排自己行程的节奏，我们之间也有了更多的交流。从一开始看到她手

足无措只会问好，到后来可以向她表示对于自己喜爱的意大利运动员夺冠的欣喜之情，这些都

是循序渐进的，一点点的变化中我们的关系也逐渐更加紧密。随着她踏上飞往意大利的飞机，

我终于意识到这个一生一次的经历结束了。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在米兰再次相见。 

——19 级本科生杨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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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冰雪运动。从 3 岁爸爸就带我滑雪，小学的时候也练习过花

样滑冰，一直是奥运会、冬奥会的忠实粉丝，很想参与其中。北京申冬奥成功的时候我还是初

中生，当时就和朋友约定好，2022 年要一起当冬奥会志愿者。七年过去了，我和当时做约定

的朋友升入了同一所高中，又一起进入了北京大学。所以报名冬奥志愿者的时候我毫不犹豫。 

这个寒假是我最有意义的一个假期，能遇到我的客户，能亲身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贡献一份力量。我是一名闭环内的志愿者，奥林匹克大家庭助理也是相对场馆、赛事服务志愿

者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对一个人进行全方位服务，难忘的经历离不开客

户。冬奥的志愿服务也是一个“做中学”的过程，我越来越能够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和随

机应变，尽量在他提出需求前先想一步，提前解决问题。 

回看整个服务过程，真的只能用幸运和感激来形容。无论是阴差阳错现场看到了羽生结

弦的自由滑，还是在张家口见证谷爱凌的精彩表现，亦或是遇到了这么可爱的客户，都让我觉

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18 级本科生余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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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时光的关键词是温暖、平和、轻松。回到了睽违十月有余的家，把漂泊感彻底遗留

在他乡，心里是安定而充盈的。日常听到最多的是：“今天想吃点什么呢？”喜欢被爸妈安

排，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琢磨新一天的饮食方案，因为知道这样缓慢悠闲的时光不可多得，所以

格外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刻。 

日常大段的时光，喜欢由着兴趣，恣肆地给自己充电。读厚厚的大书，规律地锻炼，某

个阳光和煦的午后邂逅了楼下新开的咖啡馆，跟温和的店长漫无边际地谈天。在慢时光里，我

第一次百分之百地确信，稳定从容的状态下，人才最有灵感、能量与创造力，“宁静致远”大

约就是这个道理。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为自己留白。 

——18 级本科生曾琪 

 

（撰稿人：杨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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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部分课程测评 

1. 成本与管理会计（英文班） 

成本与管理会计开设英文班和中文班，春季学期为英文班，由张晓君老师授课，秋季学

期为中文班，由罗炜老师授课（课程时间和授课语言需要根据当年情况具体确认）。笔者选修

的是英文班，在这里简单介绍英文班的情况~ 

课程没有具体先修课的要求，但是建议大家在修完财务会计后，即大二及以上年级选

修；参考教材是 Managerial Accounting by Ray Garrison, Eric Noreen, and Peter Brewer,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教材非常详细，课后习题也很多（不过很难一下子找

到课后答案）；版本近年有更新，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可以留心一下。 

课程内容上，本课是管理会计的基础课程，学起来比较轻松有趣；晓君老师介绍得非常

详细，也会有许多案例，同学们需要掌握不同成本计量方法和基本管理会计的分析方法；课堂

氛围比较轻松，晓君老师特别温柔，会很快记住所有同学的名字（老师太厉害了！）随机提

问。 

总之很推荐对会计系感兴趣的同学选修！在感受到晓君老师人格魅力的同时可以进一步

体会到会计作为工具语言在实务中运用的魅力~ 

——2018 级本科生曾夏青 

2. 金融企业会计 

这门课由王咏梅老师授课，一句话评价，能够实现任务少、讲课好且给分好这一“不可

能三角”的绝世好课。课程体系将会以金融机构的报表展开，老师会具体讲述银行业、证券

业、财富管理、期货行业、基金业、保险业、信托业、租赁业和小贷业等九个行业重要的会计

指标。课程内容将会选择行业内一家或两家最重要的公司，具体讲述其报表特征，通过实践的

方式，让同学们更加理解金融企业的会计报表。本课最大的特点是业财融合，让我们真正理解

会计处理背后的业务实质，让我们理解科目背后的真正逻辑。 

此外我认为本课收获最大的是老师课前关于每周热点的分享和分析，也是每周上课我最

期待的环节。老师的分享会涉及市场热点并深度分析热点背后的深层逻辑，很多 insight 可以

直接用于各类面试，获得面官高看一眼的可能性。同时老师非常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也非常

能 get 到同学困惑的点，并常常用类比的方式进行简答，让人觉得能够一下子穿起各类知识，

举一反三，是非常让人享受的体验，一定会让你爱上会计。  

关于考试，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考核的内容是课上讲过的报表，问题也都是老师上课重

点强调的内容，只要认真听讲，一定会取得满意的成绩。 

——2019 级本科生王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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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务报表分析 

这门课需要结成小组，在学期初选择一家中国的上市公司，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持续研究迭

代思考，期末考核方式为期末小组 pre。 

作业方面，每节课后都有作业，学期中小组 pre 一次（pre 时间抽签决定），期末小组 pre

一次。 

总体课程感受是，姜国华老师每节课都会讲一个分析公司的要点，课后要根据老师这节课

讲的分析内容去研究自己的公司（比如这节课讲了怎么分析资产负债表，那课后作业就是小组

去研究所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写成报告上交），所以任务量是非常大的，选课需谨慎。不过

同时课程讲授的内容也非常实用，不拘泥于财报数字的分析，还会要求大家深入挖掘行业底层

需求逻辑、分析公司 robust 的竞争优势、做未来收入的预测树、搭建估值模型、配平三表等，

都是非常实用的技能，相当于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带着大家过了一遍怎么分析一家上市公司，学

完这个写卖方分析报告基本上没有问题。自我感觉这门课投入产出都比较多，要看大家其他课

程压力如何。 

——2019 级本科生韩佳悦 

4. 税法与税务筹划 

这门课由麻志明老师授课，老师会先讲比较小的税项（资源税、房产税等），再讲比较大

的重要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一类，主要是担心后面这些大的税项在学期中有比较大的改

变，需要重讲一遍更新后的信息，可见老师课上讲的都是 update 过的、最新的信息。不过大家

不用担心税法内容太多、学习压力过大，可能因为我们学习税法的时间比较有限，相较于详细

的法条，老师更侧重于带我们去看各类税法背后的原则和征税思路。 

作业方面，只有一次作业，也是主要给大家熟悉考试题型用的；期末考试可以带 cheating 

sheet，但是内容确实非常多，还是建议大家在日常就对基本的原理和“套路”比较熟悉，对老

师强调的比较特殊的点留有记忆。 

此外，麻老师讲课真的非常风趣，会用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帮助大家记忆重要知识点。课

程节奏会比较快，所以需要大家竖起耳朵认真听，但是课上的认真听讲加上考前的回顾整理一

定会让大家拿到满意的成绩滴！ 

——2019 级本科生韩佳悦 

5. 审计学 

审计学由王咏梅老师授课，总体感受是梅梅老师的一贯风格——讲课好、任务少、给分

佳！课程不太需要教材，一般老师会印发纸质版的 PPT 和课堂补充资料，学有余力的话可以

用一下 CPA 审计，这样可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架构，也可以抽空看一看里面的题目检验

自己有没有充分理解掌握老师强调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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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021 年选修审计，当时不需要组队，主要是考勤外加期末考试。但是似乎 2022 年的

班需要组队做报告，这个可能会根据当年老师的安排有所不同。 

课程内容方面，主要分为两大块——时事热点评析、审计知识介绍。老师会分享近期市场

上发生的逸闻趣事，或者带着同学们分析一些公司的财务报表，通过聚焦关联交易、财务指标

等方式用审计的思维去审视事件/企业，不知不觉中大家会发现自己多出一种看问题的视角。

每一次课的后半段，老师会具体介绍方法论，从而服务于我们的审计目标。 

课堂氛围是轻松有趣的，梅梅老师很有个人魅力，笔者觉得自己在这门课学到的不仅仅是

审计相关的知识，还有一个商科人应该具备的道德感和三观。在考核方面，只要认真听讲，辅

以理解消化，期末也完全不用担心～总之，极力推荐大家选修！ 

——2019 级本科生杨淑惠 

 

 

（撰稿人：杨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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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精神主要内容学习感悟总结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5 日至 11 日在京盛大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

会议于 2022年 3月 4日至 10日在京盛大召开。3月 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关于过去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

和工作，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做了全面总结。支部党员结合相关资料，就两会精

神与《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集中深入学习和讨论研究，各位同志从自身的体悟和学习的收获

出发，对于今年两会精神学习总结如下（摘录精选发言）： 

欧阳琳：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本

次两会进一步明确“稳增长”政策方向。在疫情冲击、房地产长效机制引入及潜在的长周期调

整、中外政策周期反向的背景下，稳增长面临新阶段、新挑战。同时，两会继续强调高质量发

展，注重中长期领域的落实。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以改革为主线、以

创新为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陈宇琦：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金李教授的讲座中提到，过去一年，国民经济稳中求进，在面

对国内外复杂局势和严峻挑战下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今年的政府工作，重点在于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就金融领域而言，应当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转型，通

过金融工具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推动金融与民生相结合，比如通过发展养老信托基金等服务养

老行业。作为学生的我们，应当将此作为重要课题，在学习和工作中深入思考和实践。 

张怡鹤：通过学习全国“两会”精神，我认识到，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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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风险挑战，我国经济发展仍取得了优异成绩，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4万亿元，增长 8.1%。

作为一名商科专业的学生，我们应当加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注，加深对国家经济方针、改革

举措的理解。也应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增强专业素养，在行为上为贯彻落实深化改革贡献自己

的微薄之力。 

郑涵月：政府工作报告既是对过去一年的成绩回顾，又为新的一年确定了方向与目标。

2021 年，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顶住新冠疫情的巨大压力，实现了 8.1%的 GDP 增长，同时稳

就业、稳民生，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1 万亿元，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2 年，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基调，政府将着力提振市场信心，改善市场主体的

生存发展环境。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刘子扬：本次金李老师对于两会报告的解读，让我看到了在内外部重重挑战下，政府对于

经济社会积极发展指引的明确性和决心，主要有以下几点：1. 2022 年 GDP 目标 5.5％，给了具

体明确的指标，报告原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对于今年的货币与政策力度，不应

过度悲观。2. CPI 控制在 3％以内，现在只有 0.9％，货币通缩是小概率事件。3. 政府赤字率

2.8％，下降 0.4 个百分点，意味着政府的杠杆变小。4.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

灵活，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特别加了“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减少收费，让广大

市场主体切身感受到融资成本实实在在的下降”。其余还围绕数字经济、人口问题、碳中和、

新能源、房住不炒、消费、资本市场等多方面的话题，发人深思。 

余曦晖：通过讲座、查阅资料等学习领悟，我收获颇丰。最大的收获在于从最新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我学习到现在中央、地方财政条件的新成就和新挑战，成绩和难题并存。同时，政

府工作报告中为 2022 年工作部署提出的继续实施的财政工作计划给予我们更大的信心。 

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中中央地方财政持续积极有为

地调整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宏观政策适应跨周期调节需要，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支持力度，

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 2.8 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范围。优化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使用。有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两次全面降准，推动降低贷款利率。”同时，报告

中也自我革命、自我批评地指出现在仍存在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局部疫情时有发生。消费和投资恢复迟缓……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

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隐患较多。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政府工作存在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仍然突出……有的在政策执行中采取‘一刀切’、运动式做法。”  

结合实际，相关行业报告显示：2021年全口径政府负债率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央

政府负债率下降，地方政府负债率由于疫情等等因素有限上升。针对这种现象，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2022年我们“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今年赤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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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按 2.8%左右安排……支出规模比去年扩大 2万亿元以上，可用财力明显增加。新增财力要下

沉基层，主要用于落实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政策，促进消费、扩大需求。今年安排中央本

级支出增长 3.9%，其中中央部门支出继续负增长。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 1.5 万亿元、规

模近 9.8 万亿元，增长 18%”等。 

从中，我读出了党对于接下来一年财政工作的明确安排和坚定自信，明确了中央财政开源

节流，将财政资源重点投放至基层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明确不搞一刀切，不搞运动式的财政扩

张。作为基层党员和经济领域工作者，我认识到，经济工作既不能“一把抓”，也不能“分头

走”，必须紧密围绕决策核心、方向步调一致，上下齐发力；很多情况下方向一致要比决策水

平更加重要。我们要紧密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抓住严守方向性这一矛盾主要方面。

2022年经济形势普遍悲观，逆境之中更要体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要体现全党上下团结一致、

方向相同、步调同频，团结一心才能共克时艰。 

 

（撰稿人：光华管理学院 2021 级 MPAcc 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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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行实践 方可厚积薄发 

“大家也可以关注到 BLM 体系，这个是华为公司从 IBM 公司引进的先进战略管理体系，

现在也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从多个角度发散思维，为我司未来的发展贡献

力量。”这是用友公司的老师在MPAcc&MAud整合实践项目的交流会上做的分享。这也使我再

次感受到整合实践这门课程的意义所在。回忆起之前刚进入华为公司工作的时候，发现真正实

践了才会认识到，很多学校学习的知识很难自然而然地成为工作时的有力工具，很多场景、问

题也是在学校从来没有遇到甚至想过的，也是真正深入企业才会发现，实务中的情景远远比课

本中的复杂，在经历了半年的学习和适应期之后，我才逐步进入状态。而整合实践这门课程却

可以使得我们在校生能够提前深入企业，在与企业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企业生产经营或者

战略发展方面的痛点，甚至能够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这无疑会为我们之后的角色转换奠定一个

非常好的基础。在此，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过去几个月老师、企业和同学们做出的努力。 

2021 年末，整合实践项目启动仪式在 898 创新空间举办。活动邀请到京东集团副总裁李晨

先生，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波先生等作为合作企业的代表出席。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系主任、MPAcc & MAud 项目执行主任李怡宗教授，整合实践项目导师会计

学系肖潇教授、赵然教授，本科研究生项目老师们以及全体 2021 级 MPAcc & MAud 项目同学

共同参与了启动仪式。 

    李怡宗教授提到，整合实践是一项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商业教育合作项目，旨在通过企业和

学校联合打造的实践平台，引导同学们将会计审计、金融财务、企业管理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与企业经营决策实践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同学们的创新精神、综合素质和

实操能力。光华管理学院 MPAcc & MAud 项目自创立以来，秉承“知行合一”的宗旨，为社

会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得到了主管部门和业界的高度认可。此次与两家业内领先的

企业合作，将为同学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与实践资源。董波先生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主题出发，指出大数据时代的商业模式面临新情境、新思路、新目标。他期待整合

实践项目能够成为同学们“以小见大”初步认识商业社会的窗口，指引大家从具体问题出

发，一步步深化对于整个市场宏观环境的认识。在之后的展示环节，每个小组分别向与会

嘉宾阐述了本小组对于课题的理解和认识、初步调研的成果以及正式开展项目期间的工作

计划。与会嘉宾就产业发展现状、公司转型策略及用户价值需求等问题与同学们展开深入

探讨。各个小组也用丰富的资料和周密的规划阐述方案，得到业界专家和教授们的一致好

评。 

而在前不久的中期汇报会上，各个小组也是以详尽充实的调研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以用友公司的项目组为例，两个小组的同学依次报告了对于用友网络“云转型”战略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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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第一小组的同学们从云技术的特点及价值、云技术市场空间竞争格局及募资投向、

用友云转型取得的成果及面临的挑战、云转型效果衡量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第

二小组的同学在对用友“云转型”业务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财务报告的角度定量分析了“云

转型”战略的现状，并对用友的主要客户进行了区分，进而探讨用友客户的拓展路径。 

用友公司的老师也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比如建议同学们再进一步思考 ERP 和 CRM

间的差异，加强对生态的洞察和分析；在案例分析中对“云原生”和“云转型”的公司加以区

分，使后续研究更有针对性；进一步思考用友与国内外其他成功转型的企业有何差异，从本地

化软件到云软件转变的本质是什么，从而加深对“云转型”战略的理解等等。李老师也建议

同学们在现有报告的基础上，加强对用友集团生态业务的研究，深入分析在云转型下如何

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并对企业发展生态战略展开进一步的学习，实现视野拓展及专业素

养内涵式发展。 

接下来，同学们会陆续进入企业实地调研，我们也相信同学们一定会和企业产生良好的化

学反应，为企业未来的健康发展做出自身的贡献！ 

 

                           （撰稿人：薛智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