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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个

别到总体、由零星到系统、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发

轫于鸦片战争之后，在清末民初时期形成了一个具有奠基意

义的传播阶段，本文拟对这一阶段的传播情况作初步探讨。

一、清末（1840 ~ 1912年）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社会进程，强烈的民族危机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让一

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突破天朝上国的局限，开眼看世界。在

西方商品输入中国的同时，西方先进的知识和观念及财政思

想也传播到了中国。这一时期传播西方先进思想的主体一般

有三类人：一是中国士绅官僚内部思想较开明者。中国通商口

岸的陆续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他们接触和了解西学提供

了条件，晚清更有部分官员以使节身份出国，这无疑大大开阔

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眼界。二是洋务运动后期开始出现一直延

续至民国的学生留洋现象，这些留学生们在外国对经济理论

的系统学习使得其在回国后传播经济思想时更加深刻、具体

和专业。三是来华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中国政府的外国雇

员、商人等等。

被誉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变革的发轫者”的魏源，其经济

思想中已经有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例如在他的财政思想

中就不仅论述了中国传统财政中的重要内容盐务和漕运，还

针对当时外贸口岸的增加提出了扩大关税的主张，希望通过

开征商业税来弥补农业税收入的不足。自魏源以后，中国的传

统经济思想逐渐开始了向西方近代经济思想转型的历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和政府财政危
机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西方财政知识。1880年
左右开始有零星的西方财政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传播者

当中比较杰出的包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薛福成、严复、梁

启超等。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有王韬、严复和梁启超。

王韬主张要“尚理财之说”，反对“闭言利之门”，尽管这一

观点并不新鲜，但是他所说的理财的具体内容却比前人有所

扩充。封建时代增加政府收入无非是增加田赋等旧式税收收

入，王韬则主张通过发展国营和民营经济事业以扩大税源从

而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王韬曾赴英国游历，因此在其著作中

提到了英国的预算制度，他认为英国的商税虽然繁琐，但是每

年政府征收都是量出为入的，通过这种方法有利于民众，所以

能够“取诸民而民不怨”。对于西方财政的量出为入原则，王韬

是中国国内的最早传播者。

大体来说，19世纪我国的思想家们经济见解有进步的一
面，但是大都仍只是对西方财政学说的感性描述，缺乏理论性

的介绍。20世纪以后，国外财经科学原著才开始逐渐被翻译介
绍到中国，西方财经学说传播的速度开始加快。出版于1902的
严复的译作《原富》一书开阔了人们对近代经济理论的认识眼

界，同时他还为译本做了数万言的各种“按语”和《译事例言》，

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在《原富》一书中，严复介绍了亚当·斯

密的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税收原则。他反对一味地强调

少征税的观点，主张征税的标准应该是百姓的负担能力而不

是单一的税率本身的高低，同时他还认为为民众开拓税源以

使他们能够承担税负也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从中国财政思想的发展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财政理论的

重要性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其开创了现代财政分析研究的

先河，从而使其财政理论具有了启蒙意义。他对公债、税收、财

政支出、预算管理等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由于他在中国近代

史中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号召力，加之其文笔流畅，简单易懂，

因此他介绍西方财政学说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严复。梁启超

认为一切租税均可以转嫁，尽管该论断过于绝对，但是从当时

中国现实出发却也有一定的道理。梁启超还十分重视整顿货

币的财政意义，他坚决反对统治者借通货贬值来增加财政收

入的行为，他认为无论财政如何窘迫都只能用其他办法弥补

而不能增发货币，他是中国财政史上提出此观点的第一人。在

公债偿还问题上，梁启超也提出了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所

举公债绝没必要还清，还清公债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对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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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与后来的国民政府时期相比该时期的传播显

得薄弱，但其开拓性的价值仍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以1912年为时间节点，对清末、民初两个阶段内西方财政思想的传播
主体、特点、影响等方面做了大致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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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不利。客观来讲，在西方财政理论传播的初期，梁启超对于

中国传统财政的转型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理论甚

至影响到了北洋政府的财政实践。

根据现今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在中国出现的现代财政

学著作是1903年出版的钱恂所著的《财政四纲叙》，该书介绍
了租税、货币、银行、公债等“四纲”，从其内容来看不仅包括了

财政学内容，还涉及到了后来的金融学知识，体现了这一时期

的财政学理论分类还比较粗糙。同年由作新社翻译出版了《财

政学》一书，1905年胡之清根据日文原本编著了《财政学》，
1907年黄可权根据松崎藏之助和神户正雄两本同名书编译了
《财政学》，1909年张锡之翻译了小林丑三郎的《比较财政学》。
财政史方面则有1902年出版的金邦平所译的《欧洲财政史》。
国人自著的著作则有1904年出版的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和
1911年出版的吴琼的《比较预算制度论》。

统观1840年以来至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这一时期西方
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零散的，尤其是19世纪并无完整系
统的财政学著作出现，即使是“财政”一词也是在戊戌变法诏

书中第一次出现，1902年金邦平在《欧洲财政史》中对“财政”
一词的运用才正式将其引入学界。

这一时期的财政思想追求改变实际的愿望十分强烈，因

此缺乏对理论的系统性引进和研究，某些学者甚至以中国传

统思维想当然地臆测西方财政理论，牵强附会之处较多。整体

来说，这一时期只是开启了近代西方财政思想传播的先河。

二、北洋政府时期（1912 ~ 1927年）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
的传播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内政局不稳，政府财政依然困难，取

代清政府度支部而成立的财政部不得不竭尽全力制定各种规

章，采取各种措施，尽管效果甚微，但在客观上有助于我国现

代财政制度框架的构建。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代

表人物也对民国建立后的财政政策提出了一定的主张。另外，

从著作方面考察，1912 ~ 1928年这段时间国人自撰的财政学
著作开始超过译本，专门性的财经类杂志也开始出现。

本时期出版的财政学著作是经济类当中最多的一种，这

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西方财政理论的传播路径

是德国寅日本寅中国，这一传播路径是由当时情势所决定的。
19世纪前半叶，德国学派的财政学家们创立了自成一体的财
政理论，也就是从国家保护主义的立场来阐述他们的财政观，

他们所论述的内容涵盖了政府制度运行理论、财政目标理论、

财政支出理论、税收公平理论、公债理论等诸方面。日本以后

起国家的身份对国家保护理论引进吸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
留日学生猛增无疑为这一理论传播到中国提供了渠道，加之

中国当时积贫积弱，国家保护理论也适应了当时的国内形势。

第二，财政学科的著作数量为同时期经济类著作之最反映了

中国学人经世济用的传统思想，政府财政的窘迫使得讨论财

政和公债成为一种潮流，论述经济学原理的著作反略显少。第

三，这一时期报纸杂志评论政府财政政策的文章开始增多，显

示了普通国人开始对财政政策这一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加

以关注，例如《申报》就多次评价甚至抨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

政策。第四，辛亥革命前论述公债的著作非常少，仅有梁启超

所写的《中国国债史》（1904）、《外债评议》（1910）、《偿还国债
意见书》（1910）、《国民筹还国债问题》（1910）等。1912年后，政
府大肆借债，先是1913年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中国政
府善后借款》，欧战爆发外国财源堵塞以后又于1914年运转内
国公债局，试图以发行国内公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在此背景

下，国内研究公债的著作明显增多，如陈与年译、田中穗积著

的《公债论》（1913）、蒋士立的《国债辑要》（1915）、胡文柄的
《内国公债》（1920）、徐沧水的《公债文库》（1922）和《内国公债
史》（1926）、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1927）等。

这一时期财政思想传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国的现

代经济学教育开始起步。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最早的
经济类系科———商学社，继而1917年复旦大学成立商科，1919
年燕京大学成立经济学系，许多大学开设的经济类课程已不

仅仅着眼于基础课程，其内容涉及到财政、会计、银行、保险等

各方面。

除了各高校相继开设专业的经济学科以外，这一时期经

济研究机构和团体也纷纷出现。1917年10月，北京大学法科经
济门研究所成立，马寅初担任主任。1920年，北京政府发起成
立“经济讨论处”，从事经济调查、统计、咨询等工作。1926年陶
孟和创办了北平社会调查所，1927年何廉创办了南开大学社
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等。在经济学研究团体方面，早在1913年就
有中国经济学会在北京发起成立，随后成立的还有1913年成
立的经济研究社和中央商学会、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
1916年成立的中华学艺社和中国政治学会、1919年成立的上
海商业研究会、1921年成立的会计学会和中华统计学会、1921
年成立的银行学社和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影响最大的是1923
年在上海成立的经济学社，学社基本由留美学者组成，在他们

的努力下，该学社从成立初期的一个小团体逐渐发展成为全

国甚至国际性的较大规模的经济学术组织。

在20世纪20年代还诞生了十种专门性经济类杂志，其中
经济学社的年刊即1930年改版成为《经济学季刊》的成绩最为
显著，是当时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刊物。除此以外，还有1917年
上海银行公会创办的《银行周报》，1921年上海总商会创办的
《商业月报》、上海钱业公会创办的《钱业月报》、北京银行公会

创办的《银行月刊》，1922年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创办的《中国
经济周刊》等等。以上这些都显现了西方财政学乃至经济学理

论传播队伍和阵地的日渐扩大。

在1902年以前，中国翻译者由于受自身的教育经历局限
导致该时期的翻译作品大多以文言文的语体写成，不利于阅

读和传播，文言文体的语言特征也导致大多数译作对原文皆

有省略，而且译者常使用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术语和概念

来附会西方学说，更使得理解这些著作具有了一定的难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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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以后，随着日本财经类书籍的翻译和引入，中文的财经
类术语也开始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财政学概念体系才开

始建立。

在财政实践上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开始试图实行预算

审计制度，清政府在1910年曾经发表试办宣统三年预算案，但
预算草案不合适之处颇多，加上次年清政府旋告垮台，因此真

正意义上的现代预算制度尚未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后，参议院

认为预算是人民监督政府的最要点，所以催迫政府提交预算。

但由于各地簿据不全，民国四年的预算基本都未执行，直到

1915年底才匆匆交参议院民国五年预算，号称“中国预算第一
次正式成立”，并且袁世凯时期预算一直都未认真执行。尽管

如此，对预算制度的形式上的不断改进毕竟为近代政府财政

框架注入了新的内容。袁世凯政府在税收方面仿照西方的一

个举措是于1915年筹办烟酒公卖，成立了烟酒公卖局，公布
《全国烟酒公卖简章》，烟酒公卖采用官督商销的方法，所有征

收由公卖局统一管理。由于税法繁杂，往往重复征收，因此人

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但这一规定却为后来的烟酒政府专卖

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结语

从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内
容逐渐从技术层面过渡到制度和文化层面，在政府主导的政

治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引入西方近代财政体制。财

政改革实践的需要，推动着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化。加之当时国

内出现留学日本的留学潮，大批青年学子负笈东洋，使他们有

机会亲眼目睹近代资本主义财政体制，有条件大量接触近代

西方财政学文献。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清末最后几年，近代

财政思想通过日本大量输入中国，从此中国财政思想改变了

原来新旧财政思想并杂难分伯仲的局面，中国传统的财政思

想在财政实践中越来越无用武之地，西方近代财政学说开始

占领中国财政学界。

在一个旧的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瓦解而新的经济关系尚未

完全形成的社会中，骤然引进与原有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财

政思想会有一个适应和消化的过程，人们不可能对引进的外

来财政思想很快地提出新的发展建议和创见，很多介绍还只

是停留在对西方财政原理的译介基础上，对于结合中国现实

问题而提出的财政理论更是极少。尽管如此，这些财政思想仍

然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开阔了国人

眼界，丰富了财政理论，促进了中国财政体制向现代财政体制

的转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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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环境管理会计在上市公司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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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明确环境管理会计作用和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上市公司实施环境管理会计存在的主要障碍，并

提出了环境管理会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应用对策。

【关键词】环境管理会计 环境成本 上市公司

作为环境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管理会计（EMA）在
企业决策中能克服传统管理会计在理解和量化环境有关问题

上的不足，被认为是有效的环境管理工具，在成本节约、产品

定价、资源配置、研发、清洁生产、增加股东价值和改进企业声

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上市公司推行环境管理会计存在的障碍

1援 缺乏对环境管理会计的充分认识。根据公开的信息，
我国上市公司 ISO14000环保体系认证普及率不足 40%，极

少公司设立环境战略管理委员会或环保相关部门。环境相关

支出和收益均未作详细披露。实务操作中，通常简单地把环境

成本直接计入间接费用，并未对各类环境成本进行追踪并分

配至相关作业工序，从而扭曲了实际成本核算。上市公司对环

境管理会计认识不足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学术界积极开展对环境相关财务问题的探索，但

是大都集中在对环境会计的讨论，强调企业会计准则下环境

活动相关信息的确认、计量、核算及披露，对供企业内部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