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达五

阎达五先生是我国当代卓越的会计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我国会

计管理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价值链会计的首创者、人力资源会计和社会会计的开

拓者，是公认的会计学界泰斗、一代宗师。

阎达五教授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博士生导

师、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财务理论研究所所长。

阎达五先生是我国当代卓越的会计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我国会

计管理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价值链会计的首创者、人力资源会计和社会会计的开

拓者。他为我国会计理论的繁荣、会计教育的发展、会计实践的推进和会计准则

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公认的会计学界泰斗、一代宗师。

先生 1928 年 12 月 3 日生于山西祁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7 年入北平私

立华北文法学院法律系和经济系学习，并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49 年 3 月

入华北大学第一部，同年 6月被选为该校政治研究所辅助研究员。1956 年 3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建校至今，先后任教员、讲师、

副教授、教授，担任财务会计教研室主任、财政系副主任、主任、会计系主任等

职务，1986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1988 年在原会计专业的基

础上创立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1991 年创办中国人民大

学会计财务理论研究所，一直担任所长并亲自主持研究工作。先生是中国人民大

学会计学专业的主要创建人、会计系的缔造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科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0 年起，先生先后担任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组织全国会计

理论研究工作。作为《会计研究》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副主编，推进了我国会计

理论研究的持续发展；作为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国民经济核算协调

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人才中心高级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第二、三、四、五届北

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第一至四届委员，以及多

个部门、地区会计学会顾问和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为国家和社会奉献了全部

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党、政府和人民的充分肯定，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

荣誉证书，自 1991 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先生力主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黄寿宸

教授合作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开发行的《工业会计核算》教科书。1980



年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与杨纪琬教授联名提交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

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学术论文，首次正式提出了“会

计管理”的概念，视会计为一种管理活动。此后 20 余年，为发展和完善会计管

理活动论，先生坚持不懈、不断创新，统揽全局、高屋建瓴，开创性地提出了会

计七职能论、会计管理循环的划分、信息化会计，以及会计管理包括会计事前预

算管理、事中实时控制管理与事后考评管理等观点，积极推动传统核算型会计向

管理型会计的转变。如今会计管理活动论已成为我国主流会计学派之一。1993

年组织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师共同编著的“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列教材”，累

计发行量逾 300 万册，成为建国后发行量最大的会计系列教材。进入新的世纪，

与于玉林教授共同主编的“面向 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会计学》，

按照会计管理活动论的思路把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融合贯通，构筑了系统的会计

体系，荣获“教育部 200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3 年 1 月，

发表了《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开创会计理论研究新局面——建立“价值链会计”

的新思考》一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国内外最新管理学科的前沿动态，首创

“价值链会计”概念，进一步深化了“会计管理活动论”。他还带领弟子在社会

会计、人力资源会计、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企业集团会计管理和金融工具会

计管理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被

会计界誉为“改革的先锋、创新的典范”；自 1996 年起一直担任中国会计学会

会计新领域专业委员会主任，擎起中国会计改革与创新的大旗。直至病危前夕，

仍组织弟子合力攻关，进行课题研究。

先生一贯保持孜孜以求、执着探索的治学精神；一贯坚持严谨认真、事必

躬亲的治学态度；一贯秉承“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外”的治学原则；一贯倡导

“求真、求新、求变”的治学方针；一贯恪守“学海无边，学无止境”的治学格

言，铸成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其学术品德蜚声海内外。

先生作为杰出的会计教育家，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在会计教育园地兢兢

业业，辛勤耕耘 50 余载。75 岁高龄仍然情系讲堂，诲人不倦，“硕果结华章，

桃李满天下”。先生亲自指导硕士、博士百余人，其中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港澳

台地区学生 10 余人。如今，这些学生活跃在国内外各个领域，担纲重任，尽显

才华。先生在我国会计教育界具有崇高的声望，是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

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等十

余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为我国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

深远影响。

先生在会计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的过程中始终紧密联系会计实践工作，始

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重大实务难题。早期曾在国家计委兼职，在首都

钢铁厂、北京机床厂等单位蹲点调研，总结会计实践经验，推广会计理论研究成

果；晚年在价值链会计的创新研究伊始，即与实务界人士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

亲自组织举办专题座谈会，交流研讨价值链会计模式的应用条件和实施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和完善。2003 年

因其在我国会计准则研究与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被聘为第二届中国会计准则委

员会委员、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60 年至 1963 年，先生作为中国专家曾赴越南讲学。1980 年以后，还曾

到日本、韩国、加拿大及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讲演与交流，为促进会计的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的专著《会计理论专题》在日本翻译出版，

引起海内外会计学者的广泛关注。1990 年先生被吸收为日本国际会计研究学会

荣誉会员。先生一直致力于积极引进、介绍国外先进理论与知识，组织翻译出版

了十余本国外会计名著。2002 年深秋，利用自己在海内外会计界的崇高威望，

亲自策划并组织了海峡两岸会计领域知名学者到中国人民大学为博士生讲授实

证会计理论与方法，并亲自到场听课，带动全系师生的实证研究。直到病重期间，

仍主持与实证会计研究的先驱、澳大利亚著名会计学家布朗教授，美国会计学会

前会长爱德华教授，美国著名会计学家米勒教授等合作撰写专著的工作，力求实

现“外国经验本土化和本国模式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