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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谢霖（1885~1969年）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获商学士学

位，回国后任中国银行总司账，随即在银行进行会计改革，

率先在中国使用国际通行的借贷记账法。1918年6月，他上书

北洋政府建议制订会计师制度，后获委草拟章程；同年9月，

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谢霖随即获颁第

一号会计师证书。 二、被美国人称为“中国会计之父”的潘

序伦（1893~1985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士，1927年回上

海开设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次年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并分设会计专科学校、会计补习学校、会计编译所、会计

图书用品，在全国各地形成庞大的会计企业集团，培养了大

量会计精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立信复办至今，其影响深远

。 三、替上海交易所设计会计制度的徐永祚（1891~1959年）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练习生出身，后回母校神州大学银行科任

教，并担任《银行周报》总编辑。19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

立前，特聘徐拟订业务规程，会计制度和培训会计，后开设

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会计杂志》、出版《改良中式

会计》，其所创收付记账法，在商业会计中沿用至上世纪九

十年代。 四、现代政府会计制度的设计者雍家源（1898~1975

年） 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任忠实信托银行实习员，后回国

任审计院协审。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会计委员会，被

委任为主任委员，主张改革政府会计制度，与他人合作设计

《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著有《中国政府会计



论》，是影响很大的预算会计理论。 五、敢于挑战洋会计师

的奚玉书（1902~1982年） 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专科毕业

，先后任会计教师和开设会计师事务所，在经营会计师事务

所期间，努力维护民族利益，敢于挺身与外国同行“拗手瓜

”，创办《公信会计月刊》达九年之久。 六、最早介绍西方

现代会计理论的赵锡禹（1901~1970年） 曾在哈佛大学、纽约

大学、芝加哥大学留学，研究世界会计发展。上世纪五十年

代，先后在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61年

开设《资本主义会计专题讲座》。他被称为最早介绍西方现

代会计理论的学者。 七、移植苏联国营会计方法的余肇池

（1892~1968年） 苏联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中国企业会计工作中起主导作用。他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任财政部会计制度规章审议委员会委员，在移植苏联

国营企业会计中起很大作用，最早编有《国营企业会计》一

书，影响全国，并成为企业会计蓝本。 八、首位主管全国会

计事务官员安绍芸（1900~1976年） 清华学堂毕业、留学美国

威斯康辛大学后，回国任会计教授，并开设会计事务所

，1949年任财政部会计制度处处长，1951年改称会计制度局

（现称会计司），他续任局长，主持设计一系列的会计制度

，为当今会计事业打下基础。 九、自学成才的会计专家顾准

（1915~1974年） 小学毕业后，曾就读中华联业学校商科，十

三岁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在潘序伦直接指导下工

作。他从学徒做起，边做边学，十九岁写出第一本著作《银

行会计》，1950年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后

调北京从事会计研究工作，陆续写出《会计原理》等不少著

作。 十、为中国会计准则贡献毕生精力的杨纪琬（1917~1999



年） 毕业于上海商学院，1949年调财政部工作，1957年任会

计司副司长，1980年任司长、1985年改任顾问，是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首任会长，1993年任财政部会计准则中方专家咨

询组组长。中国官方发表的《杨纪琬同志生平》中称他为“

新中国会计界公认的一代名师”，为中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

则的建设、会计理论、会计教育和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

贡献毕生精力，做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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