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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民国时期，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在会计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各地区的会计演变各有不同。首先对比分析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工商业、金融业等行业会计的演变，然后比较分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机

构、核算制度、计量货币的演变，发现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两大特

点。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提出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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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晚清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转

型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中华民族并

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在整个民国时期，各族人民遭

遇了多次混战，以及西方列强的经济剥削，艰难困

苦，流离失所。后来又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入

侵，经受了奴役与掠夺。总之，民国时期的三十几年，

各族人民并没有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虽然如此，由

于仁人志士的不断奋斗，以及先进管理思想和手段

的逐步应用，民国时期在工商业经济方面也取得了

不可否认的成绩。民国时期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

转型期，也是经营管理的转型期，各族人民尤其是西

部少数民族在会计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本身就是东西方多元文化

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其商业发展尤其是会计演

变相对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具有独特之处。因此，

对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会计演变进行横向比较研

究，有助于吸取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以指导当

前实践。同时该研究结果对当下发展边疆地区经济、

促进少数民族商业发展、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有

一定现实意义。除此之外，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都

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极为紧密

的地区。以“一带一路”视角回望民国时期少数民族

会计，不仅可以推进少数民族会计史的研究，还可以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探究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

贸易中的财会问题，打破国际藩篱，为“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提供参考和镜鉴。

本文中的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指的是新

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西藏、广西、云南、甘肃、

宁夏和青海。在民国时期，这些地区分别由不同的统

治阶级控制，制度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

成分不同，设计各类制度的目的和方式自然不同，因

此上述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的方式和内容也有所

不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少数民族及

其统治者情况见表1。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会计史研究已取得了一定

成绩。近年来，对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

变和发展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刘超建[1]对民国时期新疆会计开展的研究；莫磊、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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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婵[2]对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会计发展所开

展的研究，李保婵、莫磊[3]对民国时期广西民族融合

与会计发展关系的研究。但是，当前对民国甘宁青地

区回族会计发展演变以及西藏地区藏族商业发展的

研究较为缺乏，也没有对这一阶段西部各少数民族

会计演变进行横向比较并加以总结的研究。基于此，

笔者拟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新材料、新成果的

基础上予以比较及总结。

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的演

变与比较

（一）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的

演变

1. 民国时期新疆行业会计的演变。清末，新疆

主要的会计主体是商帮，时有汉族八大商帮，随着帝

国主义的经济渗透，洋行成为贸易的主角。受地缘政

治因素影响，在新疆的洋行主要由俄罗斯商人开办，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开办的洋

行。在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较为保

守，在经济制度、会计制度方面尚保留封建残余，这

一时期新疆会计主体演变速度比较缓慢。整个民国

时期，新疆工业体系落后，至 1949年 10月也只开办

了少数工厂，主要是盛世才统治时期接受苏联援助

兴办的一批厂矿，比如新苏合营的独山子油矿、乌苏

油矿等。这一时期开设的厂矿中均依照苏联管理模

式设置会计科目，统筹财务收支。与西式会计不同的

是，苏式会计将西式会计中的会计职能分为计划和

财务管理两块，计划部门由总经济师负责，进行计划

编制；财务管理部门由总会计师负责，主要进行日常

管理。计划部门与生产部门共同参与管理，财务部门

地位较西式会计低[1]。

1944年，新疆省政府建立新式账簿，用于记载

营业资本和营业，取缔旧式簿记，并将裕新土特产公

司改组为省政府直属的新疆贸易公司，设置会计、稽

核等科室，改设会计科目并统一了会计报表格式，开

始使用记账凭单。此外，新疆省政府按照苏联银行的

账务组织和业务处理程序，设立了新疆省银行作为

主要的金融业会计主体。新疆省银行则遵循苏式会

计核算制度，设置日记账、出纳账、顾客总账。盛世才

统治新疆的十余年间，新疆会计主体的演变过程打上

了苏联经济制度的烙印，主要特点有设立省有企业、

讲究“计划”。

2. 民国时期蒙古地区行业会计的演变。直至清

末，蒙古地区产业结构仍极为单一，以畜牧业为主，

仅有的少数商业主体也是由“走西口”而来的山西商

人在经营。与新疆类似，清末也有一定数量的俄国洋

行、英国洋行、德国洋行和日本商会涌入蒙古地区。

民元之后，以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科尔沁亲王阿

穆尔灵圭为首的蒙古王公，欲改变单纯靠土地吃饭

的传统收支方式，兴办了一批实业，比如 1905年由

阜得胜、阜海父子参与的祥裕木植公司，同年贡桑诺

尔布借俄商银三万两在三义洋行基础上开设了一批

小型工厂，1910年阿穆尔灵圭组织成立了蒙古实业

公司等。但这批企业只采办了机器设备，并没有吸收

现代工商业的管理方法。之后，蒙古封建贵族逐渐吸

收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贡桑诺尔布派人赴天津学

习近现代工厂管理方法，意在将内地通行的西式会

计带回蒙古。蒙古封建贵族举办的这批实业，大多数

背后都有外国资本的支持，以日本商人为主，通常采

用日式会计核算方法。

毫无疑问，这部分以外国势力主导的“实业”是

帝国主义掠夺蒙古地区资源的先锋军，也是日本侵

略蒙古地区的哨探。虽然上述实业采用了西式会计，

但在手工业和小店主群体中，仍以收、付为记账符

号，基本上还是传统会计方法的延续，以原始凭证作

为依据。随着封禁打开，外国资本逐步渗透，蒙古地

区也出现了外国资本控制的现代金融实体，比如俄

商开设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商人开办的正金、正隆

银行。这一时期的蒙古银行和内地一样采用西式账

簿体系，设置三类账簿，以日记账、分录账和总账为

基础。日记账系原始记录账簿，用来反映每天发生的

业务分录账的每笔记录，并采用复式记账方法登记

总账，所有的其他账簿都要往总账结转、汇总。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主要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

地区

新疆

蒙古
地区

甘宁青

云南

广西

西藏

主要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等

蒙古族

回族

彝族、白族等

壮族、瑶族等

藏族

主要统治者

杨增新、金树
仁、盛世才

蒙古王公、日
本侵略者

“西北三马”及
其家族

唐继尧、龙云、
卢汉

新桂系三巨头

上层僧侣

统治者属性

旧军阀—新军
阀

封 建 贵 族 、外
国入侵者

旧军阀

新军阀—国民
党派系

新军阀—国民
党派系

宗教贵族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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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行业会计的演变。与新

疆、蒙古同为西北地区的甘宁青，在清末主要的会计

主体同样有从事传统金融行业——典当业的晋商，

除此之外，还有经营皮毛生意的回族商人。民国时期

之后，统治甘宁青的军阀，尤其是“西北三马”，为了

承担军阀混战的开销，开办了一批实业。比如马鸿逵

先后开办的宁夏电灯股份公司（1935年）、兴夏毛织

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兰鑫炼铁股份有限公司

（1943年）等；马步芳也开办了湟中实业公司、西北

工矿公司、西北畜牧公司等企业。虽然“西北三马”在

客观上推动了甘宁青地区工业的发展，但这些会计

主体都是不折不扣的官僚资本。“西北三马”虽是军

阀，但他们也知道，有先进的管理方法，才能有高效

率的企业。因此，在他们创办的企业中都引进了现代

企业管理制度。例如，在马鸿逵创办的企业中采取股

份制，如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除马鸿逵外，还有刘

慕侠、邹德一、李云祥、马继德等股东；在马步芳开设

的湟中实业公司中设置会计处，与人事处、业务处、

视导处、粮秣处并列，作为主要管理部门。此外，民元

以后，在甘宁青地区的晋商也应环境变化，在保留晋

商特有的身股制基础上采用合股制，股东根据股份

多少在企业中担任相应的经营管理职务。

4. 民国时期云南行业会计演变。先后统治云南

的唐继尧、龙云、卢汉等三人虽是军阀，但他们都是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军人，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有比

较正确的认识，在任期间均能推动工商业发展，完善

金融体系。清末，云南的商业主体是商帮，进入民国

之后，绅商兴办了一批民族工业企业，如个旧的云南

锡业公司，完全根据西方会计核算制度来设置资产、

负债、损益类项目，较为重视成本核算。1920，王世西

在大理创办苍洱仁智烟草公司；1922年秋，原本在

上海造烟的庾恩锡回到昆明，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

司。这些民族工业企业的开办不仅搞活了云南经济，

还把较为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带到了云南。除此之

外，云南省政府先后成立富滇银行、新富滇银行，引

入现代金融业。在账簿方面，突破了先前票号、钱庄

等传统金融业主体通用的“三账”体系，采用了序时

簿和明细分类簿的账簿体系。

除了新开办的会计主体，旧有民族商业也与时

俱进，积极学习先进管理方法。彝族将军蒋宗汉成立

于 1876年的福春恒商号，1912年改组为股份制公

司，并且学习西式会计核算方法，设立资产负债表，

核算整个商号的账目，区分总、分号账簿，并且按月

结算利润，年终结账时同时呈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计

算书。除此之外，福春恒还设计了本股和力股制度，

本股即股东投入商号的所有者权益，力股则是每三

年对员工绩效的考评，绩效高者可以得到力股，参与

分红。力股与当前创业公司的“期权”类似，在当时是

极为新颖又非常有效的激励制度。福春恒的一系列

改革，是民族商业史上一次值得记录的自主创新。

5. 民国时期广西行业会计的演变。与云南类

似，长期统治广西的新桂系（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竑为代表）较为开明，他们关注经济建设，从而使广

西以“模范省”扬名。从 1924年至广西解放，新桂系

一直控制广西。这一时期，从军需行业开始，新桂系

鼓励商办，逐步催生了一批小型工矿企业，涉及兵

工、化工、机械、纺织、制糖、建材等行业。这些工矿企

业遵照新桂系政府的要求，遵循广西省簿记通则，设

置规定的总会计组织、机关会计组织、物品会计组

织、金库会计组织、营业会计组织等。上述措施促进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汉、壮、瑶人民的生活水

平，推动了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

6. 民国时期西藏行业会计的演变。西藏地区与

内地各省均不同，一直由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

所统治，在民国时期仍保持封闭，以寺院经济为主。

寺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产和化缘，财富由牧民向

寺院集中，寺院设置专管经济事务的执事喇嘛“德木

齐”一职，负责管理庙仓。德木齐之下还有若干专人

管理具体经济事务。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给予西

藏大量的人、财、物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

藏经济的发展。然而西藏上层僧侣固步自封，仍然维

持农奴制，从而错过了发展时机。清代西藏与内地的

主要贸易是“茶马互市”，由此藏区形成了一些商帮。

清末藏区则遭到了英印当局的经济渗透。民国时期，

为了掠夺廉价原料，英印贸易公司在亚东、江孜等地

建立分号，雇佣大批代理人，从而获取了大量的超额

利润。英印货物的流入冲击了西藏寺院经济，抑制

了藏区经济的发展 [4]。由于政治制度的限制，许多

藏族人民没有人身自主权，民国时期藏区的会计主

体只有手工业，具体包括纺织、缝细、制帽、制革、金

银、屠宰等45个行业，大多集中在拉萨、昌都等城镇。

（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演变

的比较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会计主体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无论动机

如何，客观上均取得了一些发展。从共性层面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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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地区均发生了从商帮、商会、典当、票号等传统会

计主体向洋行、厂矿、贸易公司、银行等现代会计主

体的转变。并且除西藏外，其他地区在会计主体演变

的基础上，行业会计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

仍有几点区别：一是各会计主体所属的行业仍有区

别，大多数省份是工商业、金融业、手工业会计主体

并存，而西藏则仍以寺院会计为主、以手工业会计为

辅。二是转变的时间阶段、方式路径各有不同，比如

蒙古地区、云南、广西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出现了一批

现代工商业实体，蒙古地区的行业会计在民国中期

由于日本入侵而有所停滞。而新疆和甘宁青地区则

在民国中后期地方政局趋于稳定后才逐步进行上述

演变。三是这些会计主体背后的资本在不同地区存

在差异，蒙古地区是封建贵族和侵略者相结合的权

贵资本，具有较强的半殖民地色彩；新疆地区则模仿

苏联体制，推行“国有”（在新疆为“省有”）；甘宁青地

区“西北三马”及其家族也兴办了一批实业，为其打

内战服务，是十足的官僚资本；西藏受到政治体制的

限制，发展最为滞后；而云南和广西由于统治者较为

开明，地方绅商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

用，产生了一批民族工业企业。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行业会计演变状况如表2所示。

三、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制度的演

变与比较

有关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制度的演

变，下文将分会计机构、会计核算制度和计量货币三

方面予以论述。

（一）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机构的演

变与比较

民国14年，新疆省府成立财政厅，下设会计科，

所有会计事务由审计院来管辖，其职权主要是办理

预算、决算，并划拨其他单位所需费用 [1]。民国 22
年，盛世才政府成立了财政监察委员会，主要承担官

厅会计人员的培训和工商业财会人员的指导和管理

事务，并且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推广苏式会计核算

方法。

清朝大部分时间，蒙古地区仍存在游牧贵族群

体，由此出现了官厅会计和王府会计混淆不清的现

象，甚至官厅会计处理的业务规模小于王府会计。民

元之后，北洋政府及其后的国民政府逐渐推行并轨，

在蒙古地区推行内地会计组织制度，得到了以贡桑

诺尔布为首的开明王公的支持。但是好景不长，这种

进程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作为伪满洲国一部

分的兴安政权开始采用日式财政制度，设置劝业科、

课，以其管理财政，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以“粮谷出

荷”掠夺蒙古族人民。同样，受日本侵略者控制的伪

蒙疆政权也采用日式财政制度，并且通过《物资统制

法》《贸易统制法》勒索当地百姓。1938年，大青山革

命根据地设立了财政委员会，用于调整税收、整理财

政手续，以助力敌后生产。

甘宁青地区由于长期军阀混战，对会计机构和

法规的设置比较缺乏。“西北三马”当政时期，遵循中

央规定，设置了财政厅、会计处。

1929年龙云任云南省主席后，开始整顿地方财

政，实行新的会计制度，按国民政府要求初步建立新

的会计科目、账簿，并产生了会计凭证、记账规则和

会计报表等制度。在中央政府改革财政制度、要求各

省设立审计处之前，云南已于民国22年12月设立了

审计处。同年，在审计处基础上加以改组正式设立省

会计处，将之前由财政厅会计室兼办的省内会计事

务转入会计处办理。省府所属各机关之概算、预算、

计算、决算等会计事项，均由会计处主管；各县地方

之概算、预算、计算、决算事项，仍由财政厅负责办

理。自此，云南省财政厅、审计处、会计处悉数设立完

备，省级财计组织整体架构初步完成。

李、白、黄统治广西时期，将全省会计事务交由

财政厅负责。1934年新桂系成立会计委员会，出台

各种会计法规，同时设立会计人员养成所，培养汉、

壮、瑶各族会计人员。该会计委员会完成任务后于

1935年 5月底撤销，次月设立会计处，办理全省岁

计、预算、决算、账目等事务。1937年 5月，国民政府

通令全国，要求各省设立会计处。自此，云南和广西

率先完成了地方会计机构的设置。

表 2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之演变

地区

新疆

蒙古
地区

甘宁青

云南

广西

西藏

主要行业

工商业、金融业、
手工业

工商业、金融业、
手工业

工商业、金融业、
手工业

工商业、金融业、
手工业

工商业、金融业、
手工业

寺院、手工业

主要发展时期

民国中后期

民国前期

民国中后期

整个民国时期

整个民国时期

较为停滞

实际控制者

盛世才政府

权贵资本

官僚资本

地方绅商

政府、绅商

僧侣、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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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西藏最为封闭，不遵循中央政制，

噶厦政府依旧通过行会管理手工业。但也取得了一

定的发展，开始采用税票作为计税的凭证。

综上，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除西藏较为

封闭外，虽然发展速度有快慢之分，但最终基本都遵

循了中央政府要求的会计机构设置。其中，云南和广

西比较领先，新疆在盛世才时期接受苏联的指导，蒙

古则由于遭到侵略出现反复。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设立的会计机构如表3所示。

（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核算制度

的演变与比较

在民国成立之初，国内大部分地区仍遵循前清

时采用的四柱清册法，以“旧管”及“新收”二者之和

减去“开除”，得出“实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

“会计”章，对国家的收支、税收、预决算等方面有明

确的规定。1921年，北洋政府全面推行西式会计核

算制度，以弹性预算、成本会计为核心，账目分为日

记账、分录账和总账，采用标准成本核算（不需要计

算产品的实际成本），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差

异一般只需按部门计算。云南、广西、蒙古地区、甘宁

青地区先后采用了这一西式会计核算方法。由于发

展程度不同，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仍然使用封建会

计核算制度甚至原始会计方法，比如分布较为广泛

的蒙古族和回族，大部分工商实体使用文字记账，但

许多手工业者仍使用四柱清册法记账，还有部分蒙

古族群落使用结草刻木记账。

较为特殊的是西藏和新疆。西藏既未采用中央

政府的西式会计核算制度，也未吸收英印商人的会

计核算方法，仍然采用原始会计方法处理寺院经济

体系中与财会有关的事务。而新疆则由于聘用了苏

联顾问，开始推行苏式会计核算制度，与其他省份使

用的西式会计核算制度有较大不同。苏式会计核算

制度实行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业务核算三合一，账

目分为日记账、出纳账、会计总账，坚持定额成本概

念，产品实际成本以定额成本为中心。

综上，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会计

核算制度如表4所示。

（三）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计量货币的演

变与比较

发行货币是政府行使主权、实施治理的必要行

为。1917年，民国政府试图废两改元，但未能实行。

1933年 3月 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

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

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此后又用法币取代银

元，计量单位由“两”改为“元”。但由于民国政府从来

没有对各省实现完全的控制，除银两、银元继续使用

外，各地统治者还发行了一批地方性货币。由于币制

混乱，导致计量体系紊乱，甚至一省之内使用的账簿

都无法通用。

民国二年开始，俄国在伊犁、塔城等地开办道胜

银行，直接发行俄国纸币，有新疆票、伊犁票、塔城

票、喀什票等[5]。民国前期，新疆流通的货币极其混

乱。市面上货币有二十几种，除俄国钞票之外，还有

清末流通的制钱、红钱、铜元、银锭。从杨增新到盛世

才，历任统治者都发行过省票，此外，还有一种布质

货币“油布贴”。

这一时期蒙古地区货币也较为混乱，无论是伪

满兴安政权还是伪蒙疆政权，都滥发货币，造成货币

大幅贬值，甚至使用鸦片作为通货，毒害蒙古族人

民。尤其是伪蒙疆政权，强制摊派股票和公债，强行

存、贷款，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在坚持敌后斗争的同

时，大青山根据地革命政府也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农

钞”，停止使用法币，吸收银币。

甘宁青地区在民国时期遭遇多次军阀混战，无

论谁上台，都要发行自己的货币，如冯玉祥的“西北

军流通券”，“西北三马”的各类省钞，连吉鸿昌烈士

地区

新疆

蒙古地区

甘宁青

云南

广西

西藏

会计核算制度

苏式会计核算、封建会计核算

西式会计核算、封建会计核算、原始会计核算

西式会计核算、封建会计核算

西式会计核算

西式会计核算

原始会计核算

地区

新疆

蒙古
地区

甘宁青

云南

广西

西藏

会计机构

财政厅会计科、财政监察委员会

财政厅会计处（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政府）

劝业科（伪兴安政权）

财政委员会（大青山革命根据地）

财政厅会计处

财政厅审计处、会计处

会计委员会、财政厅会计处

行会

表 3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机构

表 4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会计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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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免俗，发行过铜元票。

民国元年，云南创设富滇银行，发行纸币一百万

元。云南自办造币厂后，公家存银尚在二百万两以

上，初期尚能坚持银本位。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也通

过发行纸币（法纸）和引进越南银元扰乱云南币制。

除越币外，鹰洋、杖洋、日本龙洋等外国银元和英印

当局的卢比都曾在云南使用过。外币大肆入侵，严重

扰乱了云南币制的稳定，破坏了云南的金融体系。

民国初年，云南流通的银元主要是银毫，又分为

广东铸造的东毫和广西铸造的西毫。陆荣廷统治时

期，发行了广西银行纸币，没有任何贵金属作为本

位，贬值非常快。马君武担任省长期间，发行了广西

军用钞票。广东银行纸币简称粤币或东纸。1921年6
月，粤军讨陆，带来近1000万元粤币。新桂系以银毫

为本位，先后发行广西金库毫币券、广西金库国币

券、广西银行通用货币（桂钞）。

西藏噶厦政府在民国时期也发行了自己的铸

币。1912年成立欧康（银行），于 1912 ~ 1913年先后

铸造银币“雪阿”及铜币“噶阿”“卡冈”，并于1935年
铸造了三两银币“桑松果木”、一两五钱银币“桑冈雪

阿”。1947年，噶厦政府还发行 10两镀银铜币“久

果”，含银量极低。除此之外，自清末流入的英印卢比

在民国时期继续在西藏流通。

综上，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通并且作

为计量单位的货币如表5所示。

四、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的特

点及启示

（一）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的

特点

综上，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具

有以下两个特点：

1. 多元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催生会计演变的

多样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与外国接壤，受其地

缘因素影响，自古以来中外交流比较频繁，再加上大

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比较

频繁。地缘和文化因素自然会催生会计演变过程中

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发展阶段和程

度具有多样性。前文已述，在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会计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地区经济

情况不同，发展程度也各有不同。广西从明清以来，

汉、壮、瑶各民族“同化已久”，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

逐渐包容、交汇；云南由于多民族杂居，彝族、白族人

民早在唐宋时期就与中原王朝交流，清末民国时期

彝族更是在云南的政界、商界举足轻重，比如创办福

春恒的总兵蒋宗汉以及龙云、卢汉都是彝族人；甘宁

青地区回族自元朝就是重要的商业民族。因此，这些

地区与内地差异不大，甚至由于文化交流方面的优

势，在某些制度建设上领先内地。而蒙古和新疆地区

由于地区广袤，存在分化现象，上层王公贵族观念更

新较快，但民间仍有较多的封建残余。西藏地区则由

于较为封闭，各行其是，发展速度较为滞后。因此，上

述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发展阶段具有多样性。

（2）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从业人员具有多样

性。民国时期聚集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会计从业

人员包括以下三类：汉族从业人员、少数民族从业人

员和外国从业人员。与其他地区相比，从业人员具有

多样性特点。从业人员的多样性促进了区域文化的

交流，最终汇入民族融合的大潮之中。

（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核算制度具有多样

性。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先后推行、同时采用的

会计核算制度有传统的封建会计、新疆推行的苏式

会计、西藏沿用的原始会计以及其他省份推行的西

式会计。甚至在一省之内存在原始会计、封建会计、

西式会计并存的现象，核算制度具有多样性。

（4）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记账语言具有多

样性。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会计活动中使

用的语言有汉语、蒙古语、藏语、俄语、日语、英语等，

与主要使用汉语及在对外交流中使用一部分英语的

其他地区相比，毫无疑问具有多样性特点。

2. 军阀割据、外部势力干涉导致会计发展的复

杂性。民国时期，由于中央政府法令不行，各省尤其

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军阀

不仅为争夺地盘而混战，往往还勾连外国势力。受此

地区

新疆

蒙古地区

甘宁青

云南

广西

西藏

计量货币

银元、省票、俄钞、制钱、红钱、铜元、银锭、油
布贴

银元、法币、农钞、伪政权货币

银元、法币、西北军流通券、省钞、铜元票

鹰洋、杖洋、日本龙洋、越币、滇票、卢比

银毫、法币、军用钞、粤币、金库毫币券、金库
国币券、桂钞

雪阿、噶阿、卡冈、桑松果木、桑冈雪阿、久果、
卢比

表 5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计量货币



□·176·财会月刊2019. 18

波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发展也存在复杂性。

（1）会计目标的复杂性。除云南和广西的控制者

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扶植过一批民族工商业外，甘

宁青地区的会计主体基本都掌握在三马家族为代表

的官僚资本手中。这一时期，蒙古民族工商业实际上

受外国人主要是日本人的操纵，并不具有自主性，新

疆省办企业也被盛世才家族牢牢掌握。本来会计是

为企业管理服务，但是在经营目的不单纯的企业中，

会计却成了军阀“刮地皮”和外国侵略者剥削各族

人民的工具。由于会计目标不单纯，导致在制定会

计制度时不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以快速掠夺为宗

旨，这一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发展具有复

杂性。

（2）计量货币的复杂性。前文已述，民国时期，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计量货币除银元等各种中外

铸币外，还有各省自己发行的各种纸币，甚至伪政权

也发行了货币，就连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也发行了自

己的货币农钞。计量货币的复杂性，给各族人民的商

业活动造成了诸多不便，也给会计记账造成了很大

困难，甚至一省之内会计账簿无法通读、通用。

（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对当

下的启示

1. 维护国家主权，保持会计发展的统一和独

立。民国时期，少数民族会计在各个方面均出现了重

要变化，这些发展与时代发展有很大关系。但是，由

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地军阀各行其是，甚至

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导致会计发展受制于人。这一

时期少数民族会计的演变既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

略，也伴随着各地军阀的混战；既是会计发展史，也

是各族人民的血泪史。要想保持会计乃至经济的独

立，并且在统一的制度下平衡发展，就需要打造强有

力的中央政府。

2. 尊重民族多样性，促进民族融合。民国时期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

族性，这是基于长期历史文化因素形成的。当前，为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将少数民族会计建设与少

数民族特殊的历史、人文因素相结合，并根据这些特

点培养民族文化人才。当前，我国仍然存在发展不平

衡的弊端，因此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尊重民族多样性，

发挥民族特色，促进民族融合。

3. 发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缘优势，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方兴未艾，西部

少数民族地区受地缘因素影响，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有密切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

也给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因此，应当发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培养

多元、多边会计人才，即既熟悉中国会计准则，又了

解国际会计准则，还通晓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国际

化会计人才。通过发挥民族地区特色，大力培养国际

化会计人才，晌应“一带一路”倡议。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研究总结了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行业会计的演变，并对各民族地区行业会计的演

变进行了比较。同时总结了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会计制度的演变，也对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

现，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具有多样

性和复杂性两大特点。结合历史经验，笔者对当前如

何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并结合地缘优势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了三点启示。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已有四年多的时

间，为中外各国人民带来了福祉。中国在国际经贸往

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必要因势利导，借鉴民国

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的经验和教训，顺

应潮流，在国际环境中取长补短。同时培养更多的国

际化会计人才，在国际会计交流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促进国际会计制度的优化。

主要参考文献：

[1] 刘超建．．民国时期新疆会计研究［D］．．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2009．．
[2] 莫磊，陶玉婵．．谈清末民初云南会计演变［J］．．财

会月刊，2018（3）：126 ~ 131．．
[2] 李保婵，莫磊．．民国时期广西民族融合与会计发

展关系研究［J］．．财会通讯，2017（10）：125 ~ 126．．
[4] 扎西加．．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藏族经济史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5] 周泓．．清末民国时期的新疆货币、金融特征［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4）：64 ~ 68．．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南宁53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