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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前承曹魏、西晋，后启北魏，是我国

历史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会计制度过渡、演变

的一段重要时期。目前尚未有文献对十六国时期的

会计问题及其历史意义进行系统研究。事实上，吐鲁

番出土文书中包含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会计文明发

展状况的帐簿文书[1]。基于此，本文以古代丝绸之路

出土的会计史料为研究依据，结合史籍之记载，以后

赵、前燕、前秦、北凉、西凉、后秦等少数民族政权为

代表，分别从官厅会计和民间会计两个维度对十六

国时期的会计问题进行考证和探讨，以初步勾勒出

这一民族大融合时期会计文明发展的概况、特点及

其内在发展规律。

一、十六国时期官厅会计的建制与应用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建制官厅会计过

程中，既以仿照汉制为主，也因地制宜，因此又各有

特点。尤其是位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之上的西

凉、北凉等五凉政权，在财计制度设计、官厅帐簿设

置上均体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政权的做法和现象。

（一）十六国时期财计组织的建设及其特点

十六国时期，在财计组织制度的建设方面当以

后赵和前秦较有代表性。

后赵（公元 319 ~ 352年），为羯族建立，是十六

国时期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后赵承前赵之制，实行

典型的胡汉分治之政治体制，既建单于台、亦置三

省。单于台用于管理诸胡人，行政事务主要依托三省

职官体系。因此，在财计组织制度上，主要沿用魏晋

以来的设置，如设大司农、典农中郎将等以治粮谷、

仓储等事。同时，也有一些因事设职的创设，虽不成

系统，但有益于加强财计工作，如“以右常侍霍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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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课大夫……劝课农桑”[2]。“劝课大夫”一职的创

设，足见后赵对于基层财政、会计工作之重视。

前秦（公元 350 ~ 394年），为氐族建立，是第一

个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是十六国时

期民族融合程度较高的政权之一，这在其财计组织

制度上得到鲜明的体现。在中央财政、会计工作的职

责分工上，与东晋相似，大司农系统只主要负责粮谷

仓储供给，而度支系统已开始成为国家财计管理系

统的主体。但在地方财政、会计工作方面，却有因地

制宜之特色。于编户齐民为主的地区，前秦以汉制为

模板，在州郡置诸曹为财计佐官，在屯田区置典农都

尉，如“菱，有俊才……苻坚世至典农都尉”[2]等。于

各胡族部落为主的地方，前秦则采用了不同的财计

组织方式。如前秦降代国（北魏之前身）后，“散其部

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课之治业营生，三五

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2]。可知，前秦对归降的部族

通过分散管辖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前秦亦按照“课

之治业”等方式帮助这些胡族学习和掌握农耕等生

产活动、并因地制宜地设置“尉、监”等职官来负责相

关财计工作[3]。

其他一些十六国政权在财计组织制度上也大体

以仿汉制为主，局部有自设之制。如南燕时度支尚书

既前往“观省风俗”又负责“大飨将士”[4]，可知其财

计职掌在魏文帝最初设置度支尚书负责“军国支计”

之外又有所扩展。

（二）十六国时期财计制度的设计及其应用

限于史料，对这一时期的财计制度主要从户籍

制度、赋役制度和上计制度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1. 户籍制度。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下往往既有各

少数民族部落组织，又有众多坞堡存在，还有一些军

事化建制的特别镇区，故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呈现

出复合性、多元性的新特征。

十六国前期，前燕和前秦在户籍制度的建设上

最具成效。前秦攻灭前燕后，“（苻）坚入鄴宫，阅其名

籍”，知前燕“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

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

千九百三十五”[2]。可知，前燕建制了较为齐备的户

籍制度，不但对于各郡县辖区的户籍情况记载详备，

且将户籍及其总计情况逐层上报至中央。

前秦作为最早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疆

域不断扩展、制度不断吸纳与建设的过程中，在户籍

建制方面也成效卓著。2006年，吐鲁番出土了两件

前秦时高昌郡地区的户籍文书，这是目前我国历史

上最早可见的纸本户籍，编号为 2006TSYIM4：5-1
号、2006TSYIM4：5-2号[5]。高昌郡位居古代丝绸之

路的要冲，因而这两件户籍文书既是考察前秦乃至

十六国时期户籍制度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也反映

了这一时期古代丝绸之路地区户籍记录的特点。

2006TSYIM4：5-2号前秦户籍文书第5 ~ 9行的录文

（共20行）移录如下[5]：

5. ……建元廿年三月籍

6. 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民张晏年廿三

7. 叔聪年卅五物故 奴女弟想年九 桑三亩半

8. 母荆年五十三 晏妻辛年廿新上 城南长田

十一亩入李规

9. 叔妻刘年 卌六 丁男二 得张崇桑田一亩

“建元”为前秦苻坚所用年号，故文书为“建元廿

年”（公元 384年）时前秦统辖下高昌地区的户籍文

书，其内容揭示了前秦时期户籍编制的基本结构及

特点。其一，前秦在编制户籍制度时，郡县之下又按

“乡—里”分层管理，从里一级开始编制再逐级汇总、

审核并上报，这沿用了两汉以来的户籍管理层次。其

二，户籍编制时，其具体项目分三栏列示：第一栏列

示该户各成员的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第二栏列示

丁口统计或奴婢情况；第三栏列示各成员的田产等

财产状况及其变动情况，如第 9行“得张崇桑田一

亩”，不但明确了田产产权的增加，且该新增产权的

来龙去脉亦记载清楚。可见前秦时户籍制度在帐籍

记录方面兼顾了全面性和简洁性，为赋役等财计工

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前秦崩溃后兴起的后凉、西凉等政权在户籍制

度方面别具特色。如从敦煌出土的公元 416年西凉

户籍文书，不仅记录了州郡之编户齐民，亦记载了坞

堡等民户的户籍情况，可见作为丝绸之路必经地区

的西凉，其户籍制度在全面性和控制力方面有了新

的发展[6]。

2. 赋役制度。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赋

役制度方面亦主要以魏晋以来以租调制度为基础的

赋役制度方式为基本模板，并据以调整修订而成。这

是租调制度的定额课征方式有利于保护和激励封建

小农经济的特质所决定的。

后赵租调制度的建制过程颇具代表性。后赵以

课农为先，待疆域渐趋稳定之时，才开始检栝户口，

然后再行“户赀（绢）二匹，租二斛”[2]的租调制度，从

而体现出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特征。相比两晋，这

一租调定额也相对不重。占据巴蜀的成汉也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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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租调制度，“其赋男丁岁毂三斛，女丁半之，户绢

不过数丈，绵数两。”[4]不同的是，后赵以户为单位征

调，而成汉的租调一部分按丁取、一部分以户计。

相比之下，处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北凉等五凉

政权则另有特色。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包含了北凉承

平年间高昌地区的赀簿、出糸（丝）簿等赋役文书。从

文书可见，北凉既实行计亩出麦的田租课征制度，同

时又实行计田赀出糸（丝）和计口出糸（丝）的课征制

度[7]。同时，北凉不仅对丁口直接征糸，还在田赀即

田赋的基础上征收糸的附加税，可见丝绸之路的兴

盛对当地少数民族政权赋役制度所带来的影响。

此外，史籍中还有一些十六国时期盐铁、商业税

等方面课征的记载。后赵时“使王述煮盐于角飞”[2]，

以经营官府榷盐诸事。后秦时，由于“国用不足”，于

是“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4]。因后秦与东

晋毗邻，故后秦增收商税、关口税的做法应当是主要

受到了东晋重视商税征课的影响。

3. 上计制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上计制

度，在秦汉时期渐趋完善，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逐级

上计模式。汉武帝多次亲自受计的史载充分反映了

上计制度的重要性。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等一些

少数民族政权继续实行上计制度，其中还有因地制

宜而进一步拓展上计制度之职责的做法。例如，十六

国时期古代丝绸之路上商贸活动繁盛，后赵便通过

前凉地区与西域诸国进行商品贸易并大获其利，

遂论功赏赐：“凉州计吏皆拜郎中，赐绢十匹，绵十

斤。”[2]可知，后赵在各州设有负责上计工作的上计

吏，同时，从上述赏赐来看，部分边境州的上计吏可

能还兼有计报贸易收支等事项的职责。

（三）十六国时期官厅帐簿的设置及其应用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包含了一些北凉时期的赋役

帐簿文书，这为考察北凉乃至十六国时期官厅会计

在帐簿设置及其应用方面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

手材料，也是从侧面揭示古代丝绸之路国家财政管

理、会计文明发展的第一手证据。

1.“帐”字引申到簿记的渊源与演变。在十六国

时期之前，“帐”字与簿记并无联系。“帐”字最早见于

秦朝，“凡有顶的帷幕都可称为帐”[8]。故“帐”作为名

词，最初只是用来表示某种特征的用具。

“帐”字衍生出“计、计户”的含义可追溯到西晋

末年、十六国时期之初。从史籍考察，这源自于这一

时期古代丝绸之路上西域少数民族的部族管理方

式。《后汉书》记载，西晋永兴元年时，“更立阿罗多为

王……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

中国之户数也。”[9]可知，这一时期，车师后部等西域

诸国以部人所居住之帐篷为部族计算和管理的基本

单位。同时，部族酋长还凭借其统辖地位对各“帐”课

税，可见此时“帐”不但有“计”之意，亦与中原计户租

调颇为相通，故“帐”字又开始具有“计户”之含义。而

赋予“帐”字以“计、计户”的涵义和用法的方式又通

过古代丝绸之路传递和交流至中原地区。

计算、计量的结果衍生出记录之需要和必要，故

“计”在秦汉之际引申出“计簿”等涵义[10]。由是，一

方面，西域少数民族政权在部族管理中对“帐”字引

入“计”“计户”等涵义，另一方面，中原会计实践中又

将“计”引申出“计簿”等簿记之涵义，在十六国时期

各民族间大碰撞又大融合、政权和制度不断交错更

替的历史背景下，“帐”字开始与簿记产生联系，用于

表示簿记之载体或簿记之事项。1978年在哈拉和卓

古墓中出土了几份北凉时期的帐目，其中一份给出

了“帐”字用于簿记之起源的最早证据。该帐目移录

如下[11]：

1. 十一月四日出酒三斗赐屠儿……

2. 使，次出酒□斛付孙善，供帐内……

3. 障、骑、箱□等，次出酒五斗，付……

4. 五斗，供凌□。合用酒七斛……

5. 玄始十一年十一月五日酒□马受条呈

该文书为北凉玄始十一年（公元422年）十一月

四日军队用酒的帐目。该帐目第 1、2、3行依次记录

了四日先后支出的三笔酒帐，第 4行为该日的合计

记录。前三行均以“出”字为计帐符号，一致采用了

“出+酒+数量+支给对象”的记录结构，比较典型地

体现了秦汉以来官厅会计中所普遍应用的“出入计

帐法”之特点。更重要的是，第 2行中“供帐内”的出

现：此处的“帐”字并不指设施或地点，而是指供帐内

用酒发生的一笔账目，这是“帐”字在这一时期已用

于簿记表述的一个证据[12]。

十六国之后，西魏大统二年时，苏绰在原有户

籍簿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制了“计帐、户籍之

法”[13]。该法在西魏、北周之官厅会计中得到了普遍

推行，以至于“其牧首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

居官”[13]，显然“帐”字已成为簿记中的通用名词之

一了。

2. 帐簿的具体设置与应用。吐鲁番出土的北凉

赋役帐簿文书，可分为计赀课征类帐簿和计口课征

类帐簿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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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赀课征类帐簿。计赀课征类帐簿是依据资

产或财产之状况征课赋税的帐簿，亦称“赀簿”。从文

书所见，北凉所计之“赀”，主要为田地资产。如吐鲁

番哈拉和卓墓群出土的北凉真兴六年（公元424年）

《田亩出麦帐》，有两个残片，残片一有三行可辨识，

第1行内容如下[1]：

1. ……一半，亩出麦三斗七升

从内容可见，计亩定额田租的标准为每亩缴纳

麦“三斗七升”，这与魏晋时期的田租标准相近。同

时，残片二也有三行可辨识，其最后1行的后半句为

“合……”，体现了帐簿的合计之表意和记录程序。此

外，从民国时赵星缘旧藏的另一件北凉田租赀簿来

看[14]，北凉还将田细分为常田、卤田（盐碱地田）、石

田等细类，分别定标计赀取租。

在田租的基础上，北凉还进一步根据田土的赀

财数课征糸（丝）。《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所记载

的北凉时期 2006TZJ1：172、173、186等号文书都是

记录这一赋税制度的帐簿残页，取 172号文书中第

20 ~ 21行的内容进行分析[7]：

20. 四斛五斗 唐暖四斛五斗 除□□、范周会、

宋□
21. 右十八家赀合三百七十斛出献糸五斤

从录文可知，北凉采用每“赀合三百七十斛”为

一计征单位，征收糸五斤。从帐簿记录的结构来看，

为典型的先分后总格式，即先列明构成每一计征单

位“赀合三百七十斛”的具体各户姓名及其赀额，然

后再确认、记录一个计征单位所征收的单位赋税额

为五斤。从记帐方法来看，以“出”为计帐符号，为典

型的出入记帐法。从记录的标识来看，凡如上述第

20行记录上有“除”字的情况，“除”字及同行其后的

姓名一律用红色书写，以示差别、避免差误。从记录

的内容上分析，所列各户之赀额应为其所缴纳的田

赀即田租，该糸税实则为田租的附加税，故又可以命

名为计田赀出糸帐。

（2）计口课征类帐簿。此处以《新获吐鲁番出土

文献》中记载的2006TZJ1：170号文书第3 ~ 4行的内

容为例，对北凉时期计口课征类帐簿进行分析[7]：

3. ……五口 王并一口

4. ……家口合六十八，出糸四斤四两，严锐、牛

国入□ （朱笔勾勒）

从记录的结构、记帐的方法和记帐的格式来看，

这份计口出糸簿与前述计田赀出献糸簿如出一辙。

课征的对象也都是糸，不同的是课征的依据：此处征

收依据为丁口，为计口征收，按秦始皇以来所定一斤

为十六两的折算标准，每口出一两糸；而前述征收依

据为已缴纳之田赀，为计赀征收。另外，在这份计口

出糸簿中，每一行合计数后还另外标识了朱笔勾勒，

这可能是用于表明该笔帐目已完成相关的验收或勾

稽程序。

二、十六国时期民间会计的发展与创新

十六国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也有部分割据政

权取得了相对的安定，经济生产、商贸活动有所复苏

和发展。河西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古代丝绸之路

的要塞，又具有较好的农牧业基础及相对安定的社

会环境，再加上地方官员多致力于营造积极的商贸

环境，故众多的西域商人选择以河西地区为商品贸

易活动的中转站。至西凉、北凉时，河西地区不但与

中原有众多贸易往来，更是与西域建立了密切而活

跃的商贸往来关系，古代丝绸之路得到不断发展。

十六国时河西地区经济、商贸活动的复苏和发

展，不仅为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

础，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会计文明

的演化发展和应用创新。在此，以吐鲁番出土北凉时

期的三类帐簿文书为依据，依次考察十六国时期民

间会计在家计、商贸及借贷交易等方面的应用情况。

1. 家计类帐簿的设置与应用。古代丝绸之路在

十六国时期的繁荣成就了一批赀财丰裕的商贾。为

了核算和管理好丰裕的赀财，家计类帐簿便为这些

商贾或其管家应用起来。吐鲁番哈拉和卓墓群出土

的北凉《奴婢月廪麦帐》，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十六国

末期“家计帐”的特征，共三行残文，移录如下[15]：

1. 合给肆斛贰斗。奴文德、婢芳容二人，人日廪

麦五

2. 升，合给麦叁斛，奴子虎生一人，日给廪麦二

升，合

3. □□陆斗。都合七斛拔（捌）斗，请记识。

从同一墓葬出土文书的落款纪年来看，该家计

帐应出自北凉统辖时期。这是一份记录按月支给众

奴仆俸粮数的帐目，如“奴子虎生”每日麦二升、合计

一个月陆斗，故定名为“奴婢月廪麦帐”。在帐目记录

的结构上，为先分后总的记录方式：先列示奴仆的类

别、姓名及其每日俸粮标准，再列示一个月应支给的

合计数。并且，在各小类分别合计后，最后一行进行

总计，用“都合”一词表示。在记帐方法上，为典型的

单式记帐法，大体以“给”为计帐符号。在帐目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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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表述上，所有小计与总计数均使用了中文大写

字体，而单位数量采用小写字体，这一则显示了区

别，二则减少了合计数被篡改的风险。事实上，十六

国时期、东晋末前后正是我国数目字开始有意识地

采用汉字大写字体之方式的启蒙时期和初步探索时

期[16]。这份家计帐文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数目字采用

中文大写方式的最早文书之一，出现在少数民族政

权北凉的统辖下，反映出民族和文化的融合推进了

会计数字的演变发展和传播应用。

2. 商贸类帐簿的设置与应用。商贸类帐簿文书

的出土，反映出十六国时期古代丝绸之路商贸活动

的繁荣及帐目记录之特色。如北凉真兴七年（公元

425年）的《伊乌等毯帐》，其拓本有残文二行[15]：

1. 伊 乌 毯 十 张，伊 受 毯 廿 张，羌 儿 母

毯 五

2. □前 正 □ 裙 □□
记录该帐目的会计主体很可能为“毯”类商品的

贩卖商，其记录的应为买卖交易之帐目。理由有二：

其一，“毯”为当时河西地区常见的生活用品，需求量

大，买卖贸易活跃；其二，从记录的数量来看，可能为

批发交易，取得“毯”的人可能进一步到零售市场将

之转卖，例如“伊受”并不需要拥有二十张“毯”之多

来过生活，故其很可能用于转手零售而非自用。从帐

目反映的交易对象来看，“伊乌、伊受、羌儿母”等姓

名均不似汉族人，很可能为各胡族人之名。因此，虽

不知道计帐人是否为少数民族，但交易对象为胡族，

同时记帐之文字为汉字，呈现出不同民族融合下具

有特色的会计记录现象。当然，该帐目十分简略，可

能是交易忙碌、记录从简从快的缘故。

另外一份北凉残帐《阿成等麦酒帐》，记录了以

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并采用了中文大写数目字来记

录帐目[15]：

1. 阿成□麦贰斛仵（伍）斗……

2. 客偿□酒仵（伍）斛，阿买……

此《阿成等麦酒帐》与前述《奴婢月廪麦帐》系同

一墓出土，两者皆为我国历史上数目字采用中文大

写方式的较早例子之一[16]。同时，《奴婢月廪麦帐》

中展现了数目“八”最早期的中文大写字即“拔”字，

而《阿成等麦酒帐》中则展现了数目“五”最早期的中

文大写字即“仵”字，体现了数目字中文大写之方式

应用于会计文书的最早形态。

3. 借贷类帐簿的设置与应用。魏晋以来，丝绸

之路东西要道大开，佛教西来，日趋兴盛。至十六国

时，许多政权崇信佛教，河西走廊的凉州甚至成为南

北佛教广泛传播的桥梁和当时中国佛教的译经中

心。由于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寺院众多，且集聚了大

量的经济资源，于是，利用借贷、出租等方式理财，通

过会计簿记的方式管帐，便渐自成为众多寺院日常

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如凉真兴六年（公元 424年）的

《出受麦帐》系某寺院粮食放贷的帐目，其前 6行释

文如下[15]：

1. 富生取 .
2. 小斗，佛護一斛八斗……

3. □□□□□□□女至母取麦二斛。

4. 真兴六年四月十八日，麦所都合出麦

5. 十八斛， .
6. 甲子岁，麦廿五斛六斗□□護斗

第 1行、第 3行中的“取”字，都表示“借取（粮

食）”的意思。第4行的“出”字为“出借”之意。可知该

文书为反映北凉时期某寺院粮食放贷的帐目记录。

帐目记录的结构也采用了先分后总的方式，这在第

1 ~ 5行的记录中很清楚。第1行和第3行分别记录了

“富生”和“女至母”两位借粮者借取粮食的单笔帐

目，第4行和第5行反映了“真兴六年四月十八日”该

寺出借粮食的合计数：“都合”表合计之意，即该日合

计出借麦十八斛。在计量单位上，采用“斛”和“斗”来

计，其中“斗”是秦汉以来“小斗”的标准。同时，作为

佛事方面的权威，寺院领导者之一的佛护两次出现

在帐目记录中（第 2行、第 6行），又可见寺院对于借

贷业务及相关帐簿记录的重视。

三、小结与启示

从十六国时期的财计组织设计来看，大多数政

权都在沿用其部族旧制的同时亦仿照汉制建制，形

成一种胡汉分治、胡汉杂糅的局面。随着民族融合的

推进，胡汉分治多有被打破的趋势，汉制财计组织制

度得以更好地与少数民族政权相结合，并在因时因

地的需求中衍生出一些新的变化：对源自汉制的财

计官制赋予新的职责，如南燕时度支尚书“观省风

俗”并“大飨将士”；又如后赵时特别新置了“劝课大

夫”之职，这是原先汉制中所没有的。

从财计制度的发展关系来看，民族与文化的融

合、互动在这一时期对此起到了重要的交流和互相

促进之作用。例如，2006年吐鲁番出土的前秦户籍

文书，作为目前我国历史上最早可见的纸本户籍文

书，详实简要，还包括了丁口对应的田地产权及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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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状况，能直接为租调等赋役制度提供便捷且具有

对应性的帐籍文书。十六国之后，北魏在均田制和三

长制的基础上完善了户籍和租调制度，北魏之后的

西魏则进一步创制了“计帐、户籍”制度等事例，这显

然与拓跋鲜卑人在建立北魏之前曾经在前秦的统治

和管理下习得前秦的农业技术和户籍编制制度等经

历密不可分。同时，古代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亦对地

方财政、会计工作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北凉实

行了多重课丝的赋税制度等等。

从官厅簿记的应用来看，以北凉赋役帐簿文书

为例，既有计赀课征类帐簿、计口课征类帐簿的分类

设置，也有运用秦汉以来官厅通行的“出入计帐法”

进行清晰的逐步帐目记录，部分合计数之后还有朱

笔勾勒的字样表示验收或勾稽完毕的程序。这既反

映了介于魏晋、北朝之际官厅会计帐簿设置过渡、演

变的大致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丝绸之路国家

财政管理、会计文明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同时，原本

与簿记并无关系的“帐”字，正是在十六国时期完成

了与簿记相关联的引申演变过程，而古代丝绸之路

在其中又发挥了重要的交流、传播和催化之作用。由

此，至北朝时，“计帐”“簿帐”也成为官厅会计中的常

用术语，从而开启了“帐”字在簿记乃至后来会计时

代的新纪元。

再从十六国时期民间会计发展来看，吐鲁番出

土北凉时期家计帐、商贸帐、借贷帐等帐簿文书残

页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会计文明的演化发

展路径和应用创新特点。我国历史上数目字采用中

文大写方式的最早可见纸质经济文书即来自上述

民间帐簿，出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少数民族政权北

凉的统辖之下。同时，北凉出土的民间商贸帐中，有

记帐文字为汉字、记录之交易客户为胡族姓名的帐

目，呈现出古代丝绸之路独具特色的会计记录现象。

这些帐目的创新、特点和现象，反映出古代丝绸之

路的繁荣与会计文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深刻

影响。

综上可知，十六国时期的大分裂和政权频繁更

迭，在带来破坏性的同时也衍生出不同于大一统时

期的财政、会计治理需求，需求的衍生则不免带来会

计制度、会计方法的改变和创新。民族与文化融合推

进了创新的发生、创新的传承和后续的进一步发展

演变，会计的发展演进既受益于民族融合的推动、亦

为民族融合的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工具和助力。同时，

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茂对于会计文明、会计方法的创

新和发展提供了巨大且全方位的推动力，这亦为当

前国家“一带一路”倡仪下全面深化和创新推进“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会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富有

启示意义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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