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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革命从政策到实践的过程中，技术性手段不可或缺，这对理解革命的意
义和历史的复杂性有重大作用。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从个体经营转向集体经营，中国共
产党利用数目字的管理将二者连接在一起，合作社的会计制度由此诞生。为了让运动顺利
推进，政府通过编制教材和组织培训班的方式解决会计人才缺乏的问题。在实践的过程
中，对会计制度中的账簿体系、记账方法、财务管理三方面内容不断改进，使得制度更加规
范，为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注入动力。会计工作的特殊属性，使其对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经
营管理，对农民的生活和文化教育，对农业知识和农业科技的推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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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目字管理”一词可追溯至黄仁宇对明朝财政史的研究，引发了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财政管理和治理能力的思考。中共的

领导和治理技术也有“数目字”的特点。参见黄道炫《如何落实: 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5 期; 王志峰

《数目字、民主与动员:从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苏区研究》2020 年第 3 期。这一特点在当

前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中依然广泛存在。本文借用这一概念，特指农村地区的会计和财务管理制度。一方面它涉及的内容和数目

字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也属于更大范围的数目字统治技术的一部分。

② 罗平汉: 《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张乐天: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版;叶扬兵: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李怀印: 《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

社 2010 年版;高王凌: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1950—1980)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黄英伟: 《20 世纪 70 年代农户收入研

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③ 目前学术界对会计制度的研究，大多是在资料介绍类论文中分析账簿史料的学术价值。参见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

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黄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第 5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张思《国家

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1 期;张俊峰《文本的历史:集体化时代山

西社队文书档案的形成、特征及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王静、刘美文《集体经济时期的村庄档案资料库》，《湖北档

案》2015 年第 3 期;孙建刚、史红霞《集体化时代后期一个城郊蔬菜专业生产村的生存实态———原峰峰矿区临水人民公社东沟大队第

3 生产队档案资料综述》，《邯郸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此外，在史学方法类论文中对账簿的利用进行思考。参见胡英泽《集体化

时代农村档案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重于资料运用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行龙《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

践》，《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 期;张瑜、张俊峰《厚积薄发: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若干问题———基于当前理论、方

法和成果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长期存有自发的互助组织。从抗日根据地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以民
间的互助形式为基础推行农业合作运动，将农业生产的组织程度逐渐提高，相继成立了季节互助组、
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些新形式的互助组织与传统的互助形式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生产
的组织性和财务的数目字管理。①生产的组织性学界已有众多研究，②而财务数目字管理的重要性长
期被忽视，常常是作为前者的附属内容。以往的研究关注点是运动如何展开，聚焦于中央和上层、政
策和效果，偏向于政治。合作化运动既具政治性，也有经济性，会计制度则是将农民融入合作组织的
重要技术手段。目前对经济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工分制和生产效率，而对会计制度的研究相对较
少。③涂玲对人民公社时期华北农村使用的各种凭证、账簿进行了分类和介绍，并分析了村庄财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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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和运作流程。① 张思认为中共在根据地推广合作运动时，互助组的记工记账制度“带有村集
体性质的村账制度雏形”。②

民间传统的互助组织一般不计算具体的货币报酬，互助中常以劳动、畜力、实物的形式进行交换
或补偿，具有临时性、分散性的特征。③ 若有人觉得在互助中吃亏了，就会退出互助关系，或另寻他
人，或者“单干”。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农业合作组织从生产到收获进行数目字的管理，要求互助成员
之间的劳动有量化记录，组织内部的财务有账目，粮食收获后按规定的制度进行分配。这对于一般
只记“心里账”、而较少记录“文字账”的农民来说是一件大事，需要有一个合格的会计以及与之相应
的会计制度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典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经过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几个阶
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计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它是应运动的发展阶段和生产管理的需要而
产生，并逐渐规范化。会计制度形成后，对农业合作社的运营，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大影
响。本文以山东省为中心，结合政府公文、调查资料和村庄档案，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会计制度的
形成展开论述，分析其在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④

一、互助组织中会计制度的萌芽

在传统乡村社会，农民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存在各种类型的互助组织。在这类组织中，农民
一般只记“心里账”，有文字记录的账本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参与的家庭较少，“换工”量不大，都
能记清楚;另一方面，相互之间关系较亲密，记账总给人“不被信任”的感觉，抹不开情面，因此大部分
农民不记“文字账”。这些条件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的互助组中发生了变化，就产生了记账的需要。

1944 年，山东根据地临沭地区，缺乏畜力和劳力的农民组织的搭犋队，有三种形式: 临时性搭
犋、常年搭犋、大合犋。临时性搭犋是在春耕时，有牛户出牛给无牛户耕地，无牛户以做工为报酬。
交换比例不固定，依人情关系和双方临时交涉而定。常年搭犋是两三家的牲口联合起来耕种，或
者牲畜一起喂养、共同使用。大合犋是在农忙时，土地和劳力差不多的户联合起来，一起干活以提
高效率。“过去临沭中农以下的农民，有 80%参加了常年的或临时的搭犋，甚至部分富农也参加
了。”⑤类似的组织在各地有很多，名称不同，如“犋”“搿犋”“搭套”“换工”“扎工”等。这些互助
组织的成员大多为亲族和近邻，虽然没有“记工”习惯，也没有纸质账本，但是参与的农民心中都
有一本账。若认为自己的劳力和畜力在其中得到公平对待，则继续参与互助; 若有争议，双方就地
协商，或以口头交流的形式解决，极端的结果是农户退出，互助组解散。当然，绝对公平是很难的，
因相互关系亲密，即使劳力付出有一定差异也不计较太多，甚至有时双方的付出十分悬殊也并不
在意。这种组织体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互帮互助、相扶相持的精神，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令人
向往的重要原因。

1943 年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号召各根据地在农村地区推广互助合作。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通过将原有组织扩大，或多个互助组合并的形式，对其进行升级。各地的互助组数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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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涂玲: 《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凭证、账簿研究———以侯家营、下孔村文本为中心》“摘要”，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1 年。
张思: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村账、村会计与乡村社会变迁》，《邯郸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
张思: 《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227—278 页。
本文论述的对象是典型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会计制度的形成状况。所谓典型，即根据政策的引导，先后经历了季节性互

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集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就全国而言，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始时间、发
展速度、推进程度不尽相同。有的从根据地时期开始，有的 1949 年之后才开始;有的没有经过互助组阶段，甚至没有经过初级社，直
接进入高级社、人民公社。非典型地区的会计制度形成过程与此不同，需另文撰述。

《山东临沭一带的搭犋队》( 1944 年 4 月 29 日)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 ( 续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94 页。



很快，1946 年山东省的互助组数量比 1945 年增加 50%，共 215 918 个，占总人数的 7%。① 升级后的
互助组织比过去的大，“记工”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一方面农户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不记
工总有人觉得吃亏，时间长了难以维系; 另一方面涉及的农户多，农户之间劳力、畜力、土地差异增
大，打“心里账”较难。记工后，若产生争议也有据可查，可以让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同时，将这种
组织规范化不仅利于其发展，也利于共产党整合乡村资源进行抗战事业。这种新成立的互助组一般
称之为“变工互助组”。

所谓“变工”就是换工，即农业生产和生活中不同劳动投入之间的互换，以达到生产效率提高的
目的。因农户之间的劳力、畜力等条件不同，具体运行时形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人工换人工。劳动力之间的互换，你帮我干一天，我也帮你干一天。
2. 人工换畜工。牛主出人、出牛、出草料、饭食自给，耕地一天换三个工，即人、牛、草料各算一

个工。
3. 人工换纺织工。莒南大山前变工组鲍大娘以帮牛主纺一斤线、剪两天谷壳换牛主给其耕一亩

半春地( 妇女算半劳力，与短工市价折合不吃亏) 。聂邦本互助组有五户，三家中农帮贫农把线织成
布换工，一斤线织成一斤布算一个工。②

4. 人工换副业工。参加互助组后本人外出运盐或经营副业，耕作由他人照顾，回来后，按地里所
需劳动支出工资，成员平分。③

要使变工互助组有持续的生命力，换工和算账是关键。不同的劳力应折算不同的工，妇女和儿
童有的地方只算半劳力，有些弱劳力可折七成，一个忙工抵两个或三个闲工。有的将一个工分成 10
分，早餐前 2 分、上午 4 分、下午 4 分，并根据勤、惰设立加、退分制度。不同畜力的牛力也区别计算，
小牛和驴只算半牛力。草料的工分，根据当地粮价草价及短工市价，按比例进行适当折算。④ 有的地
方不同质量的驴工分也不同，有的是 10 分、8 分，也有的只有 6 分。⑤ 如果是合买的牲畜，按劳动力记
分饲养，或按照土地比例轮流饲养，牛粪按地亩分。⑥ 有的地方畜力干一天相当于 1. 5 个工。⑦

在记工算账的方式上，各地创造了各种方法。莒南地区变工后按时或按件记工，采用竹签的办
法，一个工一支竹签，按季节结账。⑧ 官地村实行工票制度，以 10 分为一个工，设立工资标准。“为便
于记分，以纸牌制工票，有 1 分、2 分、5 分、10 分，工票盖着队长的手章，由队长拿着，干完一天的活晚
上评过分，马上发工票。”或者将工日按照市价折合成粮食支付，工资由会议讨论决定。⑨ 还有的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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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1946 年度生产统计资料》，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8 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1 页。

《莒南金岭、金花村劳动互助调查》( 1944 年 5 月 30 日)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
( 续编) 》，第 706 页。

《莒南金岭、金花村劳动互助调查》( 1944 年 5 月 30 日)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
( 续编) 》，第 707 页。

《莒南金岭、金花村劳动互助调查》( 1944 年 5 月 30 日)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
( 续编) 》，第 709 页。

《文登富贵村组织互助组的经验》( 1948 年 10 月 2 日)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
( 续编) 》，第 809 页。

《官庄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 1944 年 11 月)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
编》第 13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5 页。

《莒县爱国村农业合作社史》，《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 下)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6 页。

《山东莒南变工互助的成绩、种类和经验》( 1944 年 8 月 21 日)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
史料集( 续编) 》，第 713 页。

《官庄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 1944 年 11 月)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
编》第 13 辑，第 195 页。



天晚上回来后，根据个人做得好坏来评定分数。有的用纸牌记账，或用爬齿刻成印子，“上面刻着分
数，由小组长揽着，每天记工后即按工分给每人”。① 当时的记工工作一般是互助组组长负责，有的设
有记工员，互助组成员的工分在结算日进行结算。工票制度后来发展成为劳动工账，以 10 分为一个
工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底分功能相似，工分账是后来会计账簿的重要组成部分。互助组时期的“记工
算账”是会计制度的雏形。

二、合作化运动与会计制度的逐渐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作化运动快速推进，各地纷纷成立初级社。农民将土地、牲畜、农具
等财产折算成股份入社，根据股份和劳力在收获后进行分配。原来的“记工算账”不再能满足实际需
要，会计制度因此形成。

与互助组相比，合作社的规模更大，涉及的家庭更多，社会关系复杂; 拥有的土地数量和类型更
多，需要制定计划，统一经营;关联的财产更多、种类繁杂，财务收支需要有详细记录;社员财产公用，
社员预支使得其与合作社产生了财务往来;分配制度更复杂，对数学能力有相当要求;与官方的关系
更密切，要配合公粮征收和劳力调配。组织规模的扩大，使得财务管理工作更繁琐，这些工作不能像
互助组时期一样，还由社长一人兼任。所以，客观需要将其从合作社的经营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
立的职位，由“会计”专人负责。

另外，就农民而言，新成立的互助组和“记工算账”的方式在民间有深厚基础，尚能接受。而合作
社要求他们将维系身家性命的财产“拿出来”，做出这个选择需要勇气，他们在做选择时多少有所顾
虑和迟疑。要让他们打消疑虑，安心入社，必须合理登记入社的土地和财产，公正对待他们的劳动，
公平分配合作社的收入。这都给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设计一套合理、高效的会计制
度就很有必要了。

再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会计制度的产生也是必然的。互助组是私有制，初级社是半社会主
义公有制，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是完全的公有制。后两种制度涉及共有财产，共有财产需要有专人来
管理，特别是收入和分配问题，若没有专人负责，容易产生混乱。

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会计问题的重要性。1951 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 草
案) 》指出，“要建立一些必要的简明易行的生产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在等价和互利问题上，“反对
不算账、不等价的方法”，使用合适的计算方法。② 1953 年中央再次强调，应“逐步建立必要的、简单
易行的，但又是严格的财务和会计制度”。财务开支“其批准权限应按开支数目的大小，分别由社员
大会和理事会讨论决定，各种账目必须适当地分别清楚，并要定期公布，以便受到社员的经
常监督”。③

合作社与互助组的会计工作相比，最明显的改进是在记账方式上。在互助组时期，农业收入归
各家所有，不需要记账，账本主要是工分账和副业收支账。表 1 左列是刘所村( 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东
平县接山镇，在大汶河北岸) 互助组为搞运输，购买工具和零件的花费账。记账方式类似于家庭收支
流水账，将花费的账目一项一项列出，只简单记录数量和金额。初级社账本 1 比互助组更详细，列出
了每一项花费由谁经手、花在何处。如互助组购买麦子 27 斤，未说明作何用途，初级社账本 1 对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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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都有注明。初级社账本 2 与账本 1 相比又更科学，列明了账目的发生日期，设置了会计项目，
载明合作社的收入和支出，一笔一笔逐条登记，是现金流水账。河北省许仙桥合作社的账本中就包
含流水账，逐日记载社内支出。① 不过账本 2 的现金流水账并不完整，还应包括收入和转存，而刘所
村的会计在记账时，只将收入项和支出项分开记载。

记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将每一笔账的来龙去脉记清楚，即该账目从哪里来、经谁手、最终到哪里
去。而采用哪种记账方法、如何记，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互助组的账本记录虽然不全面，但涉及
的家庭少，农业还是个体经营，“集体的事业”一般是副业。因此账目较为简单，只需将收付事项记录
在案即可，缺失的内容成员大都能记住。初级社是社员集体劳动，农业生产中涉及的账目繁杂，必需
采用一套科学的记账方法才能把社内的账目记录清楚。从表 1 互助组和初级社的三列账目可以看
出，记账方式越来越科学，账目时间更详细，账目用途更清晰，并设置了会计项目。账本 1 和账本 2 都
是 1955 年的，而记账方式不同。可能的情况是账本 1 是旧式记账法，而账本 2 是学习新式记账方法
后对账本 1 的改进和整理。
表 1 刘所村互助组、初级社的会计账目对比

互助组( 1954) 初级社账本 1( 1955) 初级社账本 2( 1955)

4 月 14 日 日记花费账 日期 项目 明细 支出

大肚一根 24 000 金额 3 月 16 日
换口头明如的牛找钱

10 元
10000

拖皮三拖 19 000 拉炭 来洋 30. 12 3 月 14 日 农业支出 买豆饼一片 1. 29

工线 5 000 德怀的卖牛款 来洋 30 3 月 15 日 农业支出 搞车油 12 两 3. 6

小鞭头 5 000 德金买牛添钱 11 3 月 17 日 农业支出 结小鞭买鞭稍 0. 35

4 月 18 日
德金德榜德金三人的

牛卖出
来洋 40. 17 管理费 洋油半斤 0. 2

套两根 18 000 德榜买牛添钱 来洋 1. 0 社员往来 收入订购棉花 8. 0

皮条 17 000 信用社贷牛草款 洋 20 3 月 18 日 贷款 信用社贷款买花生种 7

蔴 6 400 收入订购棉花洋 8 3 月 21 日 项目 摘要 收入

麦□27 斤 4 600 收入贷花生种款 来洋 7 3 月 27 日 社员往来
德金投来牛一股三人

伙牛
16. 7

以上共洋 99 000，9

人摊，每人 11 000 元

收入银行贷款 洋 130 社员往来
玉才投入种子草料

粪肥
62. 93

收入卖麦子 洋 4. 88 四月初九 副业收入 社内公积粪肥 106 车 9

资料来源: 《互助组花费账》( 1953 年—1954 年 12 月) ，《五五年八户小社日记账、小社牲畜农具账》，《五五年八户小社花费账、小社工分账》，华中

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藏，《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 4 － 1 － 1、4 － 2 － 1、4 － 2 － 4。该档案所藏地以下不再逐一标注。

说明:互助组的账本是在空白纸上一条一条记录，初级社账本 1 和账本 2 都是手绘表格填写。互助组账本金额单位为旧币。

由于合作社的规模比互助组大，互助组只有工分账和副业账，合作社多了日记账和分类账，以及
其他账本。从《刘所村村庄档案》保存的账本来看，1955 年初级社的账本有日记账、工分账、牲畜农
具账、耕肥账、草料账、种子账、预分方案及分粮食账、花费账、单据账、棉花账、决分方案及明细表。
这些账本有的是从日记账中分出来的，有的是单独建立的。为了看出合作社各项事业的收支情况，
在账本内设计了很多会计科目，共有固定财产、库存物资、预付款项、银行贷款、公积金、公益金、社员
往来、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农业支出、副业支出、杂项支出、生产资金十三种。② 这些账簿在传统农村
是不存在的，是政府推广的结果。许仙桥的农民说: “新式账比旧式账好的多，新式账好记、账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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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一笔一小结。”①这些账本和会计科目的设置，明显受到政府对会计培训和学习的影响。四川简阳
县射洪乡的合作社会计，在记账时对会计科目的处理存在许多错误。劳动竞赛所用的红旗属于行政
费用，却“放在农业投资的科目里”，“又把耕畜饲养费、喂猪饲料等放在‘行政费用’里”。县委在组
织会计培训时，就将会计科目的学习作为重点。②

从初级社的账本看，其对合作社生产经营的账本记录很详细，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建立的账
簿较分散和随意，不成体系。耕肥账和种子账同属于农业支出，花费账应包括在日记账内，但全部单
独列出。账本 2 中有的没有设置会计项目，没有财务开支计划，工分账上把所有人的工分记录在一
个账本上。鉴于初级社只有 8 户家庭，尽管有很多类似的小问题，对经营的影响也不大。至于财务
管理制度、财务公示和监督，没有留下文字材料。由于合作社还较小，很可能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
因为账目还较简单，涉及家庭少，财务数据不多，社员对社内的财务状况应较为熟悉。如果合作社继
续扩大，这样的记账方法会带来很多问题，有必要对其规范化。

三、农业合作社会计制度的规范化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合作社规模扩大，账目更复杂，财务管理工作亦变得繁冗，原来
简单、不完善的会计制度又不敷现实需要，因此需将其规范化。中央要求各地合作社“必须建立一套
简单易行的必要的财务会计制度，以监督与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计划的执行”。③ 中国传统的财
会管理是四柱结算法，而合作社采用的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新式会计制度。④ 1955 年农业部根
据各地的经验，编定了农业合作社的会计教材，⑤山东省以农业部的教材为基础编制了适应地情的教
材，⑥供各地的干部学习。我们现在见到的合作社会计教材，绝大部分是 1955 年之后才出版的。
1956 年刘所村将三个小初级社合并，成立一个大初级社，共 126 户，基本涵盖了所有家庭，其会计制
度基本按照教材来运行。

( 一)账簿体系的建立
账簿体系是财务管理的基础，是会计制度规范化的重要标志。通过账簿体系可以观察合作社

人、财、物的流动，是社内最大的“秘密”。现存集体化时代的村庄档案，也以各类账簿居多。《刘所村
村庄档案》中，会计账簿占了总量的七成以上。

合作社的账簿，第一类是财务账，分为日记账和分类账两种，数量最多。日记账是按照收付事项
发生的先后顺序逐笔记载的账簿，如社员投入的物品、现款，银行贷款、购买农具、农药、化肥以及出
卖产品等收入事项。日记账内有以下内容: 时间、单据编号、会计科目、摘要、分页、转账 ( 收入、付
出) 、现金( 收入、付出、余额) 。合作社应以记账和管理方便为指归，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适合的会计科
目。不同的合作社会计科目可能略有差异，大致可分为四类:资产类( 固定财产、库存物资、存款、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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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项) ，负债类( 股份基金、公积金、公益金、贷款) ，往来账( 社员往来、社外往来) ，生产结算类( 农
业收入、副业收入、农业支出、副业支出、收入分配、管理费、杂项收支) 。设置会计科目的目的是为了
登记分类账，即按照收入、开支性质分类记载各种收付事项的账簿，每一个会计科目对应一种分类
账。因为日记账过于繁杂，要检查某一类账的具体情况不方便。将日记账上的收付事项进行分类，
记载在不同的账本( 分类账) 上，可以看出整个经营中资产、负债的变化情况。刘所村的财务账有: 日
记账、经营收支明细账、社员往来账、明细分类账、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社员往来账、社外往来账
等。分类账是合作社账簿体系合理化的重要标志，1952 年许仙桥社的财务账就没有分类账，不同项
目的收支记在一起，①这对大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不便。

第二类是备查登记簿，是一种辅助性质的账簿。有些必须记载的事情财务账包括不了，或者有
些收付事项暂时不能记入财务账，这就需要建立各种登记簿加以登记。一般有六种: 固定财产登记
簿( 登记社内的各种财产) 、库存物资登记簿( 登记社内各种材料、原料、农业和副业产品) 、土地股金
登记簿( 登记社员入社的土地和交纳的股份基金) 、租入牲畜工具登记簿( 登记社里租进的牲畜、农
具、车辆和副业生产工具) 、产品登记簿( 社里收获的产品如暂时不便作价记入财务账) 、预分登记簿
( 收获的产品预分给社员时，如暂时不便作价登入财务账) 。刘所村的备查登记簿有: 财产物资登记
簿、产品登记簿、夏秋预分登记簿、库存物资登记簿、低值易耗品登记簿、土地股金登记簿、土地劳力
变动登记表。

第三类是劳动工账，记载社员参加社内劳动所得的工分数。工分账是劳动报酬的分配依据，是
社员最关心的账簿。每个人的劳动工分登记在各家的劳动手册上，由记分员登记，以队长盖章为证
明。劳动工账是会计在记分员和队长的协助下，根据劳动手册整理而成的。

合作社的初期，各地的账簿形制不一。有的甚至是手绘的，相当零散。而此后的账簿都是由省
政府统一印刷，簿内栏目、账簿种类和大小全部统一。刘所村在 1956 年之后，都是使用统一印制的
账簿。农民对新式账簿评价很高，许仙桥的农民说:新式账“那时看那时明白全社收入和支出情况，
旧式账不到结账时明白不了”。②

( 二)记账方式的改进
这时的合作社一般采用复式记账法。记账时，所有的收付事项都以人民币为单位，实物的收付

也要折算成现金。有一个统一的记账单位，才可以进行加、减、分、合的计算。如农民入社时投入的
牲畜、农具、种子、肥料、现金，若只记载数量而不折算成人民币，合作社的收支很难核算。农作物种
类多，不折算成现金，分配工作更是无法进行。

凡是现金的收入应区别收入和支出，记入日记账。不是现金的收付事项，为了反映收付的全面
情况，要做转账收付登记。如社员投入价值 10 元的种子，一方面是社员投资增加了 10 元，这笔账结
算时要归还，另一方面是农业支出增加了 10 元，所以分别记载。前者记在收入项，后者记在支出项，
收入和支出相等即平账。记完日记账后，还要将这两笔账记入分类账———社员往来账、农业支出账，
方便查阅和结算。这类没有动用现金的转账收付，也看作现金来记账，即前面所说的核算单位统一。
现金收付只记一笔账，是由于账目的单位都是人民币，日记账上现金的余额可以看作库存的现金。

如果一笔账包括现金和转账收付两部分，应将现金账记入日记账，转账收付再记两笔账。如向
供销社购买水车，价值 50 元，付现款 10 元，欠款 40 元。日记账内的现金栏记农业支出 10 元，转账收
付记社外往来—供销社( 收) 40 元、农业支出 40 元，暂欠的 40 元再记入社外往来账，农业支出亦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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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账，这样就做到了现金收付和转账收付的账目平衡。这种复式记账法将每一笔账的来源和去处
展示得很清楚，亦能看出合作社的收支情况，较为科学。

备查登记簿和劳动工账的记账则较为简单，只需记好时间、摘要、数量、金额，在月计和年终结算
时再进行检查和核算就可以了。

(三)财务管理的规范
1. 财务计划。会计应根据合作社的生产计划编制年度收支和分配计划、基本建设收支计划、季

度现金收支计划。好的财务计划便于统一筹划全社的生产资金，并将其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避免资
金不足或浪费。还能让社员对社内资金来源和用途心中有数，也能让社员估算出自己完成计划后，
能得多少收入，提高劳动积极性。1956 年刘所村制定了很多财务计划，主要有基建计划表、财务计
划、包工计划草案、包工计划表、作物定工表、冬季生产计划、统购入库合同、加工籽棉合同。①

2. 开支审批。合作社应该召开社员大会，对社内开支规定条件，如小宗开支需经社长同意，追加
预算需经过社委会或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刘所村的社章规定: “保管员保管不管花，要花一元至三
元，社长有权开支。三元至五元，经过社务委员。十元至二十元，经过全体社员讨论。二十元至五十
元，报请乡人民政府批准。”②对开支进行审批可以限制乱开支和花钱不当的事情发生。

3. 社员预支。因社员的大部分财产都已经入社，平时基本没有收入，为应付不时之需可以向合
作社预支粮食或钱款，为此需制定相应的原则和标准。标准应适当，若太低会导致预支过多，影响年
终决算。所谓的“超支户”和“倒挂户”就是因为预支过多，在年终决算时，应得的钱粮不够弥补预支
的数额造成的。社员超支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一个普遍现象。

4. 单据。又称会计凭证，农民常称之为条子，是记账的根据，是财务管理规范的重要标志。只有
做到收付事项有证据，才能更好地健全收支手续，完成审批制度，防止乱花钱、随便领东西等现象的
发生。单据有的是社外开的，如向银行贷款。也有的是社内自己开的，如库存的肥料。有时市场上
零星购买的东西没有单据，也要由经手人补写单据，才能记账。每项单据都要经手人盖章才算有效，
每个单据都应编写号码，方便查账。如果单据填写错误，也应注明作废。所有单据要按照时间顺序，
装订成册。《刘所村村庄档案》中保存的单据，都按每月一册、每年一捆的形式存档。

5. 财务公示。为了保证账目的记载正确无误，应在每月末对账簿和物资进行检查，将错账查出
并更正。更正错误时不能直接涂改，应采用直接改正法、红字冲正法或补充登记法更正。每月结算
之后将账目公示，应包括四项内容: 社内财产的保管、各项收支、往来及负债、劳动工分。年终决算后
建立的新账也应进行公示。《刘所村村庄档案》中保留了 1956 年全年月计表，决分后的资产负债
表。③ 财务公开对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有重要作用，许仙桥社建立了“黑板账制度公示账目”，农民
许宗荣说:“今年账目这样公开，俺哥俩心里明亮，干活就上劲了”。④

上文所述仅是初级社的内容，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会计工作与此相似，只是社员更多，财产种类
和收支类型更多，会计原则和原理是一样的。

四、会计制度与农业合作社的关系

在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会计人才缺乏的问题。首先，大部分农民没有对
农业生产进行记账的习惯，新式记账方法对会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一般农民的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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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低，文化水平相对高的地主和富农在初期不允许入组入社。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会计人才
越来越紧缺。如果会计工作做得好，账目清楚有条理，并按期公布，社员对社内的账目心中有数，没
有顾虑，能够提高劳动积极性。相反，如果会计工作搞得不好，社内家底不清、公私不分、开支混乱，
就会影响社员的生产情绪，合作社就有垮台的危险。总之，有一个好的会计和一套好的会计制度是
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会计问题是很多合作社解散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也说:“没有会计，是反
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①

1945 年，山东博兴县三里庄成立了农业合作社，由于经营不善，财务和账目管理混乱，加上干部
矛盾、干群矛盾，仅半年就解散了。② 东平县有的互助组“算账找粮等不合理，甚至有的不记工、不算
帐找粮，有的沾光、有的吃亏”，因此很快解散。③ 有的合作社会计不负责任，账目不清，一年未清工结
账，社员不满，纷纷退社。④ 文登地区的合作社，“财务制度不严，开支手续紊乱。有的不会记账，有的
账目不公开，有的将账记错。这些混乱现象引起社员不满。姜立云社，漏账、错账、开支没单据”。⑤

合作社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并非山东省独有，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黑龙江拉林县试办合作社后，从县
里派了两个干部蹲点，但账目依然混乱。在该地负责办社的 150 多个县区干部，熟悉会计工作的只
有 16 个，70%以上一窍不通。为解决人才缺乏问题，县委制定了会计培训计划。⑥ 有的合作社会计
问题突出，都是糊涂账。“1954 年的收入到 1955 年 4 月才结清算完，引起社员极大的不满”，在社员
会议上曾多次质问干部说:“到底还分不分给我们，把账报来听一听呀!”⑦农民对会计问题也特别关
心，陵川县的农民说:“没有会计人才，弄不清账目，社还是个垮台”。⑧ 许仙桥社开办时会计制度搞
不好导致 4 户退社，社员都说:“想达到团结生产，必须搞好会计制度”。⑨

为了让合作化运动顺利开展，迫切需要解决会计人才问题，各级政府和合作社组织了各类学习
班、培训班。1953 年东平县训练了合作社干部 1 160 人，除了政治学习外，经营和财务管理亦是重要
内容。瑏瑠 1954 年山东省要求各地县政府开办专门的会计训练班，保证每社训练一人。瑏瑡 1954 年东平
县开展第二期训练班，有 765 人参加，成员有村支书、社长、会计等。瑏瑢 还计划在 1955—1958 年训练
合作社干部和会计 4 500 人。瑏瑣 曲阜县由于会计人才缺乏影响了互助组升社，不得不将计划办社数
压缩一半，群众说:“互助组办得再好，没有会记账的人也不能转社”。1954 年 12 月，该县成立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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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习班，学习内容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训练教材》为主，此外还有各种登记表、会计科目、簿
记格式、记账方法、预分和结算分配，培养了 24 个会计。① 陵川县建立了速成会计班，学习的内容主
要包括学认记工单、会计账簿、记账方法、珠算，时长为四个月。② 辽宁彰武县第三区委和农业技术推
广站在 1955 年春季会计员会议上提出建立三合会计互助网( 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
作社) ，有 24 个农业社的会计参加了互助学习网，“对于提高会计员的业务水平，搞清账目，建立和健
全财务制度”起了极大的作用。③

虽然对会计进行了培训，但很多人在刚担任这个职务时，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工作。寺北柴村
(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 的会计刚开始任职时，很多东西都不清楚，第一年的账目还是别人帮
他做的。④ 辽宁彰武县农业社的会计，“虽然都在县训练班学习过，仍旧有些会计不能胜任工作。有
的怕沾包，有的怕做不好，有的不想当会计”。⑤ 北京地区的合作社劳动工分制度和财务会计工作还
存在很大问题，“绝非一两次整顿就能彻底解决，需要不断整顿”。⑥ 有些地方的会计业务能力差，经
过很长时间才解决。直至 20世纪 60年代，陕西丹凤县还在对会计进行知识培训，主要内容包括会计的
工作与任务、财产账户、账簿、固定财产、记账方法、劳动工分核算、分配办法、财务计划、财务制度等。⑦

会计对合作社的生产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会计应严格掌握执行各项财务制度，社内开支、社员
预支、物资保管使用都要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对不合制度、不合手续的开支，要坚持原则，不能随
便报账。编制的财务计划要精打细算，合理运用资金，防止盲目投资和滥开支的现象。应和其他干
部一起，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生产和财务计划，增加收入。如果盲目投资，盲目建设，摊子铺得
太大，会导致集体负债多，生产虽有增加，但成本过高，社员收入反而下降。⑧ 1953 年吕鸿宾社( 位于
山东省莒县阎庄镇) 盲目扩大基本建设，使得每户负债 103 元。⑨ 四川简阳县的合作社，1955 年度有
“九个社的农业和副业生产投资，都超过了总收入的 25%，有六个社达到 30%以上。加上扩大再生
产投资，则九个社的总投资额达到了总收入额的 36. 2%”。虽然总收入增加，但投资额过大，影响了
农民生活。有人反映说:“我们合作社是除了锅巴没有饭。”瑏瑠投资过多虽主要是经营管理问题，但会
计也负有相当责任。制定好财务计划和成本核算是会计的本职工作。合作社负债过高，容易造成资
金流的紧张，对长期发展很不利。生产计划混乱、收支无序是中央政府在 1953 年对合作社的冒进、
急躁倾向进行纠偏的重要原因，随后提出“勤俭办社”的方针。瑏瑡

会计还深度参与合作社的分配工作。分配是合作社的大事，也是会计最重要的工作。社员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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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也最为关心。收入分配工作做得好，使公共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合作社的巩固
和发展。合作社有一套完整的分配制度，全年的分配分为三次: 夏季预分、秋季预分、年终决分。预
分是为了操作上的便利，预分与实际应得的差额在年终决分时找补。夏季预分的程序可分为八个步
骤:成立分配委员会、估工估产、结清全社财务账、清理社员劳动工账、制定预分方案、编制分配明细
表、整理农业税、粮食分配。秋季预分和年终决分的程序与夏季类似，需注意的是工分结算( 补贴工、
烈军属代耕工、基建工、转下年工) ，留存公积金和公益金，处理好贷款和利息收入问题，并留存部分
钱粮以供下次收入前的开支。三次分配中的所有程序都离不开会计的参与，如果会计业务能力不
足，分配工作很难进行。《刘所村村庄档案》中保存有合作社的夏季预分明细表、秋季预分明细表、预
分登记簿、收支概算表、决分明细表、决分后社员找补明细表。①

会计应协助出纳、保管人员做好社内财产物资的保管工作，防止财产流失。有些合作社做得并不好。
1956年刘所初级社年终总结时就提到农具管理问题，“我社的农具管理不强，社员随使随掉，无人招管，弄
的东一件西一件，破烂损坏，寻找没处。至于大车放在外边雨淋，无人收搁，以致损坏小东西。在秋耕时候
拖车耕套撒乱满街，到明年下坡，不是少这就是少那。至□扒扫帚口袋等，年终清点少数三十余件”。②

由于会计和财务的专业性、技术性特征，普通村民翻开账簿，只能看见密密麻麻的数字，而对数
字背后的秘密却难以知晓。虽然合作社社章都有社员监督干部、检查社内财务状况的内容，但财务
的特殊属性使得社员的监督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如转账收付的账目，一般农民看不懂。这给村干部
的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这可能也是政府对合作社进行多次整顿，发动政治运动来打击基层贪腐行
为的原因之一吧。1955 年东平县对合作社的整顿措施中，收益分配和生产排在第一位。③ 会计账簿
给会计和乡村干部贪污钱粮、以公谋私提供了机会，有的合作社甚至造假账。20 世纪 60 年代的四清
运动，前期内容分别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每一项都和财务相关。会计作为对社内财产
最清楚的人，如果合作社存在这类问题，那他们对这些行为多少是了解的。作为会计，管理好合作社
的财务是其本职工作，从四清运动的材料来看，有些会计或中饱私囊或成了腐败分子的帮凶。会计
掌管全社的财务，有时也利用账本保护农民的利益。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国家对农村的余粮征购
量增多。为了多留粮食，很多地方发生“瞒产私分”之事，瞒产行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很严重。此外，还
有“压产”“限产”“套指标”等行为。④ 为了不被暴露，合作社需要做两本账，一真一假，前者社内使
用、后者应付检查。要使假账经得起检查，需要对会计科目和账本内数字的逻辑关系有足够的理解，
做到收支相抵和平账。这项工作非会计莫属。农村地区的这些“小动作”上级并非不知情，但派人调
查后经常徒劳无功，只能“光棍瞪大眼”。⑤

各地在开办会计培训班时，也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山东莒南县的高家
柳沟村在建立合作社时，工分只能用画圈、画杠的方式记，甚至连人名、农活的名称都不会写。合作社以
四个高小毕业生任教员，开办会计训练班，组织青年从识字开始学习。首先学写人名、数字和记账格式，
后来又学农活名字、地名，牲畜和农具名称。115个青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学会了 240 多个字，有 19
个能当记账员，92个能记自己的劳动工账。有的人后来还学习识字课本，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各地
开办的会计培训班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对普及农业知识、农业科技也有很
大帮助。毛泽东看到莒南县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后，大为赞赏，认为应该普遍推行。“因记工的需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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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只是第一步，还要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要求各地编订教
材，多办学习班。“各级青年团组织应该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要予以支持。”因会计人才缺乏而
开办的学习班，对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当时扫盲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副
社长吴长桂说:“成立了合作社，文化水平也提高得快了。”王守敬的父亲看见儿子当上了记账员，欢喜
地说:“咱也算睁开眼了，以后你好好的学习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买。”①

五、结语

中共党史的历史演进脉络中最大的特点是政治干预和行政力量介入程度深，依靠政治运动来推
进革命的进程，改进社会治理方法。传统的党史研究是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历史的
复杂性。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新革命史”的理论来研究中共革命史，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和曲折。
在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是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将革命拉回历史现场。② “技术性”
手段将政策与实践勾连在一起，是从革命到实践的传导机制，对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有重要作用。
如土改中的“诉苦”、白区的“革命夫妻”、抗战中的弹药补给，③都是革命实践中的技术手段。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中，过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效果”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关注到基层实践的复杂性，如对农民心态和闹社退社问题的关注。④ 会计制度是农业合作社的
核心制度，是合作运动中重要的技术性手段。从“技术性介入”的角度对合作化运动进行研究，可以
观察农村社会与政治运动、国家体制是如何衔接在一起，这对理解合作化运动在基层如何推进，理解
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如何嵌入农村有重要作用。

农业合作化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态，把他们从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转向集体经营。两者的
转换是艰难的，数目字管理的会计制度像润滑剂一样将二者衔接起来，是将农民纳入国家战略的重
要技术手段。在向集体化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先后经历了季节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计从无到有。会计制度应时之需，从账簿体系、记账方法、财务管理三个方面
不断改进，逐渐规范化。会计制度的形成提高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农业生产，对集体经济的
稳定运行起了重要作用。

合作化运动的初期会计人才缺乏，政府通过编制教材，开办培训班、学习班的方式加以解决。农
民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三合互助网，组建学习小组，提高了会计的业务能力。各地在实践会
计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促进了会计制度的改进，会计制度的运行也促进
了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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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Management: The Formation of Accounting System
in the Movemen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Guo Zhiwei
Abstract: The technical skill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CP's revolution from policy to practice，
which plays a major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y.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transformed farmers from individual economy to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CCP used digital management to connect the two together，and the accounting system of the
cooperatives was born. In order to run the movement smoothly，the government solved the shortage of
accounting talents by compiling textbooks and organizing training courses. In practice，the ledger system，
accounting methods，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which make the system
more standardized and inject energ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accounting work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of
cooperatives，the lives of farmers and cultural education，and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ey Words: Digital Management，Agricultural Cooperation，Acc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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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的经济史价值

记得 2018 年夏天笔者参观河北省饶阳县耿长锁纪念馆时，对于耿长锁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印象非常
深刻，只是当时所得到的资料非常有限，这对于我出生于集体化时期农村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遗憾。而杨学
新、刘百恒、樊孝东诸先生编著的《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已于 2020 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对于我们全面
了解集体化时期耿长锁及五公村社会经济历史，是非常难得的史料。

在我国农业集体化历史上，耿长锁领导的五公村颇具典型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耿长锁就组织了五公村
“土地合伙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被誉为“花开第一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耿长锁作为领头
人的五公村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当时有“社会主义之花”的美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耿长
锁及五公村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相对而言，国外学者研究耿长锁及五公村的成果影响比较大，如美国学者
弗里曼( Edward Friedman) 、毕克伟( Paul C Pickowicz) 和赛尔登( Mark Selden) 三人，从 1978 年开始先后十余次前
往五公村进行实地调研采访，出版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一书，国际影响非
常大。历史学家杨学新等学者认识到耿长锁及五公村口述资料搜集与整理严重滞后，如果不抓紧抢救，随时会
有消失的可能，他们不得不与时间赛跑。学者的学术使命感使他们将耿长锁与五公村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变迁
的重点考察基点，利用寒暑假及其他休息日与研究团队到饶阳县特别是五公村进行深入调研工作，访问当年的
亲历者尤其耿长锁的后人和同事，搜集有关档案与文献，并出版了《“冀中花开第一枝”———耿长锁与五公村珍
贵历史影像》(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而这部《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则是鲜活的文字记录。在口述采
访与整理过程中，编著者秉承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注重真实性，保持原生态;力图点与面结合，既重点突出耿
长锁在集体化时期的典型性、旗帜性与引领性，同时兼顾五公村其他成员的作用。

该口述史除了耿长锁的口述之外，还有经过整理的 37 篇口述。口述者中年长者 90 高龄，年少者也年近花
甲，包括了五公村不同村民。应该说，这是一部学术含量非常高的口述史，保存了集体化时期大量珍贵经济史
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集体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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