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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财务与会计》的不解之缘

今
年是中国财政杂志社成立 30 周年。《财务

与会计》作为财政杂志社主办的刊物 , 从

创立至今 , 与我到财政部从事会计管理工

作历程是同步的。我于 1978 年到财政部工交司制度

处工作 ,1979 年恢复会计制度司（后改称会计司）, 同

年《财务与会计》创刊。《财务与会计》的 30 年是伴

随了我工作生活的 30 年 , 对我本人的成长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财务与会计》也可以说是中国 1000

多万财会同仁的良师益友 , 特别是为中国财务会计

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 到 90 年

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 这段时间中国的

会计杂志非常稀少 ,《财务与会计》是当时唯一的会

计杂志 , 其它会计杂志都晚于它。当时的《财务与会

计》,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会计有无阶级性的大讨论 ,

接下来 , 配合中央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 ,

从企业基金、利润留成、实行承包制、联营企业、三

资企业 , 会计人员工作规则、成本核算办法、会计记

账方法由增减记账法向借贷记账法的转变 , 到中国

特色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建设 , 等等。可以形象地说 ,

当时的《财务与会计》成了解放思想的平台、理论探

讨的平台、宣传贯彻政策的平台、业务与技术平台、

经验交流平台等。

1984 年会计人员工作规则出台后 , 我在《财务与

会计》的“业务与技术”栏目几乎每期都会发表关于

会计人员工作规则的小块文章 , 其中涉及会计凭证、

会计账目、会计报告（表）、会计工作的交接和会计

档案以及会计工作岗位责任制等内容 , 甚至包括阿

刘玉廷

拉伯数字大小写、数字金额的写法等都通过该栏目

进行解读。

上世纪 80 年代 , 财政部研究制定产品成本核算

方法 , 关于成本核算的对象 -、生产费用的分配、完

工产品和在产品的分配、成本计算方法等问题 , 从发

布前的调研、问题的讨论 , 到后期的发布 , 以及实施

后问题的解释 , 我都全程参与 , 同时在《财务与会计》

上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 刊发《对以产品为成本核算

对象的看法》等文章。产品成本核算办法出台后 , 转

入对其内容的解读宣传 , 这对当时《国营工业企业成

本核算办法》在全国范围内的贯彻实施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

上世纪 90 年代“两则两制”出台 , 财政部颁布了

《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各行业的财务

制度和会计制度。其中 , 将与商品流通相关的商业、

粮食、物资、外贸、供销社、新华书店等 11 个行业制

度统一为一个商品流通制度 , 结束了过去一个部门

一个制度的状况。我当时负责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

度 , 全程参与了该项制度的调研、起草和整合过程 ,

并撰写了《即将发布的 <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 > 简

介》一文发表在《财务与会计》1992 年增刊上。在此

次改革的过程中 , 中国的记账方法由增减记账法改

为了借贷记账法 , 这篇文章中对此做了客观的分析

和说明。

1994 年我国开始实施增值税改革。改革内容涉

及到商品企业批发和零售的增值税 , 包括代销的增

值税的计算。尤其是零售企业“售价核算、部门负责

制”的进项税和销项税计算 , 我经过深入调查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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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务与会计》上发表了《商品流通企业实行增值

税后若干会计处理问题》一文 , 对商品流通企业尤其

是零售企业增值税的计量起到了指导作用。

进入本世纪我开始主持会计司工作。在《财务

与会计》发表的文章 , 更多的是全面、综合的“政策

导航”, 每年都有几篇。本人在刚离开会计司调任企

业司司长的时候 , 还在《财务与会计》上发表了《中

国会计改革八大领域全面推进》一文 , 对我国会计改

革八大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在这期间 ,

《财务与会计》更多地从全局上对读者发挥政策引导

作用 , 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30 年来 ,“《财务与会计》伴随我成长”, 不是客

套话 , 这是事实。《财务与会计》对本人来讲不仅是良

师益友 , 而且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策传

递、工作交流、理论探讨、经验总结、案例分析、业

务与技术等 , 构成了《财务与会计》的主体内容。可

以说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 会计改革的重大事件都离

不开《财务与会计》, 它是会计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

者之间的桥梁纽带——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财务

与会计》宣传其政策制定的背景、内容和要求 , 执行

者需要通过《财务与会计》了解、掌握和执行政策。

30 年来 ,《财务与会计》的质量与水平不断地提

升和发展。栏目设计科学合理 , 与时俱进 , 不断完善 ;

文字表述通俗易懂 , 可读性强 ; 文章逻辑严谨 , 没有

“八股”, 内容充实 , 对读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有用

性。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 , 在会计类的各个杂志中 ,

仍然出类拔萃 , 其发行量位居第一并以其务实的显著

特征成为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财务与会计》至少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 一是政

策引导。紧紧围绕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背景 , 围绕着

中国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 对政策的跟踪比较紧 , 政策

导向性强。《财务与会计》由财政部主管 , 而财政部

又主管着全国的会计工作 , 所以在财务会计方面的

每一次重点改革都能首先取得第一手的资料 , 读者

能从中掌握一些相关政策。二是会计人员交流。会

计人员通过《财务与会计》进行技术交流、理论探讨 ,

甚至多次的商榷。改革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

仅引起了讨论双方的争鸣与交锋 , 而且带动了同仁

的积极参与。三是业务与技术提升。会计人员要从

初级进修到中级、高级 , 他们可以在这里更新知识、

提升水平、提高能力。四是新闻发布。《财务与会

计》能及时捕捉国内外的最新动态、最新信息。在信

息化社会中 , 会计同仁能通过《财务与会计》及时了

解、掌握宏观和微观方面的最新信息并更好地做好

工作。五是大众化。《财务与会计》的文章朴实无华 ,

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会计人把它比喻成《大众电

影》, 初中级会计人员看得懂 , 高级管理人员喜欢看。

30 年来 ,《财务与会计》的编辑和记者团队 , 始

终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状态 , 扎实工作、奋力拼搏 ,

从老一代、中年到青年 , 至今使我历历在目 , 这支团

队与财政部的工作联系十分密切 , 同时也结下了深

厚友情。本人虽然离开会计司工作岗位 , 但与《财务

与会计》的不解情缘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改革永无止境、发展永不止步。愿《财务与会

计》一如既往 , 改革创新 , 锐意进取 , 为我国财务与会

计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此 , 提些建议 , 仅

供参考 :

2010 年 ,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资本

市场 , 进出口贸易和“走出去”举世瞩目 , 全球 500 强

企业中我国有 40 多家 , 企业并购从国内走向国外 , 工

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成为时代主流。全国

人大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 科学发展为主题 , 转

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在这样的背景下 ,《财务与会计》

要关注和重视从全球的视野观察问题 ; 要站在一个

新的起点 , 从高度、广度、深度上总体规划 , 部署新

时期的工作重点 ; 栏目的设计似应做出新的调整 ; 在

文章的选择上 , 防止就会计论会计 ; 要针对新时期、

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 , 更多地深入生活 , 把握时

代的脉搏 , 了解读者所需 ; 每期或每年都有一些有价

值、有指导性、有分量的文章 , 进一步提升杂志水平 ,

全面开创《财务与会计》新局面。

最后 , 希望广大财务会计同仁继续支持《财务与

会计》, 共同努力做好工作。  

（作者为财政部企业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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