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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伴我同行

眼
睛一闭一睁 , 一晃来财政部 30 年了。虽然

工作几经变动 , 从最初在会计司负责企业

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建设 , 后来调到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 , 再到今

天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开展会计资格考试和会计人

才评价 , 单位变来变去 , 工作内容却始终离不开“会

计”两个字 , 我这辈子可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会计

人”。30 年来 , 我接触过许多与会计有关的杂志 , 给我

印象最深 , 对我帮助最大的 , 莫过于《财务与会计》。

从 1982 年初迈进会计司（当时称会计制度司）大门

开始 , 我就与《财务与会计》结下不解之缘。在会计

司工作的十几年里 , 无论是在工作中 , 还是工作之余 ,

《财务与会计》都是我的知心朋友 , 时时陪伴在周围。

出差的“最佳伴侣”

上世纪 80 年代初 , 人们生活水平还不高 , 交通

状况也不理想。我们年轻同志出差 , 不怕吃苦 , 就怕

买不到票。不是买飞机票 , 也不是火车卧铺票 , 而是

火车硬座票 , 因为不够级别 , 不能报销。如果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能买上一张火车硬座票 , 就是万幸了 , 出

差路途这十几甚至二十几个小时 , 就可以舒舒服服

坐着和靠着。如果运气再好一点座位号靠窗 , 还能在

困了时趴在小桌子上美美睡上一觉。但很多情况下 ,

因为任务紧急 , 只能买张站票上车。记得有一次我到

福州出差买的是站票 , 从北京一直站到南京 , 累了时

就坐在地上打个盹 , 后来南京有人下车才“替补”坐

上座位。这一路上苦不堪言 , 还不敢喝水 , 因为去一

趟厕所实在困难 , 挤来挤去费劲不说 , 如果不小心碰

肖书胜

到了别人还可能埋怨。每节车箱都超载 , 走道和车箱

连接处凡是有空的地方都是站着、坐着甚至是躺着

的人 , 有时座位底下也有人在睡觉。至于旅途吃的东

西 , 也很简单 , 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一般情况下

我们多是从三里河菜市场（现万方超市旧址）花几分

钱买点馒头、咸菜带着。在这种情况下出差 , 买什么

票 , 吃什么东西 , 都可以马虎一点 , 惟一不能忘记的

是要带一本《财务与会计》一路为伴。这绝不是为了

打发时间 , 而是为了抓紧时间学习 , 这是一种习惯。

因为刚参加工作 , 许多地方都是空白 , 工作上的许多

事是似懂非懂。当时的一个切身体会是 , 在学校学的

东西与现实工作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概念 , 学校学的

理论知识在工作很多年以后才逐渐感到它的价值所

在 , 那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正因为如此 , 有这样一段

长的旅途时间 , 以及出差中的空闲 , 不抓紧时间看点

东西就太可惜了。不仅是我 , 其他年轻同志也是这

样。哪怕手头的《财务与会计》不是最新一期的也没

关系。假如处里没有现成的 , 我们就向别人借。结果

火车上经常有人问 : 你是干会计的吧 ?

“八小时之外”的“知心朋友”

用当时我们会计司二处处长后又成为我们主管

副司长蒋岗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来说 ,《财务

与会计》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他不止一次十分严肃、

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你们要把《财务与会计》当作

你们的好朋友 , 下班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休息时 , 要像

看小说一样看《财务与会计》”。他对司里其他年轻同

志也这样要求。我们觉得这也太夸张了 , 又不好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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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撞 , 但心里暗暗好笑 ,《财务与会计》能和小说一样

吗 ? 看小说是一种放松 , 看“财务与会计”可是要费

脑子的。在那个年代 , 文化生活十分单调 , 书刊杂志

不多 , 电视机未普及 , 电脑也十分稀少 , 更不知道“上

网”这个概念 , 单身职工有个收音机就得按“固定资

产”进行管理了。晚上下了班 , 我们年轻人一般都在

各自办公室学习 , 直到宿舍大门要关门了才离开。手

中可学习的东西不多 , 除了一些教科书、理论书籍

外 ,《财务与会计》是我们学习的一种最喜欢、最主

要的学术刊物 , 内容丰富 , 贴近实际 , 通俗易懂 , 时效

性强 , 对提升我们工作水平 , 指导我们工作有重要意

义。虽说我们那时年轻 , 对蒋司长的要求有点想不

通 , 但大家十分理解他的好意 , 他的殷切期望。大家

严格要求自己 , 自觉学习 , 一有空闲时间 , 不管是下

班后在办公室 , 或是回到宿舍 , 或周末等其他业余时

间 , 都经常翻阅《财务与会计》, 做一些读书笔记 , 互

相交流。

工作中的“铁杆兄弟”

《财务与会计》与我们工作的联系十分紧密。这

两天我手头正好收集到一本已经泛黄 , 周边有些磨

损的 1992 年 12 月 30 日出版的《财务与会计》增刊 ,

这是前不久去河北开会 , 同行的首都经贸大学王国

生教授送给我的珍贵礼物 , 是他在家里偶然发现的。

翻开这本多年没见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

专辑》, 上面刊登了我因工作需要写的一篇个人署名

文章“即将发布的《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简介”。这期

增刊上同时还刊登有财政部主管部领导 , 以及会计

司、工交财务司、外汇外事财务司等相关司、处领导

写的文章 , 可以说是“两则两制”改革时的一本重要

的政策解读汇集。在那个年代 , 会计与财务是紧紧联

系在一起的。我们从事企业会计制度建设 , 相关会计

处理规定中包含着大量国家财务管理政策要求 ; 反

之财务规定中也经常出现会计核算内容。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与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会计与财务相分

离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两则两制”改革之前 , 差

不多每期《财务与会计》上都刊登有会计司等业务司

局起草的“问题解答”。这些“问题解答”, 对做好财

务会计管理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 深受会计实务、

会计理论工作者欢迎。这些“问题解答”是以各种方

式征求企业、主管部门等方面意见整理出的 , 按一定

程序审批发布的制度解读。我们平时的一项工作 , 就

是按职责分工 , 收集、整理人民来信、来电或调研材

料 , 草拟“问题解答”, 经各级领导审批后 , 提交《财

务与会计》编辑部刊登使用。在当时情况下 , 这是一

种成本低 , 见效快 , 服务基层 , 服务会计人员的有效

方式。除此之外 , 我们还积极向《财务与会计》投稿。

每当司内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文章被编辑部采用 ,

除了作者本人高兴 , 我们也感到“沾光”, 因为我们是

一个“战壕”的战友。我至今仍保留着上世纪 80 年代

一些年度的《财务与会计》合订本 , 那时杂志创刊时

间不长 , 页码虽不多 , 每期 33 页 , 订价 0.20 元 , 但内

容十分丰富 , 贴近实际工作 , 满足社会需要 , 雅俗共

赏。我随手翻开 1982 年 1 月《财务与会计》, 上面有

这样几篇文章 : 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五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的国家预算报告摘要 , 财政部、人事部对会计

干部技术职称进行复核的意见 , 财政部会计制度司

二处对工业企业会计、文教行政财务司行政财务处

对差旅费和职工探亲路费的问题解答 , 中国人民大

学贺南轩教授的专题讲座 , 还有一些实务工作者的

工作体会、理论工作者的探讨文章 , 还有财会论坛、

读者来信、简讯等等。那时文章的一个特点 , 除了个

别特殊情况外 , 多数文章只有几百字、上千字 , 开门

见山 , 没有废话 , 既节约纸张油墨 , 也节省读者时间 ,

十分环保 , 十分经济。

今天 , 以会计为主要内容的杂志越来越多了 , 还

有了《中国会计报》。有了新朋友 , 不忘老朋友。祝

愿《财务与会计》在服务社会各行各业 , 促进经济长

远发展道路上 , 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相

信 , 在广大会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财务与会计》一

定会越办越好。  

（作者为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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