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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会计工作者的经历和感受

1960年，我从石家庄工业管理学校

会计专业毕业，由当时八机部分配到湖

北省黄石市钢丝绳厂工作。两年后，工

厂没有建成就下马了。1963年我又被分

到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工作。1965年3

月为响应国家加强“三线建设”又随厂搬

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筹建吴忠配

件厂。在吴忠配件厂我先后担任会计、财

务科副科长、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厂

长办公室主任等职。1986年，又由自治

区重工厅调任银川银河仪表厂任总会

计师，两年后由于企业领导班子大调整，

我又被吴忠仪表厂聘任为总会计师，直

到1996年退休。退休后我还担任过银

川宁光电表厂的总会计师，直到企业改

组才真正告老还乡。这时我已七十高龄。

回忆自己40多年的会计经历，有迷茫、

有坎坷，但更多的是欢乐。我把 40多年

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希望对年轻的财

会人员有些裨益。 

初入社会

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在我看来什

么都是新的，新人、新事、新环境。刚开

始我被分配在黄石钢丝绳厂基建科搞预

算，成套的土建图纸摆在面前，要将每

个建筑作出切实可行的施工预算，谈何

容易。图纸看不懂，预算没有价格标准，

为了完成任务我求助有关部门和行家，

并购买当地建筑行业编制预算价格的资

料，才得以找到门道。

就在筹建工作进入到高潮时期，接

市委通知，各行各业要搞“新三反”运动，

即“反铺张浪费、反坏人坏事、反多吃多

占”。全体管理人员每天晚上都要开会，

会上人人都要自我检查。这期间财务股

发生了丢失现金的事件。经大家综合分

析，认为现金丢失有三种可能：一是出

纳根本就没有在保险柜放现金，是监守

自盗；二是会计作案嫁祸于出纳；三是

局外人作案。三种可能，其二为重。因为

群众反映，会计那段时间花销大手大脚，

与其本人收入不符，是重点怀疑对象，

但怀疑要有证据，于是厂里就调我查会

计账目，经查账发现：由会计经手汇往

供销社两万元，厂里要求各种日用品都

从此汇款中冲销。从查看供销社发货票

据存根记载的内容得知，黄石钢丝绳厂

购熊猫收音机带电唱机一套，共计200

元。回厂核对实物，没见此物，但有人

反映在会计家中见过此物。经核查记账

凭证，购电唱机的款项由“劳保基金”核

报，实物却由会计私人占有。虽然经过

调查，会计没有贪污现金，但将公共财

物据为私有，问题也比较严重。在当时的

“新三反”运动中，可想而知，会计受到

了严厉的惩罚。

会计的行为使我感受到：为人要一

身正气，两袖清风。特别是管钱管物之

人，要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不能为小利而失大节。

清产核资

当我调往石家庄之时，正值全国开

展清产核资工作。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

是由国家投资兴建、收购“公私合营”中

私营小工厂合并而成的。配件厂边生产

边建设，再加上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投

入，企业家底严重不清。

厂领导分配我来做清产核资工作，

并安排财务科副科长牵头。因没有经

验，我不知从何抓起。只能比照在学校

学过的知识“依账点物、盘点实物、完善

账目”摸索着干，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基

本上摸清了家底。从清查中发现有账无

物、无账有物、名称混乱等现象普遍存

在。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基建和生产

互相作假。基建虚报投资完成，生产虚

报利润，美其名曰“双丰收”。造假的手

段是：生产用第一套工装模具若干套（预

算100万元），此工装模具交本厂生产部

门加工。生产部门接此任务后，把早已

不用的旧设备东拼西凑，编造清册，上

写：外圆磨X台、无削切割机X台、清

洗机X台。其实第一套工装模具根本就

没有做，生产部门却列出一个清单交基

建部门就算完工。经核对生产部门的成

本报表，委托加工成本不足40万元，基

建报投资完成100万元，生产列报对外

加工利润60万元。如此管理，当时的厂

领导不知有何感想。

经过清产核资工作，我感受最深的

是：一个企业的好坏关键在于领导。后

来新的领导上任后，针对清产核资中存

在的问题，大抓企业整顿。在调整各级

领导班子的同时从完善材料核算体系入

手，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到1964年企业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拖拉机配件厂，柴油

发动机关键部件都有能力生产，并被八

机部评为“企业整顿先进单位”。

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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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实体一般要经过

工厂设计、生产工艺设计和组织设计三

个过程。工厂设计是由专业设计院根据

工厂要生产的产品和规模经过调研论证

提出设计规划。生产工艺设计和工厂设

计是同步进行的。生产工艺的先进水平

决定产品的质量。工艺设计要提出采用

什么设备、产品流程、操作技工的能力

和人数。组织设计要根据企业规模设置

相应的管理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范

围、岗位责任等。

1964 年八机部为提高企业管理水

平，从直属企业抽调有经验的管理人员

共30多人为蚌埠拖拉机附件厂做组织

设计试点，我是其中的一员。

在开展工作的初期，为吸取多数企

业的管理经验，我们先后去了上海、江苏

等地的先进企业参观学习。值得一提的

是，当时大多数企业都实行“本票制”，

也就是印发厂内“代金券”。“本票制”的

大致做法是：企业财会部门按照全公司

的财务成本计划对管理部门的开支、用

料等费用指标层层分解并下达执行；各

部门发给费用手册和所需“本票”，日清

日结，每期开支总额通过内部银行结算

控制，结余有奖，超支扣发奖金。

通过参加组织设计的试点工作，我

学到不少东西，并有以下感受：组织设计

是各企业领导层都应重视的一项工作，

不管你叫不叫组织设计，此项工作或多

或少都在做着。组织设计的内容不是一

成不变的，要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

财会制度的变化不断修改和完善。

财务成本计划的编制

财务成本计划的编制，预先要收集

各种资料，如上年各项指标实际完成情

况，本年计划生产产品品种及数量、预计

产品的售价、预计员工工资收入增长水

平、技改投入、营业外收入和支出等。

因编制年度财务成本计划我曾与人

发生过争执，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一个

配件厂财务科任成本会计兼财务成本

计划的预算工作。当时全国工业发展放

缓，该配件厂的产品订货大减，工业产值

由上年上千万元降为300万元。根据当

年的产值、产量和上年的实际成本、费

用水平，我起草了一份《1980年财务成

本预算草案》提交厂长办公会议讨论。

当时一位在基建部门工作的会计人员在

会上对我起草的财务成本预算草案提出

质疑，他的理由是：亏损的计划不能同

意，配件厂是全区学大庆先进单位，怎

么能亏损呢？配件厂的潜力很大，经过

挖潜大搞增收节支，完全可以不亏，搞好

了还能有利润。对于他的发言，厂领导有

点吃惊，两位会计对全年的计划盘子怎

么会有如此差距？为了维护企业已取得

的荣誉，会议决定全年经营目标不盈不

亏，财务部门修正计划报上级备案。会

后那位基建部门的会计调财务科任副科

长。为了人事方面的平衡，我也被任命为

财务科副科长，同时调一位转业军人任

财务科科长。

当时全国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没

再坚持企业要亏损的意见。

为了实现企业不亏损的目标，那位

财务科副科长在成本核算中加大期末

在制品、半成品的成本，转移当年生产

费用，并把车间的无价资产全部折价并

分流当年费用。年终财务决算利润反映

为3万元。不亏损的目标是实现了，但

大量费用却“潜伏”到了下年。后果是：

1981年配件厂的工业产值增长到800万

元，企业却亏损上百万元，一跃成为亏

损大户。为此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财务人员，在财务管理和会计

核算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在维护企业的

荣誉时，更要想到国家、社会和公众的

利益。

开展内部经济核算

我每到一个新单位，为了开展内部

经济核算，都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

起草制定本企业的成本核算规程，使内

部经济核算有章可循。

但开展内部经济核算，也不是一帆

风顺的，因为内部经济核算需要与部门、

车间的工资奖金挂钩，稍有不慎，就会

有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等现象。如考核

车间生产工人的主要指标为有效工时数

和废品工时数。工人为增加有效工时数

就要多报合格产品数，少报废品数。为

此，工人在当班之内，好干的产品多干，

不好加工、易出废品的工件少干，给成品

配套造成较大麻烦。为解决此类问题，

财会人员下车间跟班劳动，并加强了原始

记录，做到了道道工序有记录，亏在哪

道工序就由哪道工序负责。因有记录可

查，工人也心服口服，按规定进行生产。

学以致用

几十年来，我从事过成本会计、预

算会计、管理会计等工作，应该说，我

的工作经验还算是比较丰富的，但随着

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管理服务的会计工

作也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日新月异，我就

觉得自己的知识贫乏，跟不上时代的步

伐，尤其是《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

务通则》发布后，感觉要学的东西很多。

因此，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和工作

紧密相关的知识，比如企业财务制度、

财税法规政策等。在学习新会计制度的

时候，还与旧的会计制度作了比较，并

写了读书心得和体会，与同行进行了交

流。曾应邀在银南税务干部培训班上讲

授企业应如何编制财务成本计划，在吴

忠工商银行干部培训班上讲授怎样阅读

企业会计报表等。在传授财会知识的同

时自己也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还系统

阅读了《管理会计学》、《价值工程》、《西

方经济学》等经济管理方面的经典书籍。

学习的过程是对自身知识欠缺的一种补

充，同时也较好地指导了实际工作。

弹指一挥间，我从事会计工作已有

40多个年头。期间，辛苦过，心酸过，但

我对会计的追求从未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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