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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团结

近日，在中国会计视野论坛《财务与会计》暨《财务与会计》

（理财版）交流版面偶读陆机的《文赋》（以下简称陆文），笔者

颇受启发。虽然陆文侧重从文学角度探讨如何写好文章，但对

从事财会工作的我们而言，仍能从中汲取写作的精粹，有助于

培养我们良好的写作习惯。笔者现结合自身的体验就财会论文

的写作谈几点体会，可能挂一漏万，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一、论文写作的目的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

为津。”陆文将其界定为宣传道理，传播文明。立意的高度决定

论文的深度，写论文的目的大体上能够决定文章质量的好坏以

及其流传的时空。因此，在我们进行写作之前，要对自己论文

的定位非常清晰。是为了满足考核或职称评审需要？抑或是为

了分享工作经验和学习成果？甚至是为了宣传财会专业知识？

就笔者个人而言，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训过程中由于

考核需要，仅仅 在 2011 年度就曾发表了10 多篇论文，但坦诚

地讲，部分文章还是为了发表而写，质量并不高。2012 年之后

的文章，笔者便以质量为先，不在乎文章发表的数量，而是希

望通过文章能给阅读者一定的启示和帮助。“伊兹事之可乐，固

圣贤之所钦”，以快乐的心态去写作，更能写出美文。也许，这

也是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经历的心路历程吧。

二、论文灵感的来源

陆文有“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於典坟。”这一句可以理解

为文章的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或者读书之后的感想。财会

专业的特点是知识更新快、实务操作性强，这也要求我们相关

从业人员应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并应用到实践中去。不断推陈出

新的知识和丰富的业务实践也为我们写作提供了很多思路，如

果用心思考，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直至出现“嘈嘈

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式的精彩结果。

笔者写的论文大部分是与工作实践相关的，因为自己有感

而发、有话可说。而且，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把与论文相关的

主题研究透彻，这样不但可以全面掌握知识体系，而且可以将

其应用到实际业务中，同时还可以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同事，以

此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知识。另外，保持对新知识的渴

求，还可以激发自己的学习欲望，笔者自己也订阅了多种会计

专业杂志和书籍，经常可以从中发现新颖的文章，从中得到灵

感。读书中，笔者也有做笔记的习惯。有时，通过只言片语的笔

记，便可以浮想联 翩，引发不少新思路。最后，由于笔者在中

国会计视野论坛担任版主，经常可以了解到广大网友反馈的实

务问题，这些问题也常促使自己思考 ：如果我是当事人，如何

处理？总之，通过这些渠道，笔者总能得到些新的启发。

三、如何写就小论文

陆文有“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

游万仞。”这是说文章创作时要精心构思。随后才可“选义按

部，考辞就班。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也即构思完成后，

需要着重谋篇布局。写论文，如盖房子。框架结构有了，再往

里填东西，就不会造成逻辑混乱。实际写作中，文章的构思最

耗时间，一方面要阅读大量文献，以防论文和别人雷同 ；另外，

还要有所创新，以创新点征服编辑和读者。待文章结构有思路

后，再写起来就非常畅快了。正是先有“胸有成竹”般的构思，

后方有“行云流水”般的写作。

关于文体，陆文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

为状。”这是说文章的体裁应依据文义而定。在行文中，陆文

认为，文章的用语应做到“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

曲有微情。”也就是文辞的繁简也应灵活，不应一成不变。这也

提示我们应根据论文的类别选择适当的写作模式 ：或模型、

或案例、或阐述，不一而足。笔者写论文时，倾向于用简单明了

的句子或短语做小标题，逻辑也显得更为清晰。这样，可以醒

目地提示作者所述内容，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既然论文的对

象是读者，就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切忌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

或语句写论文，那样只会让论文缺乏可读性。

四、如何选期刊杂志

每种期刊定位和风格不同，因此其选择文章的取向不尽

一致。作者在投稿前，建议阅读该杂志的相关文章，以了解编

辑的选稿特点，这也有助于作者修改完善自己的文稿，以符合

刊发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削足适履。只要文章有新意和

应用价值，相信是能够得到编辑的认可的。另外，由于财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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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工作中，跟数字打交道最多者恐怕要算我们会计

人，记账、算账、编制财务报表，都离不开数字。会计人要做

的就是每天在 0~9 这 10 个数字之间，不断重复着“昨天的故

事”。对此，一位老会计曾经说过 ：会计文字水平差点不要紧，

但数字一定要写得潇洒漂亮。因为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计人

“脸面”的体现。

会计跟数字打交道久了，有时也会感觉枯燥无味。但如果

我们学会跟数字对话，就会感到颇有意思了。笔者手头就有一

份大型企业的财务报表，其资产总额超过 4 亿元，这些报表上

的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呢？现在就让笔者有选择地与它们进行对

话交流。

实收资本说：其实我没钱

办企业，会计要做的第一笔账就是“借记银行存款，贷记

实收资本”。从资产负债表上看，这家企业的注册资本是7 500

万元，也就是说企业应记入实收资本账户的金额为 7 500 万元。

确实如此，在资产负债表的实收资本中期初和期末金额均为      

7 500 万元。让我来问问实收资本 ：“你拥有这么多的资金，真

的令人羡慕不已。”实收资本说 ：“其实我没有钱。企业注册登

记时要进行‘验收’的，投入资金不到位，没有验资报告，营业

执照是发不下来的。”“这投入的资金又到哪里去了呢？”我问。

“唉，别提了，当年投入的资金是按规定存入银行，办理了验资

手续，可没过两个月，我的钱就被‘其他应收款’借去了。”实收

资本的话音刚落，我抬头一看，排列在流动资产中的“其他应

收款”确实不同凡响，其金额为 7 526 万元。原来，这个企业投

入的资本基本上又被借了出去，或者说当时投入的资本是借来

的，企业成立后，借来的资金又回到了原处。如此这般，工商部

门可认定为抽逃实收资本，一旦查出，非罚款不可。类似企业

很多，只要看看“其他应收款”或“应收账款”，便可一目了然。

本年利润说：把我打扮得真好看

笔者手上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一栏的数字为 601 万元，与

总账上的本年利润余额相同，看上去这是一个盈利大户。让我

来问问本年利润 ：“你拥有这么多的钱，老板的生意肯定做得

不错。”本年利润回答道 ：“老板的生意如何一言难尽，其实我

现在的形象是进行过整容和化妆的，若是见我的‘生活照’便

知我的美丑。别的不说，光待摊费用就是1 329 万元，在规定

摊销期内没有摊完的不算，且每年还有增加的趋势。”

翻开资产负债表一看，其流动资产中的待摊费用真的是    

1 329 万元，减去年初的 774 万元，当年净增加 555 万元。本

年利润说的话一点不假，这个企业的利润总额扣除待摊费用      

1 329 万元后实际上非但不盈利，还亏损 728 万元。“你明明是个

亏损大户，又为何要把自己变成盈利呢？”我问。本年利润说 ：

“我真不想把自己打扮得这么好看，还不是老板为了自己的脸

面，为了考虑投资人的利益，为了工商年检等等，非要让我这个

“丑媳妇”如此风光。”哦，本年利润你只是个死账户，作为会计

人，我会知道把你打扮得如此漂亮的原因所在。此举不可行。

存货说：我已经快转不动了

列在流动资产中存货的期初数为 3 299 万元，期末数为     

跟数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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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有学术类、实务类、综合类的区别，还有南大 C 刊、北大

核心刊与普通刊物的区别，作者可以视自己文章的特点、篇幅、

质量和目的投稿。

五、应避免一稿多投

多数期刊从收到稿件到决定录用，审稿周期由 1个月到 3

个月不等，个别期刊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作者虽然拥有作品

的著作权，但是作者投稿后即默认授权出版者对其著作进行

编辑和出版，出于法规要求和职业道德的考虑，千万不要一稿

多投，更不要一稿多发。投稿后可以耐心等待杂志社的回复，

如果实在渴望早日得到审核结果，可委婉地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等向编辑咨询进展情况。

（作者单位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周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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