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业务准则：包括各项主要资产的会计准则、负债会计

准则、净资产（基金余额）会计准则、各项主要收入会计准则、各

项主要支出会计准则。会计要素的界定应能为各会计主体通

用，这些会计主体可能是基金会计主体，如普通基金 、国有资

产投资基金、社保基金等。一般业务准则的项目不限于要素本

身，而是要素中的某些具体业务的准则，比如固定资产准则（包

括目前被排除在单位会计之外的基建业务）、捐赠会计准则等，

而且可以随着新业务的出现逐渐增加。在有关收入和支出的

会计准则中，需要考虑预算收入、预算支出与财务报告中要求

的收入、支出界定的差异。

特殊业务准则：包括预算业务调整准则、执收业务准则、

代理业务准则、成本核算业务准则等。其中，预算业务调整是

协调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与政府财务报告的重要会计业务，它

提供政府会计中对预算执行情况的记录和对政府财务状况的

记录之间差异的协调和解决方案；执收业务包括目前人民银

行和部分商业银行代理的国库业务 、 税收征管部门的税收征

管业务；代理业务包括政府和公立事业单位代理的社何基金、

医疗基金 、住房公积金等所有代理业务；成本核算业务为某些

事业单位需要进行的账内或账外的成本核算业务。

报告准则：包括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准则 、财务报告准则，

或是增加具体的会计报表准则，如资产负债表准则、运营表准

则、联立及合并报表准则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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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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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本期职业规划征文活动，

我们请来三位朋友一起聊聊与“职业

规划”相关的几个问题。这三位朋友

的工作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在自

己的工作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听听

他们各自的工作感悟，希望能给您带

来一点启发。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三

位朋友吧。
叶 友（文 中“叶 ”）：曾在 某 进 出

口 公 司担 任进出 口 代表；其后曾任 某

跨国公 司 北 方 区域销售总监及 某网

站销售副总裁；之后 重回 学校充电 ，

200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管理 学（会

计学）博士学位。

党海鹏（文中“ 党”）：某国 家级 出

版社部门 主任 、版 权经理 、副编 审；曾

在世 界银行 出 版 局 工 作；2004年 获

“北京十佳版 权经理人”称号。
陈友梅（文中“陈”）：注册会计师 ，

曾在一 家规 模 不 大的会计 师 事务所

从业；2004年底加 入厦门 天 健华天会

计师事务所，完成 了 第一次由个人自

主选择的“跳槽”。
记者：怎样评价“职业规划”这件

事？和成功有必然联系吗？

叶：我的理 解 ，职 业规 划 就是对

自己职 业 生涯的一 系列预 测、构想、

计划和行动，是对自己的职 业进行事

前的主动管理。由于个人设计的主动

性 增强和市场经 济提供 了 更多自由

及 空间 ， 使人们的 职 业规 划 成 为 可

能。对职 业的规 划往往要兼顾 社会经

济环境和自身条件，一方 面 ，要 想想

将来的社会会怎 么 变化 ，经济会怎 么

发展，哪一种产业会有较大前途 ，哪

一种职 业的前景较好；另一方面要看

看自身的兴趣所在和才能所及 ，就像

胡适所说的“性 之 所近 ，力之 所能”。

也就是说 ，既 要将自身的兴趣和才能

结合在一起考虑，又要将自身条件与

外部环境的现状 和趋势结合在一起

考虑。
我 个人认 为 虽 然 职 业规 划 有一

定的用处和好 处，但是它并不 必 然导

致成功 ，成功也并不一定要事先存在

着专门的职 业规 划。这是因 为 ，职业

规 划 牵涉到 对自身的认 识 和对未来

的预测，但对自身的认 识何其难也，

以 至于先贤棒喝“认识你自己”，而对

未来的预 测也是一件极其困 难的 事

情，有谁能够成为百发百中的预言 家

呢？

党：职业规 划 离不开落实。规 划

与设计很重要，但 勤奋、拼搏、甘 于寂

寞等成功 所必 需的基本条件也同样

重要。
陈：早些时候 看到这 么一句话：

对着天空射箭比对着树枝射箭，会来

得更高、更远。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职 业或者人生的规 划 应 该 有一个较

高的 、明确的 目 标 ，这样职 业的 道路

可能会走得更远些。对于职 业规 划与

成功的联 系，也许还可 用 另一句话 来

表述：潜能的培 养依 赖 于长远的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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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而 潜能的发掘在 于机会。职 业规 划

可能会把一些稍纵 即逝的机会 留住 ，从

而 实现 自 己的 目 标。所 以 也 可以 这 么

说 ，光靠职 业规 划是 不 够的 ，但 没有职

业规 划的道路 可能行之 不远 。

记者：如果对自己的职业有规划，

是不是会少走一些弯路？

叶 友

叶：我想是的。对自身的性格、气

质、兴趣和才能展开分析，总是能够发

现 自 己的一些基本优 点和弱点 ，而 对外

部环境进行分析和展望，可以 发现哪些

是朝 阳 产 业 ，哪些是 夕阳 产 业；也 可以

发现哪些职 业是新兴 职 业 ，哪 些职 业可

能将会消亡。在这些认 识的基础上 ，对

自 己 未 来几 十年的 职 业道路 进行思 考

和安排 ，就 会 减 少 冲动 、盲 目 ，增强理

性 ，也就可能会 少走一些弯路。
党：虽 然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但我更欣 赏另 外一 句话——“机遇只 偏

爱有准备的头脑”，也就是说 “未雨绸

缪”是重要的和必需的。这是一种积极

的人生 态度， 对待职 业规 划也是如 此。

在尽可能的情况 下 ， 一定要 有长远打

算，要有职 业规 划 ，这比 在人潮中盲动、

在职 场中逐流要好。当 然 ，有了 职 业规

划 ，也有可能走弯路 ，只 是走得要 少、时

间要短。
陈：高三 那年我 身边发 生 了 不 少

事，影响 了 自己的 高考成绩，对我 而 言

这是一个比 较 大的挫折 ，但这也让 我开

始 去思考一些关于未来的 东西 ，去理 解

或者尝试理 解成人世界应 考虑的 立 身

规 则——“凡事预 则 立，不 预 则废”。所

以 我在读专科时就 先试 着给自 己的 未

来定了个方向——进会计 师事务所。找

工 作的过程 中自 己也面对了 不 少压 力 ，

其他同学基本都就 业了 ，只 有我 因 为 坚

持自 己的定位 ，还在不 停地发 简历 、面

试。幸运的是，最后 终于进入会计这个

行业，学能所 用 ，与其他 同 事相比，上手

也相对快些。我想这里边应该有职 业规

划的功 劳吧 。

记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

过很迷茫的阶段，如何调整？

叶：迷茫是时常有的 ，有时甚至陷

入困惑之 中，不知 该何去何从。那时候

感觉前面一片黑暗 ，心 情很 差 ，甚至饭

都懒得吃，脸也懒得洗。特别是在遭受

失败 ，或者准备 离开原来单位去新单位

的时候 ，特别容易产 生这种负面情绪。
事后 回 想起 来 ， 产 生这种情绪也很 正

常，因 为 面 对未知 的将来，人总是 那 么

软弱无 力。

这种状 态 往 往 只 能 靠 自 己的意志

力 熬过去，“熬” 我想是个必 经的阶段 ，

区别在于，有些人只 会 坐以 待毙等待命

运的裁决 ，有些人却想方设 法尽快从这

种困境 中 冲 出去。即使 对同一个人来

说 ，也是有些时候 坚强，有些时候软 弱、

不堪一击。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听听你

亲人、朋友的意见特 别 重要，因 为 他 们

不仅 会在身边鼓励 你，更重要的是，旁

观者清，他 们对你的 困境往往看得比 你

自 己更清楚，因此 能够给你更恰 当的 建

议。

党海鹏

党：我也常被一些机遇及挫折所困

扰。我曾不 断地问 自 己：我到底在追求

什 么 、想做什 么？我到底做 什 么 最快 乐、

最适合？人在不同的阶段往往会有不 同

的认识 、不 同的 目 标 、不 同的 困 惑 ，这就

是成长的经历 ，成熟的 过程。有时我会

作一 些假 定，假 定我改 变 了 现 状 ，在做

着自 己 当 时更向往的事情，那 么一切会

是怎样的？会不会就能彻 底走出 困惑？如

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 方向就明确 了；

否则 ，继 续思考 ，直到找出 真正 的 困 惑

所在。我始 终坚持一个原则 ：不要轻易

做 出任何选择，更不要轻 易去否定它。
因 为 任 何的选择都应该基于深远的 思

考和理性的判断，一旦决定迈 出任何一

步的时候 ，都要 毫 不 犹豫 ，但 在行动前

的 思 考却是要尽 可能慎重 、周全 而 深

远。

陈：我进事务所 第一年 ，很 多考试

都没 有成功 ，当 时非 常灰心 ，对自 己定

位的信 心 也有所动摇 ，经常选择逃避的

方式消极 面对这些问题。但逃避之余又

总是有点不甘 心 ， 觉得 自 己 不 应 当 这

样。后 来在行政 单位 所属的 事务所 工

作 ，也遭受很 多挫折 ，很 多时候 都动过

离开的念头。每次在迷 茫的 关 口 ，总是

会去想：接 下 来会发 生什 么 ，最坏的 可

能是什 么 ， 我原先追求的 东西还 在不

在 ，是不是还值得自己去 坚守……也许

时间和经历是最好的老师吧 ，经历的 事

情多了 ，碰到事情时不稳定的情绪逐渐

减少，正 所谓“到什 么山 上，唱什 么歌”，

心 态平静下 来，才能继 续做 自 己该做 的

事。
记者：三位能够取得现在的成绩，

你们认为所走出的哪一步是最关键的？
叶：确 实 ，人的 一 生存在 着一些 关

键的转折点。对我 来讲 ，我在三 个不 同

的 企业 干过，所以 ，每一次跳 槽都是一

个关键点 ，因 为每一次跳 槽都使我 面临

新的 环境、新的行 业、新的人际 关 系，都

要 求我学习新的 业务知 识 ，培 养新的技

能，这是巨 大的挑战和煎熬。所幸的是，

在不 同的 企 业 里 我 所从事的 主要都是

市场 与销 售 方 面的 工 作 ， 这 方 面的 知

识 、技能、经验、判断和感觉有时在不同

的行业里也是相通的 ，这让我在进入新

的行业时更容易适应。

党：就 个人而 言 ，我认 为 最关键的

在 于做到 了 正 确 地认识 自我、了 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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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尽可能地扩 大自己的优 势和长

处，同时尽可能缩 小 自 己的 不 足 ，从而

使 自 己的职 业规 划 建立在一 个自我 可

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并与周围环境形成

一种良性互动循环。要说具体哪一步，

我认为 找到 目 前适合或 者说 比 较适合

的自己位 置至关重要。

陈：对我而言自主选择跳 槽到新单

位 是比较 重要的 一步 ，当 然 ，因 为 时间

还比 较短，现 在去谈得失可能 为 时过

早，但是这个过程 让我深有感 触：我接

触的很 多人，也 包括我 ，在选择 离开或

者留下时都很犹豫 ，徘徊 很 久 ，实际上

这种徘徊 无助 于选择。我有一个朋友换

了一份 工 作，这份 工 作是他3年前就能

得到的 ，这期间他 尝试了很 多机会 ，可

最终还是回 到3年前的起点。所以 我觉

得，在自己职 业目标明确的情况下 ，选

择应该尽早，而 不能一拖再拖。

记者：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抱怨多

过享受，对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叶：“付出太多，得到 太 少”，人们普

遍这 么想。在职 场中，人们常会遇到自

己不 愿去 面对的情景、不愿去干的事、

不 愿去相处的人，真是“人生 不 如 意十

之八九”。
这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得分析这

些具体事情的成因 ，看能否从源 头上让

这些事情不再发 生，看能否降低 这些事

情的 强度以 使 自己的心 情变得好 一点；

其次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 为二的 ，既 有

消极 面 ，又 有积极 面 ，让 我们尽量 看到

那些事情的积极 面；最后 让我们 自 己 变

得坚强起 来，勇敢 面对这些事情 ，就 让

它们发 生吧 ，我还是我 自 己，暴风雨 来

得更猛烈一些又如 何！

党：首先要清楚什 么是享受？要追求

怎样的享受？为什 么 工 作？工 作可以 带来

什 么？对这些问题 ，每个人的感受会有所

不同。当一份工 作成为一个人的自觉需

要时，它通常就 不 会成 为 负担 而 抱 怨

了。之 所以 抱 怨多过享受，正是因 为 工

作更多地被 当作一种压 力和负担 ，而远

未上升到自我 实现的需要。实际上工 作

的付 出也 可以 与快 乐的 个人体 验 结 合

起来，实现“双 赢”的原则。我举一个例

子：两 个清洁 工 在摩天 大厦 外面擦玻

璃，一个很苦闷，而 另一个却很快 乐。当

问 到他 们的 时候 ，第一 个说 ：“唉 ，为 了

生计 ，我 不得不做 这个 又脏 又 危险 的

活。”而 另一个则说 ：“哈 ，能够努力使城

市 变得更美，我很高兴。”这个例子告诉

我们，对同 一事物的不 同视 角，决 定 了

不同的感 受。抱怨抑或 享 受 ，更多的是

取决 于我们的心态。当 你在投入一项 工

作的时候 ，这项 工 作反过来也在成就 着

你。是否投 入以 及投入的程度，影响 着

个人与 工作之间能否产生良性 互动。

陈：对自 己工 作的抱 怨很 多人可能

是因 为一些小事，就嘴上说 说 而 已，包

括我自己。我是工 作主动型的 ，喜欢去

琢磨， 对工 作遇到的困难有时会提起 ，

但“提”也是对困难本身进行一种思考。

看 了《给 加 西亚的 信》，我对那种“只 字

不提而 直接 埋 头去做”的行为并不怎 么

认 同。这可能跟工 作的性 质有关 ，团队

之间知识 共享，可能会事半功倍。

对于人际 关 系、同 事之 间的比较 ，

有这 么一 句话 可作为我们的处世态度：

“和同 事相比 容易造成 不好 的 情绪 ，真

正的竞争是要和自己竞争。”就像前面

说到自己迷 茫时，会考虑一些 东 西：比

如 自己追求的 东西还在不在 ，值 不值得

去 坚守之 类的。我觉得，如 果这份 工 作

还能推动自己进步，如 果得能 大 于失 ，

那 么过多的抱 怨只 能是让 自己停滞，不

会有任何好 处。

记者：回想自己的经历 ，觉得对职

场中人，什么是最重要的？

叶：就 职 业的 选择而 言 ，我认 为 一

定要选择那些自己感兴 趣的 ，否 则每一

天去上班都会视之 为 畏途，这样的 生活

有什 么意思！但是怎样才能找到自 己感

兴趣的职 业呢？这需要一个尝试的过程。

多数人必 须 深入某一项 工 作后 才 能真

真正 正 了 解自己是否喜欢那项 工 作。因

此 ，趁 着年轻 ，给 自己一次 乃 至几 次的

尝试不但是有益的 ，而且有可能是必 须

的。
党：我认 为 对工 作的 选择在某种程

度上反映 了 个人对生活的 态度和追求。

职 业 生 涯的成功 与 否 ， 乃 至人生的 幸

福 ，很 大程度取决 于自我的选择。选择

就意味 着要有所舍弃。明智的选择就是

将有限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 对自 己 而

言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事情中。这也正

是人生的智慧。正如 前面我所谈的 ，智

慧和勇 气是最重要的。用智慧去学习、

思考，并做 出职 业规 划；用 勇 气去持之

以 恒，面对困难和挑战。“道不远人，躬

行 而已”。

陈友梅

陈：胡 适在1932年的 演讲《赠与 今

年的 大 学毕业 生》中提 到 了 三 个 “药

方”，其中第三 个是 “你总得有一点信

心 ”。同时他说 了这 么 个“深信”，“我们

要深信 ：今日的努力 ，必 定有将 来的 大

收 成。”这对于我们的 职 业规 划同样适

用 ，给自 己一点 自信吧 ，相信 自 己的选

择，相信 自 己的判断 ，同样也相信 自 己

的明天。

〔后记〕以 这篇谈话作结 ，本次职 业

规 划征 文活动就暂且告一段 落了。承蒙

各位 读者支持，本次 活动我们收到 了 大

量来稿 ，不管是感性的叙 述还是理性的

思 考 ，无 不 充盈着真情实 感 ，闪 烁 着智

慧的 火花。这让我们在心 有所触的同时

也深深为之 感动。在此 ，向所有支持、参

与职 业规 划征文活动的朋友表示感谢！

“职 业规 划” 作为一个与职 场中人

息息相关的话 题 ， 应该是一直被关注、

讨论 下去的。尤其是在崇尚 双向选择，

个人有了 更多把 握 自 己 职 业和生 活 权

利的今天。希望本次征 文活动能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这篇谈话能给大

家些许启迪。职业规 划不是万能的 ，但

对许多人来说是必须的。让我们都能把

握好今天 ，收获更加 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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