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特点，不要“错位”。财务会计工 作总

是为 经营活 动和业务工 作服 务的 ，总

是受财务会计环境 变化的 影响 ，因此 ，

研 究财务、会计问题对此 不免要作些

介绍，但这只 是为 了 研 究财会专 业问

题 而作的必要交代，这类问题 不 宜 写

得太多，不宜正 面铺开来系统 介绍。比

如 ，《××区信息化 经费管理》一文，总共

11 页，写信 息化 情 况 占 了 8页 ，写 经 费

管理 不到3页 ，还没有写 多少 可操作性

的内容，这样就喧宾夺主了。又如《我

区民办教育的现状 与发展》一文，是一

位 财政 干部写的 ，题目 就没有点到财

政 财务问题，文中谈 了民办教育的发

展、优 势、办学矛盾等等问 题 ，而 财会

工 作却写得很 少，这就 不像个财会专

业论文了。单位 经营业务活动情况 ，财

务会计环境 变化，在财会专 业论文中

只 能扼要说明 ，要尽可能在阐述财会

工 作方式方法时结合作些交代。
（四 ）要善于把 工 作报 告 加 工 成研

究论文。根据以 往一些文章的情况 ，要

把 工 作报告提升为研 究性论文，至少

要注意以 下几 个问题：（1）不要一开始

大篇幅 地介绍某个地区、单位的概况，

重点应是阐述观点，分析问题，必 要时

可结合论述扼要介绍情况。（2）经济事

项 处理的过程、程序、具体方法不 宜 多

写，要着重探讨存在的问题，产 生的原

因，解决的办法，需创造的条件。过程、

程序、方 法也可以 写，但要服从理论论

述的需要。（3）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不要

就事论事地个别去解决，要把 多种情

况 归纳成若干类型，分析其特点，提出

适用于不同条件的对策。

三、要重视论文的表述

论 文的表述主要是文字功 夫，与

选题、言论、论证分析比 较好像不算重

要问题，但也不可忽视。如 果文章内容

很好 ，但表述差，也会影响 文章水平，

影响阅读效果，甚至会使作者的见解

得不到充分、准确的表达。论文表述的

基本要求是文字通畅，行文规 范。

（一）文章第一段要交代写作意图、

主题思想。第一段 就是引言，要用简明

扼要的文字说明为什 么和针对什 么 而

写作此 文，此 文企图解决什 么问题。引

者，引领、引导之谓也，引言不要太长 ，

不要说得太复杂，也不 必 罗列后 文的

小标题。文章的结束语 可视情况而定，

如 无必要可以 不写。
（二）注意安排好 小标题和段落。较

长的文章要引出 小标题 ，以 便 于读者

掌握重点、要点。文章的段 落要很好设

计，不要一个小标题下面一大片，不分

段 落，也 不 宜段 落太 多、太散，不 能形

成层次。应该使一个段 落有一个主要

思想，反过来凡是重要的 观 点 、意见、

建议 ，最好单列一段，以 引人重视。

此 外，还需注意的是：用词要恰

当 ，要注 意语 言环 境，掌握 分寸；用 字

要规 范，防 止写错别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  刘黎静

交流驿站

小信立  大信成
——由“对账”所想到的

张 英

对账是一项 有些烦琐却又 很 重要

的 工 作，它在应付账款的管理 中占 有

相当的分量。一般 而言，债权 方会定期

或 不 定期地提 出和债务方进行 对账 ，

债务方在接 到 对账请求后 与 其 对账 ，

若相符，就 可以 和债权方结账；若不

符，还要继 续查明原因。可 以 看出 ，整

个对账过程就是债权 方主动要求和债

务方被动接 受的 过程 ，而 大 家基本上

已经接 受并认可 了 这种做 法，债务人

若能在债权人请求时配合 完成对账和

结账工 作，即被认为是讲信 誉的。有没

有比 这种对账方法更好的 方法呢？ 有。

这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同 时编制对账

单，都积极参与对账。如 果说在债权人

的要求下能如 期还款即是诚信 的话，

那也只 能算是“小信”，而债务人能主

动提供资料，配合对账和结账工 作，才

称得上是“大信”。有道是“小信立，大

信成”，“小信”是企业安身立命的基本

条件，而“大信”才是企业发展壮 大的

源泉。
笔者在河 南 美 术出 版 社 实 习 期

间，即负责该单位的对账工作。通过与

不同的合作单位接触，对“小 信 立，大

信成”的道理颇有感触。下面就以 河南

美术出版社及其三 个上海地区的 业务

往 来单位（上海上图书店 、上海图 书批

销中心 、上海外文书店）为例说明。

一、实例分析

河 南美术出 版 社是一 家 出版 和发

行 美 术、书 法、摄影 、画 册等类 别图 书

的机构，与上述 三 家书 店 均有长期的

业务往 来关 系，所以 彼此之 间存在较

多的应收 、应付账款。对于应收账款，

河南 美术出 版 社采用的 管理 方 法是：

首先，每隔半年与往 来单位 对一次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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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长期监督考察往 来单位的信誉

和经营状况，并对其进行分类管理；第

三是给 业务人员分配 业务量，把应收

账款 包干到人考核。
与河南美术出版 社这种管理方式

相对应，三 个书 店 分别是这样做的：1、

上图书店：河南 美术出版 社将发书退

书的原始 清单汇总，将整理好的 汇总

数 字传真至上图 书店 ，上图 书 店接到

传真后 ，即与其财务对账。若相符，即

结账；若不符，于第二个工 作日电话 通

知。河南美术出版社接到通知后，再查

阅自己的账务与库存，直到对清为止。

2、上海图 书批销 中心 ：对账时除要求

河南 美术出版社提 供 汇总资料外，还

必 须将原始 清单复印寄至批 销中心 ，

这时批销中心 才予以 对账。当 发现不

符时，传真说明 不符之处。3、上海外文

书店：由于这 家 书店一直保持良好的

信誉，河南 美术出版 社 于2003年初 对

其实施赊销。从开始赊销以 来，每隔一

个月，上海外文书店 就 会寄来一张流

转表，列明各书的序号、书号 、书名、单

价、上月库存、本期购进、本期销售 、本

期退货及 月 末存货等情况。流转表后

附带一张对账汇总单，列明其应付账

款的金额。表尾附有制表人及经 办人

的签名。随表附寄的还有业务员具 名

的请求对账函件。

由以 上三 个书 店 不 同的对账做 法

可以 看出，上图 书店和图 书批销中心

都是在被动地等待河南美术出版社提

出对账要求，把对账、结账完全看成是

债权人的事情。尽管这两 家单位的信

誉还是较好的，未出现过恶意赊购、故

意拖欠的状 况 ，但笔者认 为 ，它们在债

务管理 方面做 得还是不够 完善。相比

之下，上海外文书 店的做 法则比较成

熟，不管是对河 南 美术出版社还是对

自己都是有利的。
对河南美术出版 社的好 处至 少有

二 ：1、可以 更清楚地看 出 书 店 在 某一

时期经营本出版社图 书的成果，便 于

把几 个经营时期进行比 较，并根据比

较的结果，分析拟定下一期图书的 生

产和发行计划。2、书 店 里 本出版社图

书的库存一目 了 然，便 于把握结账时

间。因为一般结账都要选择一个书 店

库存较 少或销售较好的时期。
对外文书店 而言，主动对账的好

处至 少也有二 ：1、便 于管理。每个 月

末，将本月经营状况按 出版 社分类，哪

个 出 版 社的 书 好 卖可 以 直观 反 映 出

来，便 于书店内部控制。2、树立了自己

良好的形象，从而 赢得 了 较为宽松的

信 用环境。据我所知 ，这样的对账方

式，使河南美术出版社至 少会晚一个

月向外文书 店提 出结账，且平时很 少

在对账问题上纠缠，两 家关 系更为融

洽。

二、管理启示

财务管理是一个整体，有时一个

小 方面就会影响到 大局，所谓牵一发

而动全身。就如 同对账这样看似 简单

的 工 作，却能体现 出一个企业的 管理

思想和信 用水平。市场经济是信 用经

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只 有做 到 “大

信”，才能为企业赢得市场，赢得伙伴，

最终赢得成功。那么，如 何 才能做 到

“大信”呢？

笔者认 为：首先，要有“大信”的意

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诚信观

念，只 靠领导一时的决 策是不可靠的。

要从企业文化的 高度指导员工 尤其是

领导的思想观 念和行动，使“大信”成

为一种基本的行事准则。其次，要对企

业管理的程 序规 则进行合理的设 计，

使其体现“大信”的要求。合理的程序

规则是企业快速发展的体制保障。程

序的设计要遵循“简捷、高效、合作”的

原则，简捷 而 不 简单，高效 而 不 疏 漏，

合作而不妥协。最后，在企业管理的过

程中，应该既 坚持原则，又 具有灵活

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也好，

“灵活”也罢，“大信”应该是我们 工 作

的出发点。
（作者单位：湖北财经

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  崔 洁

建议·动态简讯  

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

委员会2004年年会暨首届

审计理论与实务国际论坛

召开

2004年10月23-24日 ，中国会计学

会审计专业委员会2004年年会 暨首届

审计理论与 实务国际论 坛 在 东北 财经

大学会计学院 召开。共有近100名国内

外学 者参加 了 会议 ，收 到 论 文 100余

篇。国 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财政

部会计 司 司 长 刘 玉廷、东北财大校长

邱东、上海财经 大学副校 长孙 铮、辽宁

省审计厅厅 长王悦 等出席 了 会议并发

言。

会议主要围绕内部控制 、 内部审

计及 注册会计 师审计问题进行 了 讨论

和交流问题。在内部控制、内部审计方

面，代表们对近年来内部审计理论的

研究进行了 回 顾 与展望，肯定了 内部

审计对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防 范舞弊

的意义 与作用。认 为内部审计应有效

参与企业风险 管理，对组织的内部控

制效 率进行评价，发现 企业内部控制

的薄弱环 节，同时内部审计师应利 用

其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 更多的咨询

增值服务。注册会计师审计方面，针对

C PA 职 业责任 保险 、风险 导向审计 、会

计 师事务所规 模及品 牌发展战略 、当

前国际审计准则的主要变化等业界十

分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这次 会议 上代表们踊 跃 发言，畅

谈观点，学术气氛浓厚，为 来自 海内外

的审计理论专 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提

供 了 一个相互 交流的平台，为审计理

论与 实务的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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