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4）丙公司对货物毁损应向甲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理由：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

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1）A公司上市后，其股本结构中社会公众股所占股本总额

比例符合法律规定。
理由：A公司股本结构中社会公众股为5 000万股，占股本总额

比例达到了公司法规定的25% 以上。
（2）①B企业转让A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理由：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持有的本公

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B企业持有A公司股

份的时间已超过了3年，故转让A公司股份符合法律规定。
②宏达公司未向A公司报告所持股份情况的行为不符合法律

规定。
理由：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

份5% 的股东，应当在其持股数额达到该比例之日起3日内向该公司

报告，宏达公司持有A公司发行股份达6.06% ，应当在3日内向A公

司报告。

（3）①A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符合法律

规定。
理由：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属于股东

大会的职权。
②A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增选一名公司董事的决议不符合

法律规定。
理由：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

的事项作出决议。
（4）①陈某买卖A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理由：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为上市公司出具审计报告的人员，

自接受上市公司委托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开后5日内，不得买卖该

种股票。陈某是在审计报告公布5日后买卖A公司股票的，故符合法

律规定。
②李某买卖A公司股票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
理由：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在任期或者法

定期间内，不得持有、买卖股票。李某为E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故买

卖A公司股票不符合法律规定。

会计人语
中国入世，还应扫“会计盲”

黄炘强

前不久，读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该社论提到，要使中

国经济持续增长，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必

须开展一次新的“扫盲运动”。

提到所谓的“扫盲运动”，人们还记得 50 年代，中国恢复经

济建设时期的一个群众性的学习文化知识的运动。但是，《人民

日报》这次提出的要进行“扫盲运动”不是要扫除文盲，而是要求

扫除“电脑盲”、“外语盲”等“现代盲”。
提出扫除现代化 建设中的障碍，确 实是一件大好事。不过，

除了要扫除“电脑盲”、“外语盲”等“现代盲”外，笔者认为 ，面对

W TO，中国还应大力扫除“会计盲”。也就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

普及会计知识，树立会计专业人士的权威，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夯实会计信息基础。
会计，作为一门 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发展到今天，已成为 包

括会计理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史

等内容十分丰富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作为经济管理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现代会计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 完善，起

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提出“会计作为概况和总

结的手段，经济愈发展，会计愈重要”的论断，被现代社会和历 史

发展所证明。
在香港地区，会计知识是十分普及的。在普通中学里，已普

遍开设 了会计课程；在工 业学院和其他 专科学校，也设有会计专

业；还有社会上名 目繁多的商科学院、学校和补习班，无一不 开

设会计课程的。掌握会计基础知 识几 乎成了谋生的基础。不论是

做摊贩和个体户，还是当企业的大老板和企业的高级职 员、管理

人员，抑或是企业的采购员、销售 员、产品设计员、产品 和业务的

推广开发者、地产经纪、保险代理、广告设计、市场推销……必先

理解成本结构、利润计算、成本控制、财务调度、现金流量、固定

成本、变动成本与边际利润的关 系，如 何求得起码盈亏两平点

等。这无一不与“会计”挂钩。我们日常所说，“心 里有个算盘”就

是这个意思。而众 多的银行从业人员、证券和金融 事务从业人

员、物流和物料管理 员、收款员、记 账员等，不具备会计知识，更

是寸步难行。

会计工 作，中国一贯十分重视。曾赋予财务会计专业人员很

大的职权并发布了不 少法律、法规予以 保障，并提倡和实行社会

和企业的“会计监督”。这在二 十世 纪五六 十年代，确 实在防止贪

污和浪费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 后，由 于种种原

因，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会计工 作，尤其是在主观和客观上

忽视 了“会计监督”，因 而使贪污和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遏

制。从而虽然一再修订和宣传《会计法》，收效仍难令人称意。
因此，面对 W TO，面对市场经济的加 速发展，中国必须普及

会计知识，扫除“会计盲”，重新肯定和树立会计专业工 作的光荣

感，恢复行之有效 而 又有法规保障的会计监督。普及会计知识 ，

造就 大量的 高素质会计人才，尊重会计人员的 专业工 作，提高会

计人员的职 业道德水平，实乃 当务之急。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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