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单位 审核 后 就一律报销，这不仅

违背 了财务制度，放弃 了 会计监督，而

且 还 可能助 长 不 正 之 风和腐败现 象，

最终也不利 于各部门 、各单位行政任

务的完成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 ，处

理好执行制度与 实际 支出的关 系尤为

重要。
首先，我们制定了《陕 西省省级 机

关会计核 算中心 内部审核报账办法》，

明确规定，对务项 经济业务支出，除 了

执行中央及省有关开支标准外，对那

些 中 央和省的 规 定 不 明 确 或没 涉 及

的 ，则执行各单位的 内部财务管理 规

定。对超出财务制度规 定标 准而 又 属

于合理 或非开支不 可的 支出，在单位

进行详细说明并经单位 负责人审批后

给 予报销。
其次 ，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分析

原因 ，区别对待。比 如 现行的差旅费开

支标准是 1996 年制定的，其中的住宿

费报销标 准与现 实差距 太大，出差人

员报销差旅费时，住宿费普遍超标，而

要做统 一的修改 条件还 不成熟，对于

这种问题，我们除积极向有关部门提

出改进建议外，并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

内部审核标准，区别情况 ，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从而较好 地解决 了这一矛盾，

保证 了 工 作的正 常开展。
（作者单位：陕西省省级会计

核算中心） 责任编辑  周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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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回眸：对泰罗管理思想的再认识

——《科学管理原理》读后

杨世忠

学管理会计的，讲管理 会计的，在

追溯管理会计形成的 源 头时，都要遇

到 或提到 由 美 国 人泰 罗（F.W .TA Y -

LO R ）首倡的科学管理制度。笔者有幸

在新旧 世纪交替之年读到 了泰罗先生

在 90年前 写 作的 《科学 管理 原 理 》

（TH E PR IN C IPLES O F SC IE N -

T IFIC M A N A G EM E N T）。这是由韩

放翻译、团结 出版社 于1999年出版的

中文书。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

跳。原来自认 为对泰罗的 管理思想已

有相当程度 了 解的我，发现自己并没

有真正读懂泰罗，差不 多是人云 亦云 ，

却还 洋 洋得意 于 那可怜 的 归 纳 与 诠

释。
最早听说 “泰罗制” 是在文革后

期。那时泰罗制被认 为是“资产阶级 剥

削的最巧妙的 残酷手段”，也许是出 于

逆反 心 里 ，我倒把 它 归 于“臭豆腐”系

列——“闻着臭、吃 着香”。80年代初

期，随着西方现代化 管理理论 方法的

引进，人们对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

有了相对公 正 的认 识 ，自然，笔者对泰

罗制的认识也相应全面一些。近几年，

随着与我国企业基层 管理 实践接触的

不 断增加 ，对泰罗制的认 识也不断加

深，在这样的 背景下读了《科学管理原

理》，比 以 前多了 三分感悟。

感悟之一，科学管理的精髓是和

谐与效率，和谐是目的，效率是手段

泰罗 出身于律师 家庭，当过工 人、

机械师、工 段 长、车间主任、审计 员、总

工 程 师、营业部主任 、总经理 等职 ，对

调解人们之 间的利益关 系有着深刻的

体验，因 而突出强调和谐与合作。《科

学管理原理》开篇 第一句话 就是“管理

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

限度的利益；同 时也使每个雇员实现

最大限度的利益”。后 来又指 出 ，在科

学管理中，劳资双 方在思想上要发生

的 大革命就是：双 方不再把 注意力更

多地放在盈余分配上，而是转向增加

盈余的数 量上，使 盈余增加 到使如 何

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 必要，“如 果不

能用合作与和平的新见解来代替旧 的

对立与斗争的观点 ，那 么就谈不上科

学管理”（第316页）。
要和谐就必 须公 平，公 平不能脱

离效 率。泰罗认为，公 平不 等于平均，

公 平体现在高工 资、高盈利与 高效 率

挂钩，低效 率只 能得到低 工 资、低盈利

甚至无盈利。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其

利益的增长必须建立在提高效 率的基

础上，因此 效率是问题的关键。科学管

理提供 了提 高效 率的保 证和途径：1、

工 作方 法具有多样性 和可选择性 ，提

高工 作效 率的前提是要有更好的可选

方法和条件。而 用 实地观察、统计分

析、比较研究的 办法来选择更好的 办

法与 工 具是科学二 字的要义。2、专业

化 分工 与协作是寻找最佳工 作方法并

使 用这种方法的 必然选择。提高效 率

需要熟练，熟练需要工 作具备易重复

性 ，只 有专业化 分工 才能凸现出 工 作

的重复性。把对工作方法的研究、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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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人员选择与培训、标 准制订、工

作指导等职责从工人那里分解出 来，

由管理人员来承担，这是专业化分工

的文中之意。同时分工 必须协作，否则

就没有分工的必要。3、不仅要使物质

资源的利 用率最佳，而且要使人力资

源的利用率最佳。人尽其才，才适其用

是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后人对泰罗

挑 选工人的做 法有很多异议，其实泰

罗要搞的也是双向选择。他认 为“人们

生来就不一样，任何把他 们搞成一个

样的作法，显然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最

终究要失败的”（第247页）。“如果这个

工 人完不成任务，就该派某个称职的

老师去仔细地教他 ，确切地告诉他 这

活计该怎么干才能最出 色，开导、帮助

和鼓励他 ，同时还要研究他 当 一个好

工人的可能性。因此，在使每个工人个

人化的计划下，不是由于他 一次失职

就 蛮横地将他开除，或降低他的 工 资，

而是给 他 以 所需要的 时间和帮助 ，使

他 对现有的活计熟练起来；如 有更适

合于他 智力或体力的活计的话，也可

以 更换他的工 种”（第52页）。
这里 可 以 引伸 出 来的 管理 理 念

是：做 大蛋糕比争论分配更重要；调整

利益关 系的基础是对资源利 用的更高

效 率和效益；要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

的岗位上；和谐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

间，更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 自 然

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关系。

感悟之二，科学管理的特点是数

量化、精细化、标准化和制度化

科学的 生命是真实，是老老实 实

对事物变化过程的反映，来不得半点

虚假和臆想。管理 则是具有主观特征

的人类行为。科学管理要求主观符合

客观。任何一项管理办法，其客观成分

越多，科学性就越强。离开了对工 作对

象所具有的数量特征的精细化 描 述和

统 计，就难于客观地把握 工 作对象的

特征、性质和变化规律，其判断与决策

都会产生失误。标 准化 和制度化是以

过去的数量化 信息为基础而制定的对

未来的控制依据。没有量化 没有标准，

管理者心中无数，投 资者心 里没底，合

作者信 用无 靠，操作者行为 无 规，何谈

效率？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由管理基

础工 作是否扎 实决定。尽管有人提倡

模糊管理 和不 确定管理 ，但也 离不 开

精细化 管理的相辅相成。否则 企业上

上下下都会处 于一种说 不 清道不明的

混沌状 态，风险 大得吓人。所以 ，无论

何时何地，科学管理要求的数量化、精

细化 、标准化 和制度化特征 对于基层

和第一线管理 者、对于财务会计和审

计人员 必 不 可少。无论是调查研 究还

是指导工 作，没有点数 量化 、具体化 、

精细化的东西，难免令人发晕。

感悟之三，直接赏花观月胜过凭

水观月、借镜赏花

有一则游戏：人们相互传话，一个

传一个，传的人很 多，传到 最后 ，话就

走了样。如 果话短人少，走样的可能与

幅度不 大；话 长人多，走样的可能与幅

度就 大了。泰罗的话 不短 ，洋洋20万汉

字，传 了近一个世纪，时间也不短，难

免不走样。略举两例。例一：泰罗的科

学管理的特点是把企业内的职 工 当做

一种机械的、被动的生产要素，视为一

个个孤立存在的“经济人”，根本忽视

职 工 的个人感情因素的作用，忽视了

他们都是一定集体的成员。其实，泰罗

的话是：“在科学管理下，工 人在日 常

操作时，不允许随便使 用 自 己认 为合

适的工具和办法。但是，工人提出的改

进建议，不 管是 办法也好 ，工 具也好 ，

都应受到各种形式的鼓励。对工 人的

建议，资方应对其进行仔 细分析，如 有

必要还应进行一 系列的 实验，以 精确

地判断新建议和老 办 法的相对优 点。
一旦 发现 新 办 法比 老 办 法 显著优 越

时，就 应采用 它，作为全 企业的标 准。
对工 人的这种建议，应给予充分的 荣

誉；为 了他的聪明才智，还应发给一笔

现金奖作为 酬 劳”（第89页）。两相对

比，其差异是明显的。例二：这个“科学

制度”的内容是什 么呢？按我们过去的

理解，就是在同一个工 作日 内从工 人

身上压 榨出比 原先 多两倍的 劳动，强

迫最强壮最灵巧的工人工 作。对此，泰

罗的原话是：“我们并不想去探索一个

人在一次短 促 突击或三 两天 中最多能

干多少活，我们所研 究的是在一个整

劳动 日 里，一个头等工 人活计的 实际

构成是什么；一个工 人能年复一年地

正 常地 完成一个 劳动 日 的 最佳 工 作

量，下班后 仍 然精神旺 盛”（第40页）。
“一个工 人在重载下的全部时间里，他

胳膊肌肉正 处在衰竭的过程 中，这就

需要不 断地给 予休息的时间，让血 液

能有机会促 使 这些组 织 复原”（第43

页）。看来，科学管理是要保持符合工

人生理特征的 工 作节奏，其前提是要

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 上，其目

的是提高工 作效 率。当 然，泰罗时代，

加 强生产管理，提 高工 作效 率，首先是

为 着生产资料所有者的 ，特别是在劳

资双 方信息不对称、资方绝对控制所

有生产要素的条件下，劳方肯定要受

到剥削。但是从生产管理 角度看，这比

起干活无定额、工 作无标准、时间无 限

制、方法不合理、工 资没保障的过去

来，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与 实践距今

已有百年历 史，局限性是明显的，但这

并不妨碍后人对其管理思想进行批判

继承和发展。
责任编辑  袁蓉丽 建议·动态

简讯

  首届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

大学会计辩论赛举行

首届 海峡两岸及 香港地区大学

会计辩论赛于4 月 21—22日在北京

大学圆满举行。经过两天 六轮紧张的

角逐，最后台湾大学会计系代表队获

第一名；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代表

队 获第二名；首都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代表队 获第三名。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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