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和进行拍卖时，由于资产

评估方式不当，出现了流失，也出现了通过各种不正当

手段低价收购高价抛出，从中牟取暴利或大量侵吞国

有资产的现象。我国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或

出售中小型国有企业时，要发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

作用，加强统一管理和控制企业改革全过程，要用立法

来保证转制做法的统一和规范，切实搞好资产评估和财

产处置清算，避免因腐败、舞弊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和浪费。可建立国家持股公司来统一监管国有股权及

其收益，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责任编辑  周文荣

会计人物

“老 牛”明知 夕阳短  

不用扬鞭自奋蹄
——记广西维尼纶厂总会计师李景云

覃鸾玉

广西维尼纶厂总会计师李景云，今年 71 岁，1947

年毕业于天津工 商学院会计财务系。1969 年响应党的

号召支边，带老伴从天津市来到广西河池地区南丹县六

寨供销社工作，1978 年又调到广西维尼纶厂 当会计，

1980 年任财务科长，1985 年任总会计师。几 十年来，他

扎根山区，为企业管家理财，为广西维尼纶厂的腾飞，默

默耕耘、奉献。
广西维尼纶厂从一个亏损企业，发展成为集化纤、

化工、建材于一体的国家大型一类企业，产品畅销国内

外，目前已跻身于“广西的脊梁——优 秀国有企业”的行

列，先后荣获自治区“经济效益百强企业”、“科技进步先

进企业”、“优 秀科技型企业”、“最佳对外型企业”等称

号。随着广西维尼纶厂的腾飞，李景云的人生价值也得

到了充分的实现与升华。1980 年以 来，他曾多次被评为

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被河池地区财

政局、广西财政厅评为“先进会计工作者”，1995 年 10

月又被评为 “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他以 自己的实际

行动，显示了一个老会计工作者的时代风貌。

老牛奋蹄学为本

在长期的会计管理工作中，李景云以“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为座右铭，常以“老牛奋蹄学为

本”来激励 自己。他常说，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光凭“老

本”是不行的。每天，他都要抽时间阅读财经方面的有

关书刊，学习国家的有关财经法规政策，用以 指导工

作。即便 出差也是书不 离身。由于坚持学习新财会知

识，加 上原有的专业功底，他对有关财经法规政策和基

础知识 了如指掌，运用自如 ，成为“广维”理财、用财、管

财的行家里手。
李景云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还注重调查研究。他

说，作为一个总会计师，既要吃透国家的方针、政策，又

要对下面的情况了解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制订出符合

本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和办法。通过调查，他发现厂里

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基础管理薄弱等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他立即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会计法》、《企业会

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等法规政策，还结合厂里的

具体情况，组织财务人员先后制订和修订了《加强财务

资金的管理办法》、《成本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

法》、《财务会计业务稽核制度》、《费用审批制度》等 16

项管理制度和办法，把财务管理渗透到生产经营活动的

每个环节，使会计工 作实现了“五化”，即工作制度化、帐

簿设置规范化、会计凭证统一化、记帐标准化、凭证装订

整齐化。同时，还组织财会人员制订了内部审计、检验、
索赔等 7 项制度，不仅使会计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也使

整个企业的会计基础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精打细算 盘活资金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一方面资金短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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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加 大。“广维”在 1985 年以前一

直亏损，1985年以后才逐步扭亏为盈，企业底子薄，加

上这几年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不断涨价，企业资金十分

紧张。针对企业资金需求的矛盾，李景云从加强内部管

理入手，把资金盘活用好。如在资金安排上，实行“三保

二压”的办法，即保证生产用资金、工资资金、技改资金，

压缩非生产性和计划外开支等；支出费用实行“一支笔”

审批，开支实行印签章分离复核制度，严格控制和节约

各项支出。
同时，李景云还处处精打细算，尽量减少资金的需

求量。他把需用的资金“化大为小，化 多为少”，即把大

项目分成若干个小项目，每年集中力量搞好一、二个小

项目，跨小步不停步，积小胜为大胜。如 1992年搞干燥

机技改瓶口 工 程，1993 年搞有机填平补齐技改工程，

1994年有机扩建技改工程等，他都先把借到的利率较

高的贷款投入使用，保证工程尽快上马，争取到低息贷

款后，立即还清高利率贷款，既保证了应急之需，又体现

了效益原则。

多渠道筹集资金保证企业技改工程的顺利进行

“广维”建厂于 1972 年，由于当时是按 70 年代规模

设计的，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投产后，一直亏损。企

业要发展，必须筹措资金搞技改。为此，李景云在厂领

导的支持下，打破“等、靠、要”的思想，采取四 面出击的

办法，开辟了专业银行以 外的第二资金渠道，即用补偿

贸易方式为厂技改工程项目引进价值达 207 万美元的

设备，1988年上了一条“1788”生产线，生产出口产品聚

乙烯醇，当年出口创汇 306 万美元，实现税利 1 800 万

元，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为了使企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尝到技改甜

头后 ，1993 年厂里 又提出新建一台 1.8 万 KVA 电石

炉、增加一条醋酸乙烯生产线的技改项目。这是该厂建

厂以 来最大的技改项目，需要投入资金 1 亿元。在国家

银根紧缩，资金紧张的形势下，为筹集这笔巨资，他跑财

政，跑银行，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单位，他都要走一走。诚

心 感动了“上帝”，目前已筹措了 7 000 万元技改资金，

技改工程进展顺利，近期可望试产。该项目投产后，可

新增电石产量 3.6 万吨，有机聚乙烯醇可新增产量 0.5

万吨，醋酸乙烯可增加到 1 万吨。

强化内部管理 挖潜降耗提高效益

1994 年，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李景云把增产节约、
责任会计纳入目标管理体系，推行责任会计负责制。对

各分厂、各部门建立责任成本和目标利润核算体系，逐

级向下分解，形成逐级保证的责任体系。再由企管、技

术、财务、计划等部门共同对产量、质量、销售、材料消

耗、能源耗用和费用进行月评考核，兑现奖罚。通过推

行责任会计负责制这一管理制度，各分厂、各部门注重

挖潜降耗，提高了效益。1994 年，主导产品甲醇单耗下

降 23.9% ，节约 130 余万元；电石分厂耗焦降低 20 公

斤 /吨，全年节约焦碳 452.4吨，计 27 万元；循环水技

改工 程节约使用一台机组，全年节支 240 万元；电站分

厂在超计划供汽、供电的同时，全年节约油耗 55吨，计

14.5 万元。同时，他还注意看准市场，果断决策，及时购

进低价原材料，1995 年仅醋酸一项就为厂里节 支 100

余万元。

当好厂领导的“参谋”

在长期的财务工 作实践中，李景云深深地认识到财

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当好企业“管家”的同

时，还尽力当好厂领导的“参谋”。他根据市场的需要提

出的“外看市场，销定产，搞活销售，销促产；内看财务，

量入而出；增收创收，节约挖潜，稳步发展”的管理效益

型经营方针，开辟新的商品 市场等合理化建议等，均被

厂领导采纳，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1990年，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同行厂家争相降价推

销产品，他向厂长建议不要分期降价，要一次降到位，而

且要大幅度降价。厂领导采纳了这一建议，保住了市场

又赢得了不少的新顾客。与此同时，他还根据企业的实

际情况，向厂领导大胆提出了将部分后勤服务系统和非

生产部门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组建分厂和总公 司，逐步

实行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管理

方式，得到了厂领导的采纳支持，厂里先后组建劳动服

务总公 司、物资贸易总公司等 9 个独立核算单位，使一

线人员压缩 9.05% ，全年节省各种费用 100 多万元。企

业原有的服务职能逐步向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 化转

变，实现了福利型向效益型转换，1995 年 9 个公 司和分

厂实现收入 3 107.8 万元，税利 136 万元，成为企业发

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李景云作为支边人员在广西河池工作了 27 年，当

年跟他们一起支边来河池的 19 户人家，已走了 18 户，

现只 剩他一家了。他回 城的机会很多，理由也很充足，

但是，为了山区的事业，为了山区人民，他仍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他的辛勤劳动已成为广西维

尼纶厂经济腾飞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1985 年他任总会

计师以 来，企业的经济效益保持每三年跃上一个新台

阶。1985年实现扭亏为盈后，1987 年实现税利 1 000 万

元，1990 年达到 2 000 万元，1993年超过 3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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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超过 6 000 万元。虽然他已步入古稀之年，但他

不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近

年来，有好多人劝他退休，他说：“一不退、二不休，财会

工作做到头。”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发出光和

热。
责任编辑  周文荣

会计人语

会计难当 执法者  但应争当 守法者

毛鸿文

《财务与会计》1996 年第 6 期刊登了张俊才同志

“《会计法》执法者何以执法”一文，提出了当前在经济领

域中尖锐复杂而又普遍遇到的难题。毫无疑问，解好这

道难题，对于深入开展党中央号召的“反腐倡廉”，对于

切实贯彻朱镕基副总理提出的“约法三章”，对于认真落

实国务院“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的要求都是非常有利

的。
会计在《会计法》中的位置如何界定？笔者认为浍

计难当执法者，只应争当守法者，但决不能当违法者。
这是因为，会计既无阻止违法的能力，更无处理违法的

权力，特别是对领导层的违法行为。如果要会计当执法

者，好比是要会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样，使他处

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

组织，它的经营活动是在《企业法》、《公司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法规的约束下进行的，企业只能守法经营，

照章纳税。和企业与企业法人既不是执法单位也不是

执法者一样，会计在《会计法》的约束下，按照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而进行的会计活动也不能称之为是执法者。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工商企业都将成为

“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会计作

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工具，会计人员作为企业的一员，对

企业和企业领导人负责是顺理成章的事，会计利益与企

业利益一致是正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相反，要会计

不考虑单位利益，不按领导人的意图办事，纯粹以执法

者的身份出现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必须强调一点，

维护单位利益也好，贯彻领导意图也好，会计不能以牺

牲国家利益为目的，搞假帐真做、真帐假算。否则，不仅

出卖了贞操，也将沦为违法者，自己把自己推到被告席

上了。
当企业领导人正欲违纪违法，会计又无能力制止，

执法者还不能到位的时候，虽说违法者这时的行为已经

丧失了领导资格，但他们确实正行使着领导职权，在这

个期间，会计应该怎么办？是通同作弊，同流合污？还是

坚持原则顶着不办？笔者认为，会计可用三步处理法，

即：首先，宣传讲解有关法规晓以利害，争取领导人收回

成命，改弦易辙；其次，若领导人一意孤行坚持要办，在

劝说无效、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会计只能在帐面上如实

反映；再次，若领导人不愿如实反映，坚持要会计作假

时，会计人员只有依据问题的性质，并选择适当的方式

向有关部门反映，争取自我保护。
《会计法》的执法者究竟是谁？是司法、监察、审计

机关和财检部门。他们既是守法者的保护伞，又是违法

者的审判官。社会中介组织如会计、律师事务所也是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如果这些中介组

织违法，也将受到执法机关的查处。
（作者单位：新疆哈密红星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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