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规定了单位领导人对造假帐要负责，对伪造凭证、违

反制度的收支要处分，却又不责成由谁来处分。诸如此

类，实际上都使单位领导人的责任，成为空话。

又如，会计是一种技术性工作，没有会计专业知识

的人，无法胜任。1985 年《会计法》将会计人员视同一般

行政人员，按照一般干部任用的条件来任免，不提会计

专业技术上的要求，从而，使我们 1 000 来万的会计人

员中，未受任何会计技术训练的，在半数以上。对会计

实体的领导人，更没有必须懂得会计工作的要求，较国

外的情况，差距很大。姚依林同志在第一次全国会计工

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以后，不懂会计的，不能当厂长 、经

理。这句话一说十几年了，厂长、经理等会计实体的负

责人不懂会计如故。可能，至今没有一 个厂长经理理

解：自己所领导的，竟是一个“会计实体”！按照这样的

水平，即使没有权大 于法及政风、党风上的问题，要使

会计资料合法、真实、正确、完整，也难。

这些都是《会计法》本身存在的问题。

（2）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必然要建立起许多相应

的规章制度来和它配套，以保证新体制的实施。这些法

令制度，有的是原来根本没有的，如证券交易法、公司

法、票据法、破产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等，则要重新建

立；有的是原来已有的，但要进行修改，如所得税法等

等。会计法就属这一类。1985 年《会计法》原是我国计划

经济年代的产物，改行市场经济之后，有不少地方不能

适应，从而，面临着一个非改不可的局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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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与苗圃财务会计制度已颁布实行

财政部最近修订 了《国有林场与苗圃财务 会计制

度》，新制度除了借鉴企业财务改革的经验，如建立资

本金制度；改革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取消计提大修理基

金办法；采用了新的会计平衡公式；实行财 务报告制

度，建立新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等外，还结合林 业特

点，对场圃财会制度作了一些重大改革。

1. 建立了林木资本制度。林木资本是由国家将森

林资源作价投入场圃以及场圃为培育尚未采伐林地所

追加的投资所形成。林木资本的增值，自然力起很大的

作用。由于林木资本在场圃资本中占有很大比重，存在

着很大的风险性，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金有着本

质的区别。资本金主要体现保全和完整的原则，而林业

资本则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新制度将林木资本从资本

金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核算，建立了林木资本制度。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资本金的完整和增值；另一 方面

可以科学地反映林业资金投入多、周转慢的特点，以利

于正确核算林木资本。

2.改革了林木资产的核算方法。在整个林木生长

培育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有造林费、抚育管护

费、森林保护费、场部管理费和财务费用。新制度改营

林成本核算的完全成本法为制造成本法。林木资产的

制造成本包括造林、抚育和管护的成本，期间费用包括

应由场部负担的场部管理费和财务费用。

新制度放宽了核算对象，原制度要求林木资产按

小班核算，实践证明，难度很大。因此，新制度作出了有

弹性的规定，即林木资产按林种进行核算，林种以 下也

可按树种、地块和主要作业区进行核算。在林木资产核

算时，建立了财会部门负责价值量核算，资源管理部门

负责实物量核算分 工负责的核算体制。

3.实行了森林资源消耗补偿制度。新制度规定，采

伐林木时，应按帐面实际成本将消耗林木的价值结转

到木材生产成本，以取得价值补偿。由于育林基金从销

售收入按规定比例提取的规定仍然有效，这样，就出现

了营林生产费用有两条来源，一是育林基金，二是随木

材销售得到的价值补偿部分，势必造成营林资金的重

复提取，因此，新制度规定，从木材销售中得到补偿的

那一部分育林费用，应在提取的育林基金中扣除。林木

资产转增林木资本时，也应将更新数扣除，以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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