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搞好财务监督基础工作

搞好基础工作，才能更好地发挥财务监督职能。基

础工作一般包括四个方面：

1.要教育干部职工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培养勤俭

节约，廉洁奉公的品德。

2.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规章。

3.实行总会计师负责制，负责全校的财务工作。

4.建立一支业务水平高、政治素质好的财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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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会计学是一门保证实现会计决策科学化的新

兴学科。它是以研究制定会计决策的科学理论依据和

应用科学方法来计算、分析、比较和评价并选择最优的

决策方案，提供给各级领导作出科学决策的学科。决策

会计学涉及许多领域，它的研究必然同许多学科互相联

系。因此，有关学科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成了

决策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和组成部分。当前，决策会计学

所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主要有：

一、决策理论

根据现代决策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会计决

策过程可以分为 4 个阶段：1.探查环境，寻求要求决策

的条件——会计情报活动。2.创造、制定和分析可能采

取的行动方案——会计设计活动。3.从可利用的方案

中选出一个特别行动方案——会计抉择活动。4.对过

去的抉择进行评价——会计审查活动。上述四个阶段

中的每一个阶段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会计决策过程。

如会计设计阶段可能需要新的会计情报活动，任何阶段

中的问题又会产生若干次要问题，这些次要问题又有各

自的会计情报、会计设计和会计抉择的各个阶段。

根据现代决策理论，会计决策的核心是用令人满意

的行为准则代替最优化准则，并将会计决策分为程序化

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相应决策程序。其含义是将会

计决策的组织的活动分为两类：1.例行会计活动，即重

复出现的例行会计公事，定货、材料出入等。这类会计

活动的决策是经常反复的，因此可以建立一定的程序，

不必每次做新的决策。这类决策叫作程序化的决策。2.
非例行会计活动，不是重复出现的，也不能用对待例行

会计公事的办法来处理，如新产品的研究与发展、设备

的更新与大修、新工厂的扩建等。这类活动有许多是特

别重要的，是不能程序化的。这类决策叫作非程序化的

决策。关于这两类会计决策的技术处理见下表：

二、“三论”的方法

这里的“三论”，指的是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

决策会计研究中运用“三论”的方法，是吸收“三论”这一

横向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它们在决策会计学中发

挥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之基石作用。

1.系统的方法。是一种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

加以考察、研究的方法。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可以把会

计决策活动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

分存在着相互联系、构成不同层次的子系统。运用系统

方法，可以分析、调整，从而确定协调各个系统的会计活

动，可以保持决策会计学理论体系、决策会计实践体系

与会计科学体系与会计实践体系在研究总目标和实践

目标上的一致。根据系统理论原理，我们可以把会计决

策活动这一系统，看作是会计实践活动和企业经营管理

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系统方法的运用，对决策

会计理论建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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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方法。是指运用信息论观点，把系统的运动

过程当作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过程，通过对信息流程

的分析和处理，以达到对某个复杂系统运动过程的规律

性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计决策活动过程就可视为

一个信息系统，这样信息方法对决策会计研究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

3.控制论方法。是将各种控制系统（如经济管理系

统、会计信息系统）的具体特点舍弃掉，来研究“抽象控

制论系统”的一般运动规律的方法。控制论方法是从事

物的质和量的两个方面去发现各种控制系统的共同规

律的一种手段，如：用数学方法来描述会计决策系统的

状态、状态的变换、来研究系统的稳定性、变化的客观规

律、控制的效能等规律性。

三、模型方法

要进行会计决策分析，除了定性分析之外，还须采

用定量方法，这就需要建立数学模型。“所谓经济数学

模型，就是用数学形式（语言）反映经济数量关系的公式

或公式体系，其特点，就是把各个分散的因素统一列入

一个公式或公式体系中来，使它能集中地、严密地反映

有关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依存关系。这样，运用一定

的数学方法对它进行加工处理，就可使人们具体掌握有

关变量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数量关系或其联系、变化的

客观规律，因而可以在预测、决策、计划、控制等各个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争取实

现最大经济效益的重要工具”。显然，应用模型方法研

究会计决策，旨在协助决策者分析判断，同时这也是决

策会计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余绪缨：《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

科学》，《中国经济问题》198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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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箍 咒”与“金箍棒”
陈章远

时下，有人把企业经营承包的经济效益指标，比 作

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意指 非完成不可），而把社会效

益指标比 作孙悟 空 手中的“金箍棒”（意指 可 大可 小 ）。

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出了上 一轮承包指标存在的一

手硬、一手软现象。

可不是么？某些企业上 一轮承包，合同写的主要是

利润。它作为硬梆梆的经济指标，不仅有准确的定量，

还与工 资、奖金、福利挂钩，可谓硬矣！其他经济指标虽

也 有一些，多是陪衬的。社会效 益的要求，载入 合同的

往往是抽象的原则，如“认真贯彻方针政策”、“坚持质量

第一”、“实行优质服务”等。没有加以 量化，硬 不起来，

自然流于形式。

常言道：计划具有无声的号召 力 ，指标是企业的导

航。就 拿图书发行企业为例，它必须以 社会效益作为最

高准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第一位，经济效 益放在第

二位，正 确处理好“双效”的 关系，才能保证企业沿着正

确的方向发展。经济指标是要硬的，社会效 益指标也要

硬。如 果前者硬，后者软，其结果，利润的驱 动作用越来

越强烈。承包则更加强化了这种机制，利润导向使某些

单位“向钱看”，影响发行质量的提 高。

企业承包要坚持“双效”并重。“双效”指标要配套，

在制定品 种、销售、利润等指标时，不要忘了社会效益指

标。在新的一轮承包中，对社会效益不能只满足 于原则

要求，而应象经济效益指标那样，做 到量化、硬化、强化。

量化，就是将社会效 益质的要求以 量计度，使企业经营

目标明确，利于执行，便于检查考核。硬化，就是对社会

效益的某些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既有定性 又有定量要

求，完善约束机制，规范企业行为。强化，就是要运用行

政 、经济和法律手段，实行有效的管理。立规建制，执法

严明，有功 者奖，有过者罚，奖罚分明。

因此 ，企业承包不能“以 包代管”。既 要借用孙悟空

的“金箍棒”，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

和发展能力，又要有分寸地运用唐僧的“紧箍咒”，强化

企业约束机制，使企业活而 不乱 ，在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

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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