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本由政府正式创办的全国性财会月刊是《工业会

计》。该刊由原第一机械工业部主办，创办于 1952 年 1

月，期发行量 4 万余份，1954 年底由财政部接办。1959

年 1 月该刊改名为《企业会计》，并由月刊改为半月刊，

除继续以介绍工业会计专业知识为主外，还增加了商

业、农业、交通运输等所有行业会计方面的内容。《企业

会计》实际上是现今《财务与会计》的前身，在 1959 年

底停刊后，于 1964 年 1 月又以《会计》之名复刊，直到

1966年 8 月在“文革”冲击下，被迫再度停刊。当时该刊

发行量达 18万份。这一时期由政府创办的另一家全国

刊物是《农业社会计》。该刊于 1958 年 1 月由农业部创

办，1959 年 1 月改名为《公社会计》，19 60 年 1 月改名

为《公社财务》，“文革”初期停办。该刊为现今《农村财

务会计》的前身。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上述两家

政府刊物，地方及民间刊物较少，除 50 年代初期在武

汉刊行的《大众会计》及上海等地的少数几份刊物外，

一般都影响较微。

“文革”期间，我国财会期刊饱受摧残，发展一度停

顿，当时全国没有一份财会刊物正常出刊。直到历史迈

进 1978 年，当十一届三中全会象一声惊雷震醒中国大

地的时候，我国财会期刊才从“冬眠”中苏醒过来，而进

入了生命的真正春天。1979年 1 月《财务与会计》率先

问世，在沉寂十多年的财会期刊园地中呼出了第一声

呐喊。该刊创办伊始即受欢迎，第一年初发行量即达 19

万余份，最高时曾达近 68 万份，现基本稳定在 65 万份

左右。该刊读者以工业企业为主，遍及各企事业单位，

是我国影响最为广泛的财会刊物之一。其后不久，我国

另一份重要的实务性、指导性刊物《公社财务》（1983 年

改名为《农村财务会计》）正式复刊，该刊受到广大农村

读者的欢迎，发行量最高时曾逾百万份，现保持在 80

万份左右，是目前我国发行量最大的行业性财会刊物。

此后，《上海会计》、《会计研究》、《财会通讯》几乎并省

而出，因其创办较早，质量较高，发行量均曾达 10 万份

左右，在我国财会理论和实务界有着重大影响。

从 80 年代初期起，我国财会期刊迎来了大发展阶

段，不仅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大部分中央主管部门都

创办了财会刊物，一些地市及高校、会计学会的刊物也

都发展了起来。这其间涌现了许多质量上乘的优秀刊

物，影响较大的有《工业会计》、《财会研究》（原《机床工

业 会计》）、《商业会计》、《财会月刊》（原《武汉财会》）、

《浙江财税与会计》等。另外还有一批很有特色的刊物，

如《会计之友》、《会计学家》、《会计文摘》、《广东财会》、

《深圳财会》、《财会审》，以及《预算会计研究通讯》、《会

计改革与会计管理》、《中国 总会计师》、《中华会计函

授》等。

进入 90 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更加深入和经

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我国财会期刊亦迈进了一个更加

稳定和繁荣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是财会期刊数量

进一步增加。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财会刊

物已达 150 种以上（仅包括财务会计类），并且分布面

非常广泛，遍及工交商贸及教科文卫等不同行业。二是

刊物的内容有明显提高。不仅一些省市刊物如《湖北财

税》、《四 川会计》、《广西会计》、《吉林会计》、《安徽财

会》、《财税与会计》、《福建财会》、《河北财会》、《北京财

会》等有较大提高（应该说几乎各省市刊物都有一定提

高，在此不一一列举），许多中央主管部门的刊物如《电

子财会》、《交通财会》、《财会信息》、《中国农业会计》、

《林业财务与会计》、《中国乡镇企业会计》等，亦有明显

起色，甚至连一些地市刊物如《桂林财会》、《大连财

会 》、《娄底财会》、《杨州财会》、《姑苏财会》、《财会之

友》、《广州财政会计》等亦有很大进步。三是刊物装潢

更加精美。在刊物封面及正文的用纸上、印刷上及装帧

设计上，各家刊物都较讲究，努力提高档次，有的还尝

试向国际标准靠拢。四是期刊容量增大，信息传播速度

进一步加快。目前刊物大多由 16 开 32 页或 48 页，转

为 16 开 64 页，并由不定期改为定期，由季刊、双月刊

改为月刊，有的甚至正向半月刊过渡。可以说，进入 90

年代，就象我国经济建设一样，我国财会期刊这块园地

也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百花争妍的繁荣景象。

参考资料：①郭道扬著《中国会计史稿》；②高承凤、顾惠

忠、秦中艮、徐庆宏等主编的《国内外财会书刊导读》

业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单位使用。

3.内容完整，操作性强。本办法共分五章，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会计核算一般原则，第三章会计科目，第

四章会计报表，第五章主要会计事项分录举例。

4.及时地满足了目前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单位会

计工作的需要，特别是新上项目的会计工作的需要。因

此，深受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单位的欢迎。

目前我们已将本办法以《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单位

会计核算》一书，由河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与之

配套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单位会计实务》将另行出

版。有意参考、研究、交流和使用者，可与河南省财政厅

外经处联系。联系电话：5954497

联系人：河南省财政厅  马慧珠

（韩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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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会计司于 3 月 17 日至

21 日在重庆市召开了 1994 年全国

会计工作座谈会。会议主要总结

1993 年会计管理工作；研究部署

1994 年工作；并就如何进一步贯彻

新会计制度、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改

革会计管理体制进行专题讨论，以

及表彰 1993 年在会计管理工作中

成绩显著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会计

管理处的处长共计 60 余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会计司司长陆兵主持，

并作题为“再接再厉，努力做好 1994

年会计管理工作”的报告。财政部副

部长张佑才在会议闭幕时作了重要

讲话，并向荣获 1993 年度会计管理

及会计法规制度管理、会计人员管

理、会计电算化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的代表颁发奖旗和荣誉证书。
张佑才在讲话中对 1993 年的

会计改革和会计工作做了如下评

价：即“两重、两强、两超、两关、两

好”。两重是指会计改革的份量重，

会计管理工作的任务重。两强是指

会计管理干部业务技术强，广大会

计工作者的开拓进取精神强。两超

是指超前性地进行改革，超负荷地

进行工作。两关是指过了规范性制

度与不规范的实施环境关，过了会

计语言标准化与会计队伍素质尚不

完全适应的关。两好是指会计改革

和会计工作的任务完成得好，会计

管理干部的主角、配角唱得好。

在谈到 1994 年应做好哪些工

作时，张佑才说：今年会计改革和会

计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好“两

法”《会计法》和《注册会计师法》、

“两则”、“两制”的贯彻实施工作，这是巩固会计改革成

果、促进会计工作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抓好“两法”的

贯彻实施工作，要根据财政部的统一部署，要有具体的

实施细则。第二是必须继续深化会计改革。总体思路

是。认真总结，全面规划，整体推进，一步到位。所谓认

真总结，就是要认真总结近年来会计改革的经验和教

训，结合市场经济对会计工作的要求，研究下一步会计

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实施方案。所谓全面规划，就是要从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这一高度出发，通盘考虑

会计整体发展战略和改革思路，为会计事业顺利走向

21 世纪描绘蓝图。所谓整体推进，就是在明确改革总体

思路的同时，推动会计改革全面进行。所谓一步到位，

就是要使政策和方案科学化、规范化、目标化，人员培

训等准备工作完全化，在此基础上全面实施会计改革。

第三是必须理顺会计管理中的几个关系，从财政系统

内部来说需要进一步理顺与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关系、

与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的关系、与会计学会的关系。第四

是做出新的成绩，迎接 1995年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的召

开。

（莜 芫）

书刊介绍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单位会计核算》简介

河南省是我国利用世界银行最早的省份之一，也

是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较多的省。从我国第一个世

界银行贷款项目华北平原盐碱地改造开始，到今年，贷

款项目十九个，贷款额近九亿美元。其中既有象中原制

药厂（世行贷款 11 700 万美元）的大型工业项目，又有

如农业综合开发（世行贷款 11 000 万美元）项目，这样

涉及农、林、牧、渔、水利及加工等多行业项目单位到

县、乡、农户的综合项目。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会计

核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贯彻执行国务院、财

政部的规定中，我们结合工作实践，制定了《河南省世

界银行贷款项目单位会计核算办法》，并已报经财政部

备案，认可。
本办法具有以下特点。

1.会计科目的设置和核算内容，是严格按照国务

院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以及财

政部颁发的《世界银行贷款财会管理暂行规定》的原则

和要求确定的，因此，核算规范、完整、准确。

2.充分考虑了世界银行对其贷款管理的特殊规定

和要求，充分考虑了各个不同行业的世界银行贷款项

目对核算的要求，因此，适用性极强，可供所有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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