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不确定性大，有时一个研究课题几年、甚至十几

年也不能完成。但它一旦突破或解决，对整个会计学

发展的推动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可是，多少年来，由

于客观的和主观的种种原因，我们忽视了会计基础研

究，缺乏会计理论和技术方法储备，致使应用会计学

的研究也没搞上去。在会计科学方面出现了“会计理

论落后于会计实践”的现象。基础研究 一旦完成，就

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在会计实践中是有不少明证

的。

会计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会计基础研究中所

获得的研究成果在会计实践中应用的可能性，它与经

济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实用性强、科研周期较短，

是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是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

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技术方法基础，它是会计科

研活动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个 “大头”。

会计发展研究是建筑在会计基础研究 和会计应用

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会计监督、控制、预测、 决策进

行理论和技术方法的探讨，以便使会计管理活动卓有

成效，使会计科学生机勃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显然，会计科研不同层 次的 划 分 和研究，都是

“为了同一目的而共同协作完成的各种工具和会计科

学规划的体系”。它将是会计科学研究 的一个基本内

容。

二、选择战略重点 制定相应对策

制定一项优化的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历史过程的

详尽总结的基础之上，同时，要对现有状况进行实事

求是地分析，以及对未来发展作好科学地预测。鉴于

我国会计科学的总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故会计科学

的发展战略应作如下 考 虑：

1.要加强会计基础研究，改变目 前会计理论落后

于会计实践的现象，使会计科学 有深厚 的 根基 和后

劲，但同时重点应放在会计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上，

放在会计实用技术和方法的应用上。

2.会计尖端研究要搞，但重点应放 在会计科学研

究成果的普及和推广应用上，放在为基层单 位经营管

理、经营决策和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上。

3.独创性研究要搞，但重点应放在吸收国外业已

成熟、而又适合我国实际需要的会计科学理论成果和

技术方法上。因为，引进和吸收国外会计科学知识和

技术方法，就是利用世界上先进的会计科学知识和技

术方法的研究成果，这是发展我国 会计科学事业的一

条捷径。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我国会计科学赶超世界

先进水平的时间，能为实现我国会计科学现代化的目

标节约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间 接和直接地增加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引进和学习外国会计，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用，

而必须根据我国会计科学的水平 和会 计实际 工作状

况，加以消化、吸收、综合、乃至补充、改进、完善、

发展，以建立我们国家的会计科学体系。
4.必须“软硬兼施”。电子计算机由硬件和软件

两大部分组成。软件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它能有效地提

高计算机的使用效率，扩大计算机的功能。现代会计

科学的功能也可比喻为由 “硬件” 和“软件”两大部

分组成。硬件是指“会计核算”，软件是指“会计管

理”。会计软件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它能有效地发挥会

计的监督职能，提高会计的效率、地位和作用，扩大

会计参与经营决策的功能。因此，无论是在会计实践

中，还是在会计科学研究中，都必须 “软 硬兼施”，
不可偏废。

以上四点归结到一句话：把重点放 在应用会计学

和会计管理论研究上。这就是我 们所需要的会计科学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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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不应通过

“有价证券”科目核算

贵刊1991年第2 期刊登的单体荣同志的 《 购买 印

花税票应通过“有价证券”科目核 算》 一 文，阅后觉

得有些不妥。笔者认为： 《 印花 税暂 行 条例施 行细

则》 第三十条所指 的 “印花税 票为有价证 券”，不同

于会计制度中的 “有价证券”。会计制度中 的 “有价

证券”科目，是核算企业以 专项资金购 入的各种 有价

证券，如国库券、重点 企业债券 等。而印花税 票则是

用流动资金购买的一种有价证券税 票。如 果一次 购买

印花税 票数 额少，可直接通过“企业管理 费”科目进

行核算；如果一次 购买印花税 票数 额 较大，需要分期

摊入成本，可通过 “待摊税金”科 目核算。后一种的

核算方法为：购入时，借 记“待摊税金一印 花税”科

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分 期使 用时，借记 “企

业管理费”科目，贷记“待摊税金——印花税”科目。

（周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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