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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作

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的会计，现在已处于改

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

集中的统一会计制度与改

革开放的管理体制矛盾愈

来愈大，暴露出明显的弊

端，以致到了非改不可的

地步。另一方面，改革过

分集中统一的会计制度，

并不等于将会计制度的制

定权完全下放，由各企业

自行其是。国家在给予企

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的同

时，仍要保持必要的集中

统一。因此，会计工作既

要有适当集中统一的规范

可循，以满足国家宏观调

控的需要，又要在具体会

计方法、程序的选择上，

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

以利于加强企业内部的经

营管理。所以，在当前，

建立我国会计准则是会计

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如

何建立我国的会计准则，

我认为有必要借鉴、分析

一下国外的经验，以便为

我所用。

一、美国、日本会计

准则分析

在美国的有关会计文

献中，30年代以后所说的

会计原则，一般是指“公

认会 计原则”（G A A P），

可理解为恰当地进行会计

工作的规范，是会计职业

界对某个时期有关资产、

产权及其变动情况的计量

与记录和编制财务报表等

方面“一致意见的归纳”。

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发生

矛盾时，能够为有关方面接受的会计实务只能是在特

定时间与条件环境下，比较客观与公允的主张、见解

和方法程序。据此，公认会计原则可分为三个层次：

美国会计学界对财务会计理论结构的看法，可用

图式表示如下：

所以，从《 现代会计手册》中看，会计原则和会

计概念并没有绝然分 开，会 计 原 则中体现了会计概

念，也包括会计假设。这样，公认会计原则实质上就

是把那些为会计职业界广泛采用的会计观点、方法、

程序加以归纳，然后形成一些明确的见解，作为会计

实践的指南。它来自会计实务，又高于会计实务，反

映会计实务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科学合理的方法

程序，尽管没有象法律、制度那样具有约束力，但会

计界一般会遵守这些原则。

在日本，会计原则由直接规则（会计处理方法规

则）和间接规则（如：损益表原则、资产负债表原则

及财务报表准则、商法会计规则等）组成，注重研究

同一资料用于多种目的，并力求与商法、税法等规则

保持统一性。

二、世界会计模式（包含会计原则与会计方法）

的比较

英国会计模式特点是强调“真实 与公允（合理）”

（Ture and Fair）；

美国会计模式特点是强调“公认会计原则”（G

A A P）；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会计模式特点是强调服从

纳税需要，即面向税务的会计（Taxorien ted A cc-

oun ting）；

北欧会计模式特点是面向公司，从企 业角度出发

维护企业利益为主；

苏联会计模式特点是服从并服务于计划经济。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各国 会计模式均有其特

点，但都得符合本国经济管理的需要.我国的会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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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应该是社会主义会计模式，服从并服务于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即有别于上述前四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会

计模式，应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会计模式。

三、我国会计准则的具体构想

我国必须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会计模式，决定

了我国会计准则应具有中国特 色。这个构想可用下列

图式表示：

基本准则包括会计基本假设，如：主体假设、继

续经营假设、计量单位假设、会计期间假设等；也包

括会计基本原 则，如：成 本原 则、收入 原则、配比

（配合）原则、客观性原则、充分表达（充分反映）

原则、一致性原则等。

具体准则（核算准则），是 以 企 业会 计 为主体

（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的会计业务处理规则，

如：会计科目及其使用方法、会 计凭证、会计帐簿、

记帐程序和记帐方法、资金核算、成本计算、财产清

查、会计报表及其编制方法、会计报表分析、会计检

查、会计档案保管、销毁办法等。

补充准则，也可称为附则，是前面 条款不宜规定

而又必须规定的补充性准则。其中，一部分指具有中

国特色的会计准则，如：统一性原则、计划性原则、

真实性原则、政 策 性 原 则、民 主性原则、保护性原

则、经济性原则等；一部 分指某 些特 殊 行业（如保

险、租赁等）和某些特殊会计处理问题（如承包、 出

租等）以及非企业会计为主体的会计处理规则。

双增双节
立足双增双节  

挖掘企业内 部潜力
无锡微电子联合公 司

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是直属机械电子工业部领导

的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的联合企业，今年以来，

在市场竞争激烈，原、燃料涨价，资金外汇紧缺，电

力供应不足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公司通过深入开展

双增双节运动，挖掘内部潜力，克服重重困难，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产值、利润计

划双过半的目标。

（一）抓形势分析，统一思想认识，开展双增双

节

今年初，在总结去年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

我们组织职工认真分析了公司1989年科研、生产经营

形势。我们预计到公司1989年将 会遇到四 大 突出矛

盾：一是产品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矛盾；二是公司增本

减利与增加效益之间的矛盾；三是生产发展与资金来

源之间的矛盾；四是公 司正 常 生产与电力供应的矛

盾。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困难，怎 么办？我们在形

势分析中认识到：困难到处有，没有救世主，企业要

发展，全靠职工干。生产任 务 不 足，要 靠推销、增

产；增本减利因素增加，要靠内部消化；资金外汇紧

缺，要靠增收节支；电力供应不足，要靠调荷节电。

总之，要靠双增双节，要靠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企

业的精神。鉴于这一认识，我们认真制订了全年双增

双节目标，并动员广大职工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共

渡难关。在动员中，全公司还开展了“地位和责任”、

“企业潜力在哪里”的大讨论，号召广大职工从我做

起，深挖潜力，开源节流，多做贡献。

（二）抓目标管理，落实承包合同，确保双增双

节

为了确保完成全年双增双节总目标，我们紧紧围

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开展了目标管理，把

全公司双增双节总目标分解成经济效益、技术开发和

产品质量、技术改造和重大工程建设、企业管理、生

活福利等 5 大类42项小目标，分别下达到各科研、生

产部门和机关处室，并按照责、权、利统一，整体与

局部统一的原则，与各科研、生产部门签订了41份不

同形式的承包 合 同 书，全面 落实了1989年双增双节

目标。
在落实公司经营承包责任制时，为了更好地调动

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科研、生产的发展和双增双节运

动的开展，我们根据科研、生产部门的不同特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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