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函授教育

适 应 改 革 新 形 势

  领 导 重 视 办 函 校

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

我区是个经济发展区，在深化改革、开放搞活方

针的指引下，新行业、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1985年我区只有800多个企业，现已发展到11 000多个

企业，仅区属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就有

5 800多人。为了尽快提高我区会计 队伍的 素质，我

局接受了市财政局交办的中华会计函授分校的任务。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做法。

一、主动取得市区领导的支持，为建校创造物质

条件。

办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无

资金，二无场所，三无人员的困难局面。但我局领导迎

着困难上，首先采取主动向区领导汇报情况，请领导

察看办校场地等方式，求得市、区领导的支持。经过

多方面的努力，共筹 集了资金70多万元，购买了校

舍、课桌和电教设备，为创建中华会计函授分校奠定

了物质基础。
二、充分利用行政部门的力量，确保招生计划的

完成。
学校建立起来以后，又遇到一个生源问 题。现在

大中城市各种“业大”、“函大”、“职大”越办越

多，生源竞争激烈。学校采取依靠行政组织的力量，

保证了招生计划的完成。首先请有关部门的领导来开

会，就函校培训会计人员的目的、意义、办学宗旨以

及教学水平、教学科目等作全面的介绍，求得全区各

局、处、总公司等主管单位领导的支持。同时，学校

还以全区财会人员要在1990年前达到中专水平为目标

来扩大生源，从而保证了八七、八 八两届招生计划的

完成。为了确保招生质量，学校还积极组织了考前辅

导，为了解决边远地区会计人员学习的困难，还在小

红门乡建立了一个辅导站，经过半 年时间的 文化补

习.这个班 在全市 统考中 以优异的成绩被全部录取

了。
三、选调得力干部.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工作。

在实行新的财政体制后，区 财政工作的范围骤然

增大，人员编制十分紧张，但我局仍然抽调了一名副

局长担任函校校长，并调派四名年富力强的干部负责

函校工作。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负责日常教学工

作。同时，我局还组织力量对全区财会人员的年龄结

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进行了调查摸底，针对情况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培训规划。

现在函校已有 四个班的学员，共166人，建立了

两个函授站，有专兼 职工作人员 8人，每个函授站都

配有一套电视教学设备。

四、建全制度，加强管理。

会计函授学校能不能得到社会承认，赢得社会信

誉，关键在于教学质量。学校以严格管理，出色服务，把

住出考率、合格率、巩固率三个环节，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学校除了严格执行市校统一颁布的校规校纪外，还

根据函校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些加强教学管理的补

充规定。如把出勤情况列入学员的总成绩内考核，考

勤分占学员总分的10%。这样，第一学年学员出勤率

就达到96.2%.各班都建立了班委会，由学员自己管

理自己，并协助学校工作人员加强管理。加强管理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严格招生制度，学校严格按照市校

统一规定的招生标准录取学员.对不够录取分数线的

考生决不录取，坚决堵塞走后门，保证入学学员的质

量。

严格考场纪律。在期中、期末考试时，每班都有

四名教师监考，并规定 了对 作弊者的 处分，一经发

现，即按处分规定坚决进行处理。

五、电教、面授、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学校针对学员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的差异，采取

了电教、面授、辅导相结合 的教学 方式。在电 教课

上，要求学员认真听讲，记好笔记。由于课本上的作

业题内容繁多，为了便于学员有重点地练习。学校把

每门课程进行了分类，有重点的出了一些测验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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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填空、选择、简答、论述等多种形式，让学员带回

家去解答。这样。使学 员进一 步巩固了所学到的知

识。平时，学校对每个学科都定期安排了测验和模拟

考试，以了解学员掌握知识的程度，并针对存在问题

加强辅导，不仅督促了学员刻苦学习，也为期末结业

考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学员普遍反映难度较大的语文、数学课，学校

聘请了有丰富经验的大学讲 师来 校作专题讲 座和辅

导。并增加了课时，增加了面授时间，增加了基础练

习。同时还把教学进程放慢，争取让每一位同学都弄

懂弄透。另一方面，还为一些只 有初中程度的学员补

习高中课程。另外，还在同学中开展互帮互学活动，

由一些学习好的同学帮助基础较差的同学。学校还坚

持使用总校发的“质疑卡”，要求学员把不懂或不理

解的问题都记在卡上，交给辅导老师解答。

六、为学员排忧解难，免除后顾之忧。

函校学员多是在职职工，且80%的学员都已结婚

成家，其中年龄最大的45岁。这些人在单位多是业务

骨干，既要做好工作，又要料理繁重的家务，三年中专

学习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艰苦的。面对这些肩挑生活、

工作、学 习三付重担的特殊学员，学校不仅要抓好教

学，还要在工作、生活上为他们排忧解难，免除后顾

之忧，才能使他们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确保合

格率。

学校首先抓了后勤管理工作。开学了，学员们的

饮水和午餐问题还没有解决，工作人员就自己动手为

学员烧水、热饭。冬季快到了，工作人员多方奔走，

终于在入冬前解决了教室的供暖问题。学校还购置了

修车工具，义务为学员修车，打气、保养车辆。为丰

富学员们的文体生活，学校购置了乒乓球台、象棋、

围棋、羽毛球、跳绳等文体用品；还组织学员郊游。
一位学员的住房坏了，思想压力很大，学校积极与学

员单位，房主和房管部门联系，协助把房子修好，使

这位学员能够安心学习。
为了解决学员工学之间的矛盾，学校建立了定期

走访学员家庭和所在单位的制度，经常组织学员和有

关单位的领导座谈，听取 意见，研 究解 决存 在的问

题。如有位学员因期末考试课时增加，影响了工作。单
位领导对此不满，想停止他的学习。学校立即找单位

领导做工作，指出学员因学习影响工 作是不对的，但

学校期末考试课程多
、
时间紧、难度大，也是事实，

希望单位领导予以谅解，并表示 今后学校要注意安排

好考试，尽可能不影响 工作。最后单位领导欣然同意

该学员继续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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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推行企业承包经

营责任制，目前已初步实

现了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

营权的分离。通过国家和

企业利润分配关系上的变

化，进一步调动了企业的

积极性。随着改革的不断

深入，承包经营过程中的

行为短期化和包盈不包亏

的现象也渐渐暴露出来。

为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

界和企业界都作了许多有

益的尝试和探讨。
《 财务与会计》 1988

年第12期刊登的李景新和

薛成秀《 谈谈承包企业试

行资金分帐问题》 一文中

提出：承包企业试行资金

分帐制是解决承包企业负

盈不负亏、克服企业行为

短期化的必要措施。实行

分帐制后，对企业税后利

润，按照国家和企业生产

资金的比例进行分成。对

此，我谈一点不同看法。

企业试行资金分帐制

并不能真正解决承包企业

负盈不负亏和行为短期化

的难题。国 务院 发布的

《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

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中已经明确 “企业资金属

全民所有制性质”。国家

对企业资金拥有实际所有

权，所谓企业资金自补未

完成承包任务，实际上是

将国家分给企业的资金又

还给国家。很明显， 这是

一种在保护承包者既得利

益的前提下物归原主的做

法，不仅没有赋予承包者

以压力机制和风险机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承包者的风险和压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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