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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以 注重

经济管理著称于世界的

国家。他们经济管理水平

的先进也是值得我 们 学

习的。会计是经济管理的

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所
以在日本经济界也受 到

了应有的重视。日本会计

理论工作者对国外 会计

的研究精神和严肃 认真

的治学态度也是非常可

贵的。现在我仅就日本九

州大学研究增减记帐 法

的情况，作些介绍，并谈

点感想：

一、日本会计学者重

视“增减记帐法”的研

究

自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人民日报》和《大公报》

报导商业部推广增减记帐法的消息以后，在日本会计理

论界和大专院校经济系会计教学人员中引起很大兴趣。
一九六六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谈谈增减记

帐法》传到日本以后，不少日本学者展开了研究工作。
马场克三教授于一九六七年写了《论中国的新簿记“增

减记帐法”》，吉尔查（Paul kircher）教授写了《会计改

革在红色中国》，高寺贞男教授在一九七一年写了《会计

政策与簿记的发展》。马场克三教授在一九七五年写的

《会计理论的基本问题》一文中也介绍了增减记帐法。
西村明助教授于一九七七年写了《中国增减记帐法的结

构与基础》、一九七八年写了《中国增减记帐法的原理

（道理归纳）》两篇论文。一九七八年四月，西村明助教

授把这两篇论文寄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要求交换 研

究资料。此后，他还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充满日中友好

情谊的来信。热烈拥护我国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

粉碎四人帮，热烈祝贺我国五届人大所取得的伟大 胜

利。并且介绍，九州大学成立了中国增减记帐法的教研

室，准备开展群众性的研究，为了加强中日文化交流，
他们要求同意翻译我国集思编著的《谈谈增减记帐法》

一书。我国有关方面，对西村明助先生这种为了加强日

中友好，扩大文化交流的行动，表示欣赏与支持。
上述情况虽不多，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会

计工作者对学习外国会计经验的虚心、热情和认真的

态度，以及各方面对开展科研工作所给予的支持。相比

之下，就感到我们对国外情况，知之不多，研究不够。

二、日本会计学者重视掌握外国资料

开展科学研究，应当占有大量资料，在这一方面，
日本经济学界和会计学界是做得比较好的，他们掌握了

大量的外国资料。以西村明助教授为例，在上面提到的

两篇论文中，引用我国有关书籍、杂志的材料就有二十

多种，实在值得钦佩。现在把两文中引用的资料名称，
除《人民日报》、《大公报》）外，再例举一些：

《谈谈增减记帐法》集思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出版，1966年。

《会计原理》，高等财经院校教材编写组编写，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63年、1965年版。

《工业会计核算》，中国人民大学工农业会计教研

室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
《工业会计》杂志，1958年第 1 期。
《怎样制定工业流动资金定额》，田椿生编著，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64年。
《生产队会计制度改革经验选编》，农业出版社编，

版农业出版社出版，1966年。
《商业会计》，商业会计编写组编写，上海人民出

社出版，1977年。
《三种收付记帐》，富文业编著，农业出版社出

版，1965年。
《小型工业会计》，山东冷冻机厂、山东省财政学

校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77年。
《农村社队企业核算与管理》，天津财经学院工业

管理系工业会计教研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

年。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

的会计制度》，《经济研究》杂志，1966年 2 月号。
西村明助教授在两篇文章中引 用我国的书、报、

杂志资料就这么多，他们掌握的资料还要多得多。从这

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占有的资料之丰富是我们意想不

到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日本各界对经济研究工作者的

大力支持。举一个例子，商业部财会局写的《我们是怎

样改掉借贷记帐法实行增减记帐法的》一文，并非公开

发表的文章，而是给日本访华代表团的一份资料，他们

回国之后，即复制分送各有关研究单位。
我列举这些材料，是想供有关方面了解日本会计学

界是怎样掌握我国会计资料的。希望我国会计工作 者

向日本朋友学习，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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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面对各院校和会计研究单位在掌握国外材料 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

三、研究会计理论要持科学的态度

研究会计学，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还要有科学的态

度，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发展上看问题。

日本朋友研究我国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下了很大

的功夫。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研究的借

鉴。西村明助教授在他的《中国增减记帐法的原理（道

理归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我们学 习，他

说：“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减记帐法起

着经济管理手段的作用，不仅为城市大 工厂所采用，

也为各地广大农村中的小工厂广泛采用，……当然不能

认为增减记帐法是十全十美的方法，还必须进行改进，

或许会出现更好的记帐方法。但是……增减记帐法在中

国开花，这件事对研究资本主义会计制度及其簿记结构

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我们领会

他这段话就是说，借贷记帐法有研究改进的必要。其实

早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会计学家就进行过这方面的 尝

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任何记帐方法都不是永恒

的。增减记帐法也不是永恒的，它有不足之处有待改进，

将来也可能创造出更好的记帐方法，只要它有 助于我

们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事业的发展都是值得我们欢迎的。现在日本会计工作还

在对中国增减记帐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欢迎他们在

这方面有新的突破。我们也希望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对

增减记帐法做出新的改进，更欢迎创造出更为科学的新

的记帐方法，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会计工作推向前进。
上述情况和意见仅供参考。

杂 谈 我是怎样“关心”财会人员的？

金 一

我是某工厂的厂长，现向大家谈谈我

是怎样关心财会人员的。
千关心，万关心，首先是政治上的关

心。在政治上我处处关心财会人员。比如，

有一次要派一名同志去五七干校，我就派

成本会计老张去。虽然，他再有三个月就

够退休年龄了，并且老伴有病，也不让他失

去到干校的机会。还有些同志申请入党，
我就要他们终生奋斗，至少也要二、三十年

的考验。至于每次政治运动，在他们中排队

摸底，选择突破口，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在工作上我也时时关心。每月十五日，

我一定会去财务科拿工资。至于平时关心

也不少。每逢年终年初或月终月初，正是

会计忙于决算、计划、会计报表的时候，
我都不忘记要他们下车间顶岗位劳动，使

财会人员一刻也不脱离生产劳动。在搞精

兵简政方面，我也注意抓好财务科这个点，
做到三丁抽一，五丁抽三，只要有一、二

名同志看家就行了。在财会队伍建设方面，

我很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车间会计平均每

半年换一批，科室的一年一次大调整。
工作关心，生活上的关心也要事事注

意。前不久，厂分配新宿舍，李会计一家五

口三代人住十平方米房子，按条件他可以

分一单元，因为他是会计，所以没调整住

房。会计嘛，就应该带头反对平均主义，
不要同领导和其它同志比住房条件。何况

我们财会人员有艰苦奋斗的习惯，房子住

小一点也算不了什么。住的方面挤一挤可

以，工资不调也没关系。财会人员虽然工

作多年，工资偏低，但他们会精打细算，
只要节衣缩食也就等于升了工资，不给财

会人员提级加薪也是合情合理。
上述所说，是对一般财会人员的关心。

对那些坚持原则，执行财经纪律和财务制

度严格的同志，我还另给嘉奖，有的给一

顶“大帽子”，有的给一双“小鞋子”，
成绩特别的给一双“玻璃袜”。总之，能

办到的事，我都尽最大努力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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