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算得上是罗马 会 计 的 一大 特点，但并不具备普遍

性，更不能代表会计发展的趋势。当 时，人们习惯于

采用单式簿记法，还没有采用复式帐法的普遍要求。

因为，单式簿记法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

主要采用的记帐方法，对于反映和监督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活动过程，它具有更大的适应 性。所以，代理

人簿记思想在古 代 罗马 仅 仅是少量的、 零星的，而

且，它扎根于奴隶制经济的土壤， 没有利润性商业和

能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的滋润， 也没有先 进的计算技

术的扶植，因而根不深、叶不茂，更不可能硕果挂满

枝。 （作者单位：国家审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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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论坛 防 为 上 策

王冬桥

财务大检查中查出来的问题， 令人感慨 万千。对

于经济领域内的违法者，轻者批评 教育，重者给予警

告、罚款，甚至绳之以 法。这样做，对广大干部和群

众进行法制观念、 政策观念、 党风党纪观念、国家利

益观念和全局观念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 仅仅

如此，我认为还是很不够的。

我国东 汉 史 学 家荀悦在《 申鉴·杂言》 中道：

“进忠有三术：一日防；二日救；三曰戒。先其未然

谓之防，发而止之谓 之 救，行 而 责 之谓之戒。防为

上，救次之，戒为下。”他的这段话，我 认为，今天

仍可借鉴。对于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问 题，采取“戒”

和 “救”固然很重要，但总不如 “防”的效果好。因

为，亡羊补牢虽好，但终归有亡羊之失。其他的暂且

不说，每次大检查花费了国家多少人力、 物力！ 倘若

我们把这些人力、 物力用在进行学法、懂 法、 守法、

执法的教育上， 在羊未 亡 就 先 加 固 “牢” ，岂不更

好！

由此可见， “防”确 在“救” 和“戒” 之上。田

纪云副总理指出，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决

不只是为了多收几个钱的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制止

违法乱纪现象，改进工作。这 里面就包含着 “防”的

意思，即防止以后再出现违法乱纪的 现 象。可见，防，

实为上策。

当然，我们强调 “防”，并 不 是 不 要 “戒”和

“救”， “戒”和“救”是 “防”的必要补充 和可靠

保证，如果我们对 “防”不到的问题，不采取“戒”

和“救”，不严肃处理，那么，“防”就成了 一句空

话。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改革要坚持，不正之风和违

法乱纪要坚决纠正和制止，两者 相辅 相 成，互相促

进。这里就指出了 “戒”和“救”的重要性。

防，是重要的，根据大检查中查出来的问题，我

认为防的最好办法是：

一、建立健全必要的法制和规章制度，做到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

二、 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常进行法制观念、政策

观念和全局观念的教 育。当 前，特 别 要做 好《 会计

法》 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使《 会计法》 成为财会

人员的“尚方宝剑”；

三、加强税务、财务、 物价等部门的干部队伍建

设，加强共产主义思想及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开展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好财会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

工作，提高财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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