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实际出发  改革生产队的会计工作

吉林省扶余县农业局经营管理组

编者按：扶余县农业局经营管理组，从生产队的实际出发，根据 “简明适

用，易学易懂”的原则，对生产队会计工作的记帐方法、帐簿格式和记帐手续

进行了 改革。从十多年的实践情况看来，改革后的效果是好的，易学、易懂、
易做，简化了手续，节省了时间，受到群众的拥护、领导的好评。但是，也 还

有问题需要研究改进。任何一种改革，开始时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可以 在实

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介绍扶余县的经验，目的是供各地在研究改革生产

队会计工作时的参考。

生产队会计，以什么为记帐主体，采用什

么记帐方法，设计什么样的帐簿格式，做到既

能如实反映客观实际，又能为广大干部群众所

理解，这是多年来农村财会战线所争论的一个

重要问题。
我县于一九六二年初，在生产队会计工作

改革上，曾作了大胆的尝试。根据“简明适用，

易学易懂”的帐改方针，从生产队的实际情况

出发，对生产队的会计工作进行了全 面的 改

革。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记帐方法

将原来以钱物为主体的收付记帐法，改成

了以帐户为主体的收付记帐法。多年来的实践

证明，改革记帐方法问题，首先要解决思想认

识问题。有什么样的认识，必然有什么样的方

法。过去多次改革记帐方法，总是围绕一个以

什么为记帐主体的问题，变来变去总是从会计

对象中抽出一项或几项作为主体，把它推崇到

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它统帅一切，用主体帐户

的收付去衡量其他一切帐户的收付。弄不清楚

这个基本问题，就记不好帐，看不懂帐。对这

个问题，开始我们并不理解，在调查中我们列

举了十几项经济业务，用几种记帐方法进行对

比记帐，发现有的记帐方法不是把收付弄颠倒

了，就是记帐公式难以掌握，同收同付，夹着

有收有付。以现金为主体的记帐法，只能正确

反映现金的收付，不能正确反映实物的收付，
将实物入库记成付出，实物出库记成收入；以

钱物为主体的记帐法，只能正确反映钱物的收

付，不能正确反映人名帐户对于钱物的收付和

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几种收付记帐法，同样都

是在收入人名下记付出，在付出人名下记收入。
干部群众有意见，说会计是外国的洋先生，竟

记颠倒帐。还有的干部说：“会计记帐为什么不

来个袖子里吞棒槌——直出直入。”根据群众的

意见，我们反复进行了研究，在总结几种记帐

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把以一个或几个钱物帐

户为主体的钱物收付记帐法，改为以全部帐户

为主体的收付记帐法。它的基本内容是：以帐

户为主体，以资金为内容，以“收付”两个字

反映帐户对资金的收付事实，而不是只起符号

作用。根据客观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原理，和

资金运用 =资金来源的平衡公式，按照复式记

帐原理，把一个经济事项记到两个以上的有关

帐户中去，那个帐户收，就在那个帐户记收入；

那个帐户付，就在那个帐户记付出。也就是资

金从那里出来，那里记付，资金到那里去，那

里记收。举例如下：

1.生产队以现金买马，会计分录是：

库存现金帐户记付；固定财产帐户记收。
（平时不立即冲转公积金，年末一次 计 算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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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2.生产队从银行贷入现金入库，会计分

录是：

银行贷款帐户记付；库存现金帐户记收。
3. 社员张三还欠款，当即偿还社员李四

的存款，会计分录是：

张三名下记付；李四名下记收。
4. 收到粮食部门预购粮款，当即存入信

用社，会计分录是：

粮食部门帐户记付；信用社存款帐 户 记

收。
5.库存大豆种籽投入生 产，会计分 录

是：

库存物资大豆帐户记付；农业费用帐户记

收。
6. 生产出大豆入库，会计分录是：

农业收入帐户记付；库存物资大豆帐户记

收。
从以上六项会计业务的处理，可以看出这

种记帐方法对应关系明确，符合资金运动的方

向，符合人们在生活中对资金收付的概念。与

其他几种记帐 方 法比

较，公式简单，收支概

念清楚，道理明确，直

来直去，好学易懂。

第二、改革帐簿

格式

实行帐簿表格化。
帐簿是会计核算的主要

工具。记帐 方 法 再 简

单，帐簿格式不改进，记

帐手续仍然不能简化。
不少群众反映：“帐本一

大堆，一本用不上几页，
年末就白瞎。”有的会计

由于帐本 多，层层抄

录，帐与帐的关系弄不

清楚，经常出现帐帐不

平，错帐差帐。有的社

员给会计编了个顺口溜，叫做：“会计真够呛，
整天忙记帐，单据摆满桌，帐本一大炕，帐帐

整不平，懵懂带转向，队长干着急，有劲使不

上。”生产队的帐目，必须从生产队的实际出发。

一个生产队一般只有三、五十户，有经济往来

的单位和个人不到百家，上帐的大宗财产不过

百样，一年发生的收支单据不过千张，真用不

着那么多的帐簿。因此，在帐簿设置方面，我

们本着：“单据不重开，帐本不重设，同类在一

起，样样有分项”的原则，将三栏式的多本分

类帐，改成了多栏式的 “一本分类帐”。这本帐

既是总帐又是明细帐。实行科目编组，将同类

科目放在一起，使总分类核算和明细分类的核

算反映在一个帐页上。例如：各种固定资产在

一个帐页；各项库存物资在一个帐页；各项费

用在一个帐页；各项生产收入在一个帐页；各

项公共积累在一个帐页。在帐页头上印上科目

名称，会计记帐如同填表，这样用一本帐代替

了原来的多本帐。记帐、看帐、查帐都非常方

便，达到会计记帐满意，领导和群众看帐满意。
帐簿格式是：

此格式用于：实物资金各科目，空白栏填写明细帐户名称。规格是：十六裁对开横印

（下式同），每对开页可记载20个明细帐户。

此格式用于：各项积累、各项费用、各项收入等科目，空白栏填写科目名称，发生时用

兰字，冲减时用红字。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由于浇铸工序精打细

算，铁水利用率高，冒口上大搞技术革新，采

用发热冒口代替普通冒口，使每吨铸件节约铁

水200—300公斤，再加以注意造型质量，废品

大量减少。这些成果汇集起来，不仅全部补偿

了熔炉组丧失的产量，还使反映最终产量的成

品率转化为先进（59.4% > 50.0% > 39.8% 。

在车间评比分析的基础上，应继续深入开

展熔炉、造型、浇铸、清砂等工序各班组的群

众性评比分析活动，不仅可以查明旬内各日的

增产节约情况，还可弄清节约或浪费的各种思

想或技术方面的原因，开展对口工种互帮互学

活动，使比、学、赶、帮、超运动一浪高一浪

地推动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此格式用于：现金、存款、各项往来，收益分配与税收等科目。

第三、简化记帐手续，实行以原始单据记

帐。

过去会计记帐都用四种传票，把许多性质

不同的原始单据汇总在一起，层层汇总反复抄

录。不仅手续麻烦，而且看不出每一笔经济事

项收支的详细情况，干部说是“糊涂帐”，社员

说是“一把撸”。这种记帐程序适合较大的厂矿

企业使用，不适合生产队使用。特别是传票，
就更不适应生产队了。财会人员多的单位，可

以用以传来递去，分别办理手续和记帐。生产

队会计，里里外外一个人，他和谁传，和谁递

呢？使用传票记帐，有些生产队的传票张数超

过了原始单据的张数。社员说：“这是一个马戴

两个笼头，真是有钱没处花”。为了克服这种现

象，进一步简化记帐手续，根据生产队业务少，

单据不多的特点，改为用原始单据直接记帐。

在每个凭证上，加盖记帐戳记，标明记入某个

帐户的收方和某个帐户的付方。这样就由过去

每发生一个会计事项，要经过几道记帐程序，

减少为只有一道记帐程序，而且笔笔看得清楚。

第四、改革后的实

际效果

我县改革生产队的

会计工作十多年了，在

实践中收到了显著的效

果，不但得到了县领导

和群众的拥护，也受到

了省、地有关领导和同

志们的好评。它的主要优点是：会计好学，群

众易懂。过去的情况是帐本多，帐务程序多，
记帐公式多，登记笔数多，会计难学难记，群

众难看难懂。同时，帐户分主体和非主体，记

帐分同收、同付和有收有付，一项经济业务既

涉及主体帐户，又涉及非主体帐户，各有不同

的记法，一时弄混就出现错帐。会计怕记错，
手拿单据背公式，社员说会计在 “念咒”。改革

后易学、易懂、易做，有的公社办会计训练班，

一天学记帐，一天学制度和计 划，两天 就 结

业。由于简化了手续，节省了时间，会计一般

都不占用劳动时间记帐。群众查帐、看帐也非

常方便，有的群众称赞改革后的帐本说：“打开

是个表，合上是本帐，同类在一起，样样有分

项，查看容易找，人人都懂帐，开会携带它，
不怕要情况。”这就为培养会计和民主理财提供

了方便条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还存 在 一些问

题，既有认识问题、习惯问题，也有实际问题。

我们相信，只要上下努力，共同研究，一切问

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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