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手，提出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合理化建

议，如实反映企业的 经济活动情况，以取得承包人和

上级财政部门的支持。

三、被委派的财 会人员，承包人不准随意更换，

确因工作需要调换工作时，承包人必须向财政部门提

出申请报告，待调查了解弄 清情 况并征求财会人员同

意后给于批复，在未 批准前不准调离会计工作岗位。

四、被委派的财会人员不坚持原则，弄虚作假，

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上级委派部门有权撤销会计职

务并追究其责任。财会人员因坚持原则， 执行国家财

政法令、法规、规章制度，受到承包人打击报复和刁

难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承包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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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0年一些会计

理论工作者提出 “会计管

理”这个概念，并建议在

实际会计工作 中 使 用 以

来， 学术界对财务管理与

会计管理之间的关系讨论

颇多，大有随着会计理论

的发展，“财务管理有被会

计管理取代的‘危险 ’”。

笔者作为一个 具 体 工 作

者，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

粗浅的思考，特提出以求

指正。

一、 “会计管理”的

内容捉摸不定。提出会计

管理的学者并不否认财务

活动的客观存在，只是认

为财务管理的命名 “不足

取”，需要更名或以会计

管理替而代之。可是提出

者自己对会计的职能及作

用没有确切的回答，既认

为传统会计只有反映、 监

督（控制）职能，缺少了

预测、决策等职能；又认

为 “社会进入信息时代，

将开拓会计工作更加广阔

的领域，预测、决策、 控

制、监督将成为会计的主

要职能”。针 对 这 种 论

点，笔者不禁要问，究竟

是传统会计功能不全需要

开拓转移，还是原本功能

是全的而需要更名、替代？

众所周知，自解放以来，

我国实行的对固定资产投

资的基本建设程序，通常

理 解 为基建财务管理的可行性研究、 项目确定、 投资

额控制、 拨款监督等。那么究竟是这一系列财务管理

办 法不属于预测、决策、控制、 监督的范畴， 还是本

身 方法 不科学、 手段不现代化而需要改变？抑或是本

身就不存在？如果说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早己存在，甚

至追溯我国 古 代就讲求理财之道，而会计到80年代才

开拓、 转 移，并使 “会计管理” 成为后起之秀，势必

形成新的会计管理 和老 的财务管理并存的局面， 那么

两种管理职能有何区别？如果仅是更换一个名称， 把

已明确称为 财务管理的内容以会计管理取而代之，究

竟有哪些实际意义？

二、从会计的实际职能作用看，它代替不了财务

管理。会计的定义，按通常的理 解有三种：职务的称

谓、理论方法体系和一项工作。这三者之间是有内在

联系的。会计人员（这 里不是指通常的财会人员或财

务人员）运用自己所 掌握的知 识、 技 能 进 行会计工

作，首先或者说基本上是进行 记帐、 算帐、 报帐，也

就是核算工作。因为 会计工作脱离了核算和反映， 即

观念总结，也就无存在的意义。这一点也是提出和赞

同会计管理论者所肯定的， 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待其它

职能 诸如 预测、 优选、计划、确定、决策、监督、控制，

考核、 评价、 分析、处理……是不是 具 有？笔者认为，

除核算和反映外，其余的 职能都是在此基础上延伸出

来的、 扩展的、 属于财务管理的范畴。因为， 离开了

帐，所谓预测、决策都是空中楼阁。算和 管 虽可结合，

究竟不是一回事。有的学者认为 记帐本身就是管理，

这未免太肤浅了一些。诸如吃光、用光、 分光、 拖欠

公款都是记了帐的， 甚至造假帐也 非怪事，很显然，

这种记帐本身不等于管理。会计管理论者所提出的会

计控制方法，如合法性控制、目标性控制、 群众性控

制、授权控制、 职务 分管 控制、可靠性控制、 财产安

全性控制，除可靠性和安全性控 制部分属于会计核算

和会计检查方法外，其余都属于财 务 管理的范畴。无

论会计的职能作用 或方 法 体系，都不 能 代替财务管

理。

三、 会计并不具有决策职能，决策属于财务管理

的范畴。会计管理论者很强调 事前的决策作用，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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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是完全正 确的。从60年代以

来，人们就已知道计划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的道理，

可是会计管理论者所提出的决策方法，如差量分析法、

决策表法、决策树法、期望损益分析法、市场调查预

测法、网络计划技术法等等，会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很

难运用，更难以做到以决策工作为主，只能提供所掌

握的数据，或提出简易计算结果，供各个相关部门专

司此类工作的人去做。尽管会计人员通过会计数据的

加工可以反映诸如国 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需要

和可能之间、 消费和积累 之间、投入和产出之间、技

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但规划未来，需要将上述诸种

关系进行全局、综合的 考虑，这不是会计工作所能胜

任的。即便在投资决策、生产决策、经营决策、 分配

决策等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的固定资金、流动资金、 成

本、销售与利润、专项基金、财务计划等问题，也只

能赖以财务管理得以解决。

四、会计是为财务管理服务的一项工作，但不能

推论出会计管理。包括财务管理的 诸 种 管 理都以对

人、财、物等的支配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

工作不具备这样的作用，因此不属于管理的范畴。但

如果从会计人员是管理人员的组成部分，会计为财务

管理服务，财务管理不能脱离会计的意义来说，认为

会计工作是财务管理的组成部分，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以此推论出 “会计管理”就似乎 牵强了，因为在企

事业单位中不直接从事管理而是为管理服务的人员及

其工作是很多的。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同属经济核算

的组成部分，统计工作为计划管理 等 诸种管理服务，提

出计划管理易于接受，如改为统计管理也就较牵强。诚

然，也有 “数据管理”的广泛 提法，这不过是凭数据

说话，运用数据进行管理的同义词。这 里作个不太确

切的比喻：一部电影是综合艺术的产物，是剧作者、

导演、 演员和摄影师等很多 专业人 员的共同劳动的结

果。尽管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拍摄，否 则 就不成其为电

影。但摄影师是不能离开剧情、导演的意图、应有的

场景和演员的表现去拍摄的，不然拍了也要被剪去。

那么我们能否把会计的作用理 解 为摄影师运用其技术

（包括理论）从事摄影工作呢？能否把电 影制作和摄

影工作等同起来呢？

当然，笔者也不一味反对 “会 计管理” 这样一个

概念，如果将其指为政府对会计工作的组织、 指导，

对会计制度、会计人员和 会计 工作 的 管理也未尝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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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工作中的 “稳

健原则” ，过去曾被说

成是资本主义会计所特

有的原则， 因而未能在

我们的会计工作中取得

应有的地位，很好地利

用它为发展社会主义商

品 经 济 服 务。笔者认

为，以上的认识具有片

面性， 不尽恰当。特别

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加快和深化， 企业所有

权与经营权 的 逐 步 分

离，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

全面展开和不断完善，

如何评价和认识 “稳健

原则”，如何利用它为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

济服务，已经是社会主

义会计工作改革中一个

不容回避的问题。笔者

不揣冒昧地就这一问题

提出自己的管见，以期

求教于会计界的贤达。

一、 “稳健原则”

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

所谓“稳健原则”，

是指对于某些会计事项

有不同处理方法可供选

择时， 从保障企业财力

不受损害出发，在不影

响合理反映的条件下，

以尽可能选用一种不导

致虚增帐面盈利或夸大

企业权益的 做 法 为 原

则。根据这一原则，对资产 的估价和收益的确定，所

选的标准如果不能完全正确，与其使之失于偏高，不

如使之失于偏低；对于负债的记录，要完全毋 漏；对

于费用与损失的记录， 要宁足毋缺。即所 谓 “要充分

准备有损失， 切勿预计 收益”。

在商品 经济条件下，为 了 维 持 再 生产的顺利进

行， 每个企业都必须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要以一定的

收入足够地补偿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耗费，并取得一

定的盈利， 为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这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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