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修之友坚 持 自 学

  奋 勇 攀 登

——介绍自学成材的青年会计孙宪生

马儒冠  梁华民山西省财政厅

在山西省青年自学成材经验交流会上，榆次市综合

机械厂会计孙宪生同志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

扬。共青团山西省委已授予他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

号，山西省经济技术研究会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吸收

他为正式会员，并推选他出席了全国青年自学经验交

流会。
孙宪生同志今年27岁，初中毕业后在农村插队，

1973年参加工作即分配他当会计，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水

平不高、资历不长、未受过会计专业教育的新兵。可是

他为什么能迅速成材呢？用他在大会中的话说，就是；

“坚持自学，确定目标，克服困难，奋勇攀登。”了解

他的同志都说，他有一股顽强的毅力，有甘为财会工作

贡献青春的决心。
孙宪生少年时的夙愿是上大学深造，大学刚恢复招

生考试，他就积极报考，后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如愿。
他曾痛苦、徬徨过，但当他想到吴运铎、保尔·柯察金

和古今中外许多有成就的人并没有上过大学，同样能对

社会、国家和革命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时，他不再痛

苦、徬徨了。他作出了这样的规划：我腿虽有残疾，但

身残志不残，只要坚持自学，奋发图强，同样可以为四

化作出贡献。决心既下，就立即行动起来，他写信向山

西财经学院买了一套高等院校的工业会计专科教材，开

始了系统的自学。
有人说，会计就是十个数字搬家，没有多少东西好

学。孙宪生起初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自学一段以后，
他就深刻地认识到，会计是一门科学，它反映和监督企

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企业经营成果的反映、分析、预

测以及制定各项经济决策，都离不开会计。他认为会计

工作的学问深得很，越学越爱学，越学越感到自己的知

识不足。上班时间工作很忙，只能在业余时间学习。为

了合理地安排业余学习时间，提高业余时间利用率，他

按照运筹学的原理，把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尽量用到

学习上。四年来，除了过春节，他从来不看电影和戏

剧；家里有台电视机，也很少开过；他在农村插队时爱

下象棋，算个小棋迷，自从迷上财会专业学习之后，他

就不再下棋了，由棋迷变成了自学迷。他不爱穿戴，也

不讲究吃喝，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压到最低限度，以腾

出时间学习。他家离厂十几里，骑车走一趟要用半个多

小时，他就在办公室搭个铺，早晚不回家，以挤出时间

学习。厂里没有食堂，家里让他带挂面，他说喝粥最省

事，只拿了点大米，下班后把饭盒放在火炉上，就学习

去了。不知有多少次粥熬糊了，他都不知道，有时同志

们告诉他饭都烧焦了，他才恍然大悟。就这样，他每天

早晚坚持学习四、五个小时，加上节假日挤出的时间，
每年自学时间不下两千个小时。几年来，他学习了十几

本会计、财务、财政、经济等大专院校的教材和学术专

著，还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写出了《降低产品成本的

途径》、《联合是加速工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等十六

篇论文，共七万余字。
专业知识有了提高以后，孙宪生同志又感到不懂外

语所带来的学习上的局限性，于是他又决心攻外语关。
这样，时间就更紧张了，中午回家吃饭的路上他 背单

词，上厕所也拿着外语书看。有人在背后说他是书呆

子，他就是凭着这股“呆子”精神，在二年多的时间内，
坚持学完了上海日语广播讲座 1 — 4 册和湖南大学、天
津大学的日语教材，并借助工具书，译出了日本东京大

学齐藤静树教授的 《会计理论的方法与基础概念》 和

日本一桥大学番场嘉一郎名誉教授的《 企业 会计原

则》。最近晋中地区科技协会速成日语班举行毕业考试，
他没有参加学习，但要求参加考试，在170名考生中，
他第一个交卷，以84.5分的优异成绩受到科协的表扬。
日语学习有了一定基础以后，他又开始自学英语。在晋

中地区会计学会举办的在职会计人员中级培训班英语

考试中，他名列前茅。在晋中地区会计师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测验中，孙宪生同志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顺利

地进行了答辩，受到地区评委会的一致好评。
孙宪生同志的自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对问题总

是追根求源，打破砂锅问到底，遇到难点疑点，从不轻

易放过。会计学科有些内容是比较抽象的，加上他全靠

自学，困难是很大的。但是他从不惧怕困难，遇到问题

首先自己反复琢磨，解决不了的，就利用一切机会向内

行、专家请教。他曾登门拜访过不少会计师、教师和教

授。人民大学王庆成副教授到山西讲学，他就抓紧机会

当面求教。他对书刊中的某些内容看不懂或有不同看法

时，常通过书信求教和商榷。孙宪生同志的学习很注意

理论联系实际，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多已在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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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应用，发挥了作用。他所在工厂的《 企业管理制

度》、《职能科室权责》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等规章

制度，都是他起草的。该厂实行经济责任制后，他又结

合生产实际，拟定了各种经济责任制度，如：钢管生产

车间实行了联产计工超产按质提奖制度，电瓶车间、电

瓶充修车间的利润包干结合提奖制度，管理人员按利润

包干指标考核、实行浮动工资制度等等。为了使利润包

干指标具有科学的依据，孙宪生同志先用A BC 分析法和

巴雷特分析法抓住企业的主要矛盾，然后用 G·路德巴

克Ⅲ、F·多米尼克所著《管理会计》中介绍的方法，对

本厂主要产品一钢管，进行了产品—成本一利润分析，
找到了本厂保本点的产量、成本、利润数据及其变化规

律。去年下半年试行了联产计工超产按质提奖责任制，

全厂经营管理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榆次市经委曾把

这个厂的经验在全市推广。
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在专家和同行的帮助下，

孙宪生同志在会计园地里茁壮成长。1980年山西会计学

会主办的工业会计专修班，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

参加了整理标准答案和评阅试卷工作；1981年地区举办

会计培训班，聘请他担任初级班《会计原理》和《工业

会计学》的教学工作，并在中级班作了《应用管理会计

方法，为经济决策提供可靠信息》的专题报告。一些老

同志深有感慨地说：前几年我们辅导过孙宪生，现在我

们有些问题要请孙宪生来辅导了。
在谈到下一步打算时，孙宪生同志说：我们在编制

企业生产财务计划时有一种滚动法，我也要给自己规划

新目标，提出新要求。他准备系统地学习高等财经院校

会计专业本科应学的各门课程，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同

时，要写出几篇具有一定水平的论文和工作报告。在企

业经营预测和决策中，要当好参谋和助手，努力学好高

等数学，掌握概率论，矩阵法、线性规划等，为开展价

值工程创造条件。他还准备进一步熟练地掌握日语和英

语，闯过笔译关。
孙宪生同志牢记董老的教导：“古云此日足可惜，

吾辈更应惜寸阴”。他正在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

行学习，向更高的目标奋勇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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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1981年第7期、第11期曾就

财会专业函授教育的问题，介 绍 了

一些情况。但是，仍有不少读者 继

续来信询问或要求介绍这方面 的 情

况。现根据财政部人事教育司提 供

的财政部直属五所财经院校 1982 年

招收函授生和夜大学生初步安 排 的

情况（正报教育部审批），简介 如

下：

湖北财经学院  负责中南地区的函授

教育，下设八个函授站，即河南省郑州函授

站，设有工业统计专业；湖北省武昌函授

站，设有农业会计专业；武汉市函授站，设
有工业统计和商业会计两个专业；湖南省

长沙函授站，设有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两

个专业；广西南宁市函授站，设有工业经

济、农业会计两个专业；广东省广州市函授

站，设有商业会计专业。1982年初步安排

上述函授站各专业招收700名函授生。
辽宁财经学院  负责东北三省的函授

教育，暂设大连、沈阳、哈尔滨三个函授站，开 设工

业会计、商业会计、工业统计、商业统计四个专 业。
1982年初步安排上述三个函授站的四个专业共招收700

名函授生。

江西财经学院  负责江西省和西南地区的函授教

育。1982年计划在江西省和西南地区共招收工业会计函

授生600名。各省区函授站的地址和专业设置尚待商定。
上海财经学院  负责华东地区（江西省除 外）的

函授教育。目前只在上海开办夜大学，俟条件成熟后

再开办函授教育。1982年夜大学计划招生450人，开设

有工业、商业会计、财政、工、商业经济、工业统计、
金融等专业。

中央财金学院  负责华北、西北地区的函授教育。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1982年初步安排两个地区共招收

函授生1，200人，计划开设财政、金融、财务会计等专

业。各省区函授站的地址尚待商定。
以上五所院校1982年共计招生3，600余人，加上原

有人数，预计到今年年底专业函授生和夜大学在校人

数可达到8，000多人。虽然仍不能满足广大财会专业人

员进修的需要，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已尽了很大的 努

力。
1982年五所院校函授和夜大学招生时间，与各大专

院校统一招生时间大体相同，届时，愿意参加学习的

同志，请直接与有关院校或函授站联系。
另外，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如有举办财会专业函

授教育的，希望告诉我们，以便沟通情况，推动财会专

业函授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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