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了三遍，我也抄了三遍。1982年底，这 本书由我

校出版，可以 说，这主要是 他的 功劳。后 来，杨老又

给我 借了一本名 为 《 国际审计准则》 的书，涉及到九

个国家的 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 内容，我望 而生

畏，顾虑重重，但杨老 鼓励 我，鞭 策我。望 着他那期

待的眼神，我 终于豁出去了！我承认，这 本书译得较

差，象澳大利亚的 政体一章，有一半是红的，那都是

他校改的。杨老 把我译的美、 日、澳三个 国家的审计

准则 推荐在《 经济管理译丛》 上 发表了。当我看到自

己的名字时，不禁脸红 了，那其实是杨老译的嘛！

杨老对青年人事业上 的关心 是 无私的。杨老治学

严谨，工作 兢兢业业，也许我 是得了他的 “好处” ，

所以 才赞不绝口 ，你最好 见 见同杨老在一个 教研室工

作的李成章老师。

李成章老师 也是服从 安排，随 杨老 改教 审计的

（他现在 是会计系主任）。谈到杨老， 他的 赞叹 之情

更是溢于言表——

杨老学 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文 和古文。他

没留洋，但并不排外，而且 对国外的 会计和审计理论

相当 了解。杨老 年过古稀，可依 然精神矍铄，思维敏

捷，写东西一 气呵 成。他 不是写不出 东西 来，而是没

时间写。你听我说一说就知道 了。

1982年下半年，财政部 委托我院 举办 “中澳合作

审计培训班”， 以 促 进我国审计事业的 发展。这个班

所用的 教材是 澳方 编写 的，必须 赶在 9 月 前译成中

文。杨老 带 着我们拚上去 了。几个人，主要是杨老，

奋战了一个暑期，硬是按 期译了 出 来。培训班办 了三

期，期期教材不同，杨老就和我们译了三次。

杨老每天 工作10多个小时，但坐下来写作 的时间

太少 了。他 带了六名 研 究生，教授 《 审计学》 和《 管

理会计学》 ；他 还有一些社会活动要 参加，这也要花

去一定时间。今年湖北省 审计局请他去 讲课，他连讲

了五 次 ， 而且 不收报酬。他常收到 请他审阅文章的信

件、文稿，他还要辅导 毕业生 的论 文！比起杨老， 我

们这些 “小 字辈” 自愧弗如 啊！

我感到一阵快慰和 激动。因为我的采访 对象都能

直抒胸臆，绘声绘 色地向我 描述了一位 “老牛明知夕

阳短，不待 扬鞭 自奋蹄”的老人。我 情不自禁地说：

“杨老，您应当 多写些有份量的著作呀！”

“如 果有 时间，我当 然想写一点 东西。尽管我70

多岁 了。

“你知道，我们的 会计学体系，历 来 都是从会计

凭证起到会计报 表止. 这叫老一套。而 严 格地说，会

计应从会计报表起，接 着才是 估价……我准备写一部

《 高等会计学》 ，对此进行系统的介绍。

“过去我们不 要审计，以 至现在审计人才奇缺，

更无审计教材 供学生使用，所以，编写一本 较完整的

《 审计学》 是我的最大夙愿。

《 管理会计学》 的 研究，这几年有重大 突破，但

大多是 介绍、翻译西方的理论，即使 编写了教材，也

是中国特 色 不够。我想在这一个领域进行一下探索。
“最后的一搏，是 编写一部《 中 国审计史》 ，进

行这种枯燥 而 又必要的工作，是 想为后人研究审计提

供一点方便。

“这就是我的 写作计划！ 可以 说是 雄心 勃勃吧？

但只怕难以 如 愿以 偿哟！”

对一个 年过 古稀 的 老人. 我感到 这个计 划的份

量。但是，杨老炯炯有神的 双眼，节奏明 快的语调，

透出一股感染人的豪气。“您会如 愿以 偿的。” 而且，

您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您 诲人不倦、扶植青年的优

良品 质，不就是一部写在人们心 头上的专著吗？

书讯

《经济大辞典 · 财政卷》

出版发行

本刊讯 1 月18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北京新华

书店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联合举行《 经济大辞典·财政

卷》 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谷城，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财政部、新闻

出版署、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有关新闻出版单

位负责人和部分经济学家出席了会议。周谷城，王丙

乾在发言中称赞《 经济大辞典》 的 出版发行对我国四

化建设和经济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要广为

宣传。《经济大辞典》 编委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于

光远、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 《 经济大辞典》 编委会

副主 任巢峰， 《 经济大辞典》 编委会副主任、 《 经济

大辞典·财政卷》 主编许毅在会上分别介绍了 《 经济

大辞典》 的编辑 出版情况和《 经济大辞典·财政卷》

的编写情况及其特点。
《 经济大辞典》 是 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经济工具

书，内容包括 经济学科的所有分支和经济生活的各个

领域，由于光远主编.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任顾问，国

内有关科研机构和中央有关部门 主持编纂。全书按学

科分20卷，即：政治经济学卷（主编孙怀仁）、中国

经济史学卷（主编陈绍闻）、外国经济史卷（主编樊

亢、郭吴新）、经济法卷（主编顾明）、计划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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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刘国光）、工业经济卷（主编蔡北华、徐之河）、

农业经济卷（主编陈道）、运输邮电经济卷（主编郭

维城）、建筑和基本建设经济卷（主编李震中）、 商

业经济卷（主编郭今吾）、对外经济贸易卷（主编石

林）、技术经济卷（主编许庆斌）、国土 经济·经济

地理卷（主编吴传钧）、 世界 经济卷（主编褚葆一）、

财政 卷（主 编 许毅、沈 经农）、金融 卷（主 编刘鸿

儒）、会计卷（主编杨纪琬、娄尔行）、统计卷（主编

李成瑞）、 劳动·人口·消费卷（主编 冯兰瑞）、数

量经 济 学卷（主编 乌家培）。从1983年 开始 到目前

止， 已先后出版发行的有工业经济卷、 农业经济卷、

世界经济卷、商业经济卷、金融卷和财政卷。其余各

卷将在今后几年陆续出版。除 分卷本外，还将出版合

订本。

《 经济大辞典·财政卷》 既是 《 经济大辞典》 的

一个分卷，又是一部相对独立的专科辞典。全书按社

会主义财政学体系，共收词2366条，包括财经一般、

国家预算、国家税收、固定资产 投资、企业财务、农

业财务、 会计和 审计、中国财政史等八大门类。还有

四个附录：（一）部分国家财政 概况；（二）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法规名称 选编；（三）有关 财政 经济 统计资

料；（四）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它是我国 编辑出版

的第一部财政专科辞典，既反 映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的特色，又反映 我国当代财政学科的 学术水平；既

反映出实践发展下的新观点，也 反映出历史演变过程

中适合于当时情况的各种观点；是一部供科研单位、

教学单位、财经工作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学生自学

使用的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工具书（购买此书者可

直接与上海辞书出版社联系，该社 地址：上海市陕西

北路457号）。

杂

谈

从 财 务 处 长 中 标

当 厂 长 所 想 到 的
理 顺

1987年 9 月 30日， 《 北 京日报》 第一版 报道了一

则消息：北 京市一轻工 业总公 司财 务处处长孙家琦中

标 当 了厂 长。在改革的 春风吹绿 了祖 国 大地的今天，

这则 消息并不引人 注目， 然 而， 正 是它却使我产生 了

许 多 感 触。

在 “文革” 的 日 子里，财 务部门 和财会人员在有

些人的 心心目中似乎是可 有可 无， 因 而 出现 了无帐工 厂

之 类 的荒唐现 象。近几年 来， 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的发

展，人们对财 务部门和财会人 员有 了新的认 识，财 务部

门开始 在企业中占有一席之 地。然 而在有的企业中，

财 务部门仍 被 看作是 记 帐、算 帐、 报 帐、管帐的单

位，财会人员被 看作是忙 忙碌碌的 “算帐先生”，难

得登 大雅之堂， 厂 长、经理 之职 几乎都是由技术或其

它部门的人员升任的。今天，看 到 财会人员中标 当厂

长，挑 起领导整个企业 的 大 梁，怎能不令人兴 奋呢！

它不是一桩 偶 然的、普通的事情，它 预 示 了某种历 史发

展的迹象。当 然， 也 与财会人员具有锐意 改革 的 才能

和 积 极进取的精神 分 不开的。

笔者从有关方 面 了 解 到，早在五 十年代，美国 企

业中管 生产的 部门权 力很 大，那时生产 多少产品 都能

卖出去， 于是出现了以 产 定销、以 生产 为中心 的 管理

格局。到 了六十年代，情

况有 了变化，市场上出现

供过于求的局面，只 有生

产 的 东 西 能 够 卖掉 才

行， 于是权 力的重心移到

了销售部门， 出现 了 以 销

定产、以 销售为中心 的管

理格局。到 了七 十年代，由于市场 竞争，卖得越多可

能反而赔得越 多，于是 人们意识到， 多卖并不一定合

算，赚 钱不能光靠推销，还需精打细 算，降 低成本，

讲究效益，才能提高竞争能力，于 是 权 力的重心移到了

财务部门， 出现 了以 财 务 部门为中心的管理 格局。至

今美国的一些 大的公 司， 如 美国 电话 电报公 司，通 用

电 器公 司、国际商用 机 器公 司， 他们的总经理都是从

财会人员中提升的。

何以 孙家琦能中标 当厂 长呢？ 主要是 因 为他熟悉

工厂的 实际情况， 他如 实 地分析 了厂里的困难，提 出

了 合理 、 扎 实的 治厂 方案。而在许多美国 大公 司的总

经理由 财会人员升任，正 是 因 为财 务部门接触面 广，

视野宽， 能 融 合 各部 门的优势 和 长处，能从总体上

来考虑企业如 何实现最大限度地 获取利润的目的。

由此， 使我联 想到目前我们 有的财会 人员不安心

财 会工作， 认 为财会人员社 会地位低的 问题。如 果我

们的财 会人员都能如 孙家琦同志一样，精通业务. 不

断提高自己的素质，真正 发挥一 个财会 人员的作用，

其地 位 又何愁不能 提高， 财会人 员怎么会没有发展前

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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