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是确定各单位经济责任的完 成情况，使责权利结合

得更紧密。经济责任制决定责任会计的必要性，责任

会计又促进经济责任制进一步完善；而企业之间和企

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多种形式，又决定了责任会计的

灵活多样性。

财务会计是以企业资金运动为对象，对企业生产

经营过程进行记录、计算汇总、报告和分析的管理活

动。

责任会计是基础，决策会计是重心，服务会计是

归宿，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组成一个企业会计

的有机整体，共同发挥对生产经营过程的控制和观念

总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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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位分节的一点异议

张文焕

财务会计人员长年与数字打交道，快速准确地识

别数字，对于提高核算管理工作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但是，目前数位分节通常采用的是三位分节

法，从个位数 起 每 三 位数分为一节，会计上使用的

凭证、帐页、报表也是比照上述的做法印制的。这种

分节方法对于识数和读数（特别是多数位的大数）很

不便利，人们很难迅速准确地确定一个较大数字的最

高数位和其他数位，往往会造成识数 和 读 数 上的差

错.不少人为了准确识别一个较大的数，不得不从低

数位向高数位逐个数，直至确定最高数位 后才能读出

数来。这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无疑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的问题，是因为目前数位的分节方

法与数学中关于数位分级的规则相脱节而致。

在小学的数学课本中关于数的认识，是把数位分

为 “个级”、 “万级”和“亿级”的，个位、十位、

百位、千位 属于 “个级”；万位、十万位、百万位、

千万位属于 “万级”；亿位、十亿位、百亿位、千亿

位属于“亿级”。按照这个规则，读仅 含有个级的数

时，把各个数位的数字按照从高位到低位的顺序，将

数位的名称读出即 可，如 数5 786.其中的 5 、 7 、

8 、 6 分别为个级数位中的千、百、十 、个位，可读

成 “五千七百八十六（个）”，（无名数可以将其单

位看成是“个”，但可以不必读出）。读 含有 万 级

数位的 数字 时，可以先把万级数看成是以万为单位

的数字，按照个级数的读法再加读一个“万”字，如

57 860 000，其中的 5 、 7 、 8 、 6 分别为万级数位中

的千万、百万、十万、万位，读时可先把万 级数位的

“5786“按照个级数的读法读成“五千七百八 十六”，然

后再加读一个“万”字，即读成“五千七百八十六万”。

如果个级数位中还含有除零以外的其他数字，在读完

万级数后紧接着再把个级数读出即 可，如57 865 786

可读成“五千七百八十六万五 千七百八十六”。按照

同样的道理，可将含有亿级数位 的578 600 000 000读

成 “五千七百八十六 亿”，如果万级和个级数位中还

含有除零以外的其他 数字，仍可在读完亿级数后紧接

着读出万级数与个级数。

从以上数字的读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则，即

一个数字中的各个数位级别，如撇开各级别的单位来

看，每个级别均是按照“个、十、百、千”的顺序从

低数位到高数位排列。亿级数可以读成“ ×千 ×百 ×

十 ×亿”，万级数可以 读成“×千 ×百 ×十 ×万”，个

级数可 以 读成 “ ×千 ×百 ×十 ×（个）”。如果我们能

够按照划分数位级别的办法将每四位数为一节，即每

一个数节包括一个级别的数，这样，对于任何一个较大

的数字都能很快识别该数所包含的级别和数位，也能

够迅速地、准确地读出该数。我们可以578 657 865 786

为例，如果按照 划 分 数 位级别的办法可把该数分为

三个数节，即5786，5786，5786。经过分节后可明显

地看出该数含有个级、万级、亿级三个数位 级别，每

个级别的数均从高数位到低数位有规则地按照“千、

百、十、个”的顺序排列，亿级数为 “五千七百八十

六亿”，万级数为 “五千七百八 十六万”，个级数为

“五千七百八十六（个）”。连在一起看，放 在一起

读，我们也可以迅速、准确地读出 “五千七百八十六

亿五千七百八十六万五千七百八十六（个）”。如果

我们按照习惯的办法，即 每三位数分为一节，把该数

写成为578，657，865，786.这样既增加了数的节数，而

且每节的数位不呈规则，给识数 读 数 增 加了不少麻

烦，不少人不得不从个位开始向高 数位逐个数，直至

数完最后一位数才能确定最高 数位。目前市场上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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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凭证、帐页、报表也都是按照三位 数一节划分

数位，尽管凭证、帐页、报表中有印好的数位标志，

但是图（一）的表示方法，终归不如图（二）的表示方

法显得有规则，好识别，容易读。因此，笔者不揣冒

昧地建议：为了方便识数和读数，减少识数和读数中

的差错，提高工作效率，数位的分节应当比 照数位级

数的划分办法，即每四位数分为一节。会计上使用的

凭证、帐页、报表也应当比照这个办法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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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才会计

丁英杰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仅促进了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市

场体系更加完善。社会 主 义市 场 体 系包括：商品市

场、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金融与资金市场、以

及人才市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稳步发展，有力地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就人才市场中有关

人才会计 问 题，做些探讨。

（一）人才会计产生的客观依据

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必须是客观与微观的统一，

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增加社

会财富和实现社会价值增殖的统一。当年世界各国之

间的竞争就是技术的竞争，知识的竞争、劳动力（体

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素质的竞争，因此，各国都

在增加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智力投资，以便提高竞争

实力。近几年我国在国家财力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千

方百计提高智力投资，每年智力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

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此举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增长

的根本措施。

我国教育投资通常表现为教育经常开支费 或教育

事业费（按在校学生人数拨给 教育 单 位的称“人头

费”）和教育基建费两大部分。普通教育单位，学生

每学期交纳一 部分杂费，中高等教育单位的学生不交

纳任何费用，而且还享受奖学金、助学金，用人单位

免费用人，教育单位不计算教育成本。人才市场出现

后，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单位为了培 养一名合格

的汽车驾驶员，在培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要向培训

单位支付培训费1 500元左右。又如：各地办的走读高

等学校，学生毕业后不包分配，实行有偿分配，当用

人单位根据需要引进急需人才时，要向学校交 纳培训

费。这样，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不成文的 规定。另外，

中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时，除一大部分按国家计 划分

配外，还有一少部分是有偿分配的，除此 之外，有的

学校还担负了各种代培业务。上述情况，支 付费用的

标准是怎样确定的，是否需要有个客观标准呢？完成

以上任务须人才会计加以 核 算，衡 量 经 济效益。因

此，人才会计的建立是客观需要，是社会主 义国家特

有的专业会计学科。

人才培养的管理，要求在教育单位内部建立一整

套科学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包括建立质量 管理保证

体系（从招生到毕业的教学全过程）、工作程序和质

量标准等。这就给会计管理渗透到教学全过程，并对

它进行控制提供客观条件。目前，对人才培 养管理的

经济效益，主要靠业务和统计的核算。由于培 养人才

是全过程的培养，人才这种 “特殊产品”质量是知识、

品德、能力的统一，要核算和确定人才培养的标准与

效益，单靠业务和统计核算是很难做到的。会计具有

对全过程培养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确定的 作用，所以

人才培养经济效益的核算，必须纳入会计核算体系，

健全人才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人才会计的对象和特性

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过程，从小学、中学（或

职业高中）到大学（或延续到 研究生），少则十年，

多则十几年。分别由普教、职业教育 或中高等教育二

个大环节才能完成。人才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以货币

为主要计量单位，对人才培养的二个环节中，预算资

金和经营资金运动过程及其成果进行核算，并依据核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学术研究
	关于数位分节的一点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