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资料进行效益分析。

普通教育是完成启蒙教育、传授基础文化知识，

为专业教育打基础的教育。学校资金主要来源于预算

资金， 预算外资金收入不多，对外服务项目有限，因

此，它们主要研究在人才基础培养中引起的 预算资金

运动过程及其成果。专业教育，特别 是 高 等 教育 部

门，既培养高级建设人才，又创造科研 成果，担负着

教育、科研的双重任务。教育和科研这两项工作中，

又包含着更为广泛丰富的内容。教育工作不仅担负培

养本科生、研究生、函授、夜大生，还接受 委托代培

各种专修班、短训班等 任务。科研工作除承担国家和

部委、省市下达的科研任 务外，还承担科学基金和厂

校协作等合同项目。使高等院校的 资金活动大大超出

预算资金运动范围，不仅有预算 外资金，还有一部分

经营性资金的运动。

从上述人才会计的研究对象中可知，区别于旧模

式有两点：其一是业务范围扩大了，既有预算资金的

运动过程与成果的核算，又有经营资金运动过 程与成

果的核算（包括利润的分配和资金的积累）；其二是

衡量、检查人才培养的经济效益，必须从人 才培养的

“产品”着手研究。人才是 “特殊产品”，“特殊”

指人才本身价值无法用货币来衡量，也就是说：人才

培养成本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而使用人才过 程中所创

造的价值无法用货币来衡量，因人才培养期限短（专

业培养一般四年），而人才的使用期限长（可长达二三

十年），加之人才使用过程中需继续培养、 更 新的过

程，须追加成本。所以衡量人才培养的经济效益，主

要是衡量人才成本——培养费，不能据此 与人才的价

值进行比较。这是与一般工业产品生产经 济效益 分析

的根本区别，也是人才会计的特性。它决定了人才会

计经济效益研究的特点是，主要研 究 人 才 成本的特

性。

（三）人才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的设想

人才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多年 沿用财政部制订

的《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在完成各级预算会计

核算、反映、监督的任务中，起了一定作用。从前述

中。可以看出它远远不能满足当前 和 今后发展 的 需

要，有必要探索会计核算新体系，使之适应教育部门

经济工作的要求。

在这里应先明确教育投资的基本属 性问题，即教

育是消费性事业，还是生产性事业？从 众多的报刊杂志

的有关这方面论述，以及已经出版的有关 专 著中，可

以找出答案，问题是强调教育是生产性事业的目的有

二：一是提高对教育的战略地位认识，使人人关心教

育，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教育部门做实事；二是

看到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即 在四化建设中人才的价值

无法用货币来衡量，使用人才应爱护 他，继 续 培 养

他，使他发挥更大作用。至于人才会计核算程序和方

法，可根据马克思关于会计活动是 “对过程的控制和

观念的总结”的著名论断，作为建立我国人才会计理

论体系的理论基础。人才会计核算反映生产经营活动

和预算执行的过程及其结果，即反映资金的 循环周转

和成果，又反映预算资金的运动。相适应的 会计基础

既有收付实现制，又有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工作的

任务，除核算、反映和监督外，应参与经济决策和实现

目标管理。在记帐方法上，可将收付记 帐法改为借贷

记帐法，以便满足核算的要求；再次 按新增会计科目，

增加相应帐簿；会计核算形式，可根据各单位 业务繁

简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核算形式。

财会动态

会计学博士汤云为

通过论文答辩

朱纯淳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研究生汤云为的博士学

位论文答辩会于1987年11月10日在上 海财大举行。导

师是娄尔行教授，论文的题目是《 论重置成本会计》。

论文答辩通过，并 获 得 好 评。专家 们的评语指出：
“论文的课题是我国会计理论和实践中急需研究的一

个重要领域，论文有深入的剖析，独到的见解，在理

论上有突破，从一个方面丰富了我国的会计理论。”

更 正

本刊1987年12期《 会计职业道德浅见》 一文的作

者应为聂象威，谨向作者和读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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