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刊评介

介 紹 苏 联“國民 經 济 各 部 門 財 务”

王 美 涵

國民經济各部門財务是一門年輕的財政科学。19
53年苏联國立財政書籍出版社出版了 A·M·畢尔曼

著的“苏联國民經济各部門財务”（上册）一書，并

被評为当代財政科学的一本重要著作。現在，这本書
的中譯本已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作者以高度的理論水平和丯富的实际經驗在这本

書中系統地就國民經济各部門財务的实質和职能、部

門財务在財政体系中的地位和工業財务的各个方面作

了詳尽的分析和闡述。
本書（上册）共分二編十一章。在第一編中作者

分別就部門財务在社会主义再生產中的作用、部門財

务的組織基礎与原則兩个主要問題，对國民經济各部

門財务的实質作了分析說明。首先指出了國民經济各

部門財务是生產的財务，是物質生產領域中客覌存在

的貨幣关系。正确运用这項貨幣关系，对于保証資金

在再生產过程中不断循环、建立全國性基金和对再生

產实行盧布監督有着重大意义。然后，作者以相当的

篇幅來闡述國民經济各部門財务的組織的一般基礎，
分析了經济核算制与財务組織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指

出，由于在社会主义經济中存在兩种不同的所有制形

式，因此反映在不同所有制的各經济部門的財务組織

上也有所区別。作者明确地提出了國营企業与集体農
庄、工藝合作社和合作社貿易部門財务組織 的 異 同

点。所有这些，对我國國民經济各部門的財务工作，
將有現实的指導意义。

該書的第二編，根据資金的实际运动过程，就社

会主义工業財务的各个方面作了詳尽的叙述和分析，
指出了供应生產資金是財政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指出
了財务对進一步降低產品成本实行盧布監督的方向。

在產品銷售進款問題中，作者闡明了產品銷售進
款就是补偿生產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

等費用的資金來源。工人和职員的工資与工資提成和

企業的貨幣積累，都是依賴于这个指标；同时还强調

了这个財务指标对巩固經济核算制的重大作用。
作者具体闡述了貨幣積累的兩种形式—— 利潤和

周轉稅——的区別以及对國家預算与巩固社会主义企

業經济核算制的重要意义。强調了工業財务在提高企
業贏利水平中的積極作用。

作者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着重闡述了工業流动資

金的組織、定額的核定和流动資金的形成及來源。从

資金周轉本身來分析社会主义再生產过程中的資金周

轉与物資实际周轉的一致性和相对独立性，說明流动

資金的組織乃是經济活动中的一項特殊的职能。作者

指出，貨幣作为影响物質生產过程的工具，可以促使

企業减少經常儲备的数量，加速產品的生產与銷售过
程，改善結算关系等等。对流动資金定額，作者引用

了不少实例、圖表和格式來說明，使讀者易于了解和

接受。对自有流动資金的形成原則、撥款程序和企業

貸款等等，作者作了系統的叙述。在这本書里，作者

对流动資金問題的闡述，較之他过去所著的“流动資

金計划”（1950年版，有中譯本）有許多新的內容和

提法。
关于固定資產再生產的撥款，本書是通过折旧的

提成、大修理撥款和基本建設撥款三个問題來闡述的。
作者指出了折旧提成是固定資產再生產撥款的來源，
分析了折旧提成的組織工作內容，說明了对工業企業

固定資產的利用和再生產的盧布監督是通过折旧提成

來实施的。作者列举了利用基本建設撥款制度來促進

正确組織固定資產的再生產，發掘現有潜力的八項原

則，諸如基本建設的資金完全單独处理，一切基本建

設資金都集中長期投資銀行管理，長期投資銀行对一

切应偿付的憑証進行事前審查，以監督資金的節約使

用等等。
談到收支平衡表时，作者以簡煉的文字，槪述了

收支平衡表在苏联國民經济發展的各个时期中的發展

情况，并指出了其优缺点。最后提出了苏联現行的收

支平衡表格式，分析了現行收支平衡表的結耩，系統

的說明編制收支平衡表对降低生產費用、动員內部潜
力的重要作用。作者着重指出，在編制收支平衡表的

工作中要特別抓住贏利、流动資金和基本建設撥款三

个重要环節。
对合作社工業財务，作者亦就合作工業的生產費

用、貨幣積累、各种基金、流动資金和固定資 金的

投資，財务計划等方面的一些主要問題作了簡略 叙

述。
全書（上册）共有十八万余字，这本書無論对國

民經济各部門財务的科学研究工作或实际工作者，都

是一本很好的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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