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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开放中受到欢迎的两本好书
一一简评《企业涉外会计〉〉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

朱 百 呜

上池财经大学会计学系石人瑾、 林宝怀两位教

授主编的（（ 企业涉外会计〉〉 和（（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会计〉〉 两书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列入 “上海财经

大学丛书” 出版以后，一印再印， 受到了众多读者

的欢迎。

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正在不断地深入发展，

我国的相当 一部分大中型企业几乎都有一定程度的

涉外经济业务。 同时，在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

下，近年来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也有了迅速发

展。 然而，在对外经济业务及涉外会计方面，对相

当多的会计工作者来说，是一项较为生疏的工作。

至于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而言，无论是合资企业本

身，还是合资企业的主管部门和财政、 税务以及银

行等部门，都亟需一批精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

的人才。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石人瑾、 林宝怀两位

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集中了集体 的智

慧，先后主编了《企业涉外会计〉〉 和（（ 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会计〉〉 两本书， 以适应经济界、 企业界和会

计界的迫切需要。

《企业涉外会计〉〉和（（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 会

计〉〉 是两本颇为新颖的会计专业著作。 前者共有10

章，计 20 万字，后者共有 17 章（另有两个 “ 附

录” )，计有近35万字b前 一 本 书全面 和系统

地阐述了我国企业涉外会计的意义和内容，涉外会

计的特点，以及涉外会计的任务和工作的组织。 全

书循序渐进地论述了外销产品的价格和结算、 自营

出口销售业务的核算、 加工补偿业务的核算、 自营

进口业务的核算、 其他进出口业务的核算、 对外承

包业务的核算、 工贸公司的核釬等，此外还论述了

涉外审计。 后一本书则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会计的理论与方法，并适当地介绍了合

资企业财会人员应该掌握的有关中外合资企业的基

本知识。 全书逐一详细地叙述了合资企业外汇记帐

方法，投入资本的核算，货币负金、 应收应付帐款

及票据的核绊，存货的核算，应付工资的核算，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核绊，长期投资和负债的 核

算，生产费用、 产品成本和销售、 利润的核打， 自

芦出口销售的核算，总分支机构的往来和合并报表

以及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等等。 应当说，上述两本

书的作者在内容和结构方面的安排是比较系统和周

详的。

《企业涉外会计〉〉和《中外合资经芒企业 会

计〉〉 有以下几个共同特色：
一、 理论基础较为扎实。 由于作者对千我国和

外国的企业管理，特别是外国企业的会计业务和中

外企业会计的比较，有长期的研究和探索，因此，

在撰写以上两本书时，就显出理论功底较为扎实。

比如，书中关于企业涉外会计的理论问题，就进行

了颇有见地的探讨，而不是停留在叙述一般的核算

技术问题。 作者对企业涉外会计具体分析为狭义涉

外会计与广义涉外会计，并从理论上作了区别，对

各自的涵义进行了界定，这是很有必要的，在理论

上也是有创见的。 又如，书中就建立合资企业会计

的指导思想，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从六个方面加以

论述，也是颇有深度的。

二、 联系实际比较密切。 作者不但善于帮助读

者丰富涉外会计理论知识，而且还着眼于帮助读者

系统地学握实际工作的方法。 因此， 以上两书的撰

写， 自始至终贯穿了理论联系实际，每一章节，基

本上都很注意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问题，从

实务上进行指导和讲授。 比如，书中关千对外承包

业务的意义和内容，关于无形资产的概念和核第，

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可行性研究等等的阐述，

都十分注意联系业务实际，因而深受实务部门同志

的欢迎。

三、 著述作风比较严谨。 在上述两书的撰写过

程中，作者经常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资料，占有

较为详尽的写作内容。 这是因为，作者深知＄ 企业

涉外会计和合资企业会计对千我国会计学界来说，

可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因此，大猛的新情

况、 新资料、 新问题还是在基层企业之中，这就需

要作者深入实际、 深入企业，而不是 “关起门来，

拍拍脑袋“ 可以济车的。 比如，书中关于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会计报表及其分析的阐述，作者是从许多

合资企业十分复杂的报表休系中，占有了大拯的、

翔实的材料以后，才写成这一章的。（下转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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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调控责任上的关系。 改革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今天， 关于政企职责分开的必要性及具体

内容已经比较明朗， 概括地说， 就是国营商业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 主要接受来

自市场的各种信号（主要是价格信号）的引导， 它和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一 样， 在各种市场

估号的引导下进行商品买卖活动。 如果说在这种商品买卖经营活动中， 它对市场负有 责 任

的话， 那就是必须恪守公认的市场规则。 至于平衡市场供需矛盾、稳定市场物价的宏观调控

责任， 则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 应当由政府承担下来。 但是， 由于政府及其部门并不直接参

与具体的市场经营活动， 所以它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责任最终必须通过国营商业企业来贯彻落

实。 这里必须注意， 政府与企业在市场调控责任这一 点上的天系是 一种 “ 通过“ 的关系， 即

政府是调控主体， 市场是调控客体， 而国营商业企业仅是介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体， 是

主体对客体调节作用的传感器， 而不是主体调节机。

二是由玫府承担市场调控成本， 正确处理市场调控中的利五关系。 所谓市场调控成本，

是指为追求市场稳定、 物价平稳的社会整体利益而支付的必要的商品调拨储存费用、 销售费

用及为此而占用资金所支付的利息。 因为市场调控责任在政府， 落实在企业， 所以市场调控

成本又表现为各国营商业企业为完成调控市场、 平抑物价任务而经营某些商品时费用超过收

入部分的总和， 即表现为各国营商业企业因此而造成的利益损失。 根据前面所阐述的政府与

企业在市场调控责任上的关系， 市场调控责任在政府， 那么因市场调控责任而衍生出的市场

词控成本也必须由政府承担。 也就是说， 各国营商业企业为落实政府市场调控责任而造成的

利益损失， 政府必须给予合脚的补偿。

有必要指出的是， 政府给予企业的合理利益补偿， 并不 一 定直接表现为财政补贴， 因此

它并不意味着政府为此再开一 个财政支出的口子。 政府手中握有政策这一 项特殊的生利资

本， 可以通过对国营商业企业为落实市场调控责任而经营的商品实行倾斜政策， 来达到利益

补偿的目的， 如贷款优惠利率政策， 原材料、 外汇优先支待政策， 承担国家储备任务的财政

补贴政策， 经营减免税收政策等。

实际上， 市场调控成本的承担归属问题亦即利益问题， 是目标双重化矛盾的根本纠结

点；国营商业企业被目标双重化推进的两难处境， 也是一 个利益得失的两难处境。 因此， 只

要在政企职责分开的前提下， 政府承担起市场调控成本， 合理补偿企业的利益损失， 国营商

业企业改革目标双重化矛盾便会迎刃而解， 企业便会迅速摆脱左右两难的现实困境， 改革的

继续深化便有了科学稳固的基础。

（上接第63页）因此， 读者阅后深受启示和教益。

四、 著达思想较为超前。 当前， 我田的对外开

攷步伐止在日益加快， 因此， 在企业涉外经济业务

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发展中， 许多问题需要我们

土探索和研究。 以上两书的作者， 充分看到了这个

形势， 他们的著还思想因而较为超前。 比如， 书中

论迷的 “ 涉外审计 ” 和 “ 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 等

等， 都足作者根据 “ 凡串项则立 ” 的原则， 在充分

估计到回题的正要性以后， 经周密思考， 才予以探

i l田论山的。 巾实」－， 在实际丁作中， 诸如外汇1J}'.

务的审计、 涉外税收的审计、 合资企业内部专题审

计等等， 对于在对外开放中正确维护企 业合法权

益， 特别是如何止确维护国家的权益， 都是显得越

来越重要了。 两本书的作者， 山f著述思想超前，

从而使书的内容更见充次。

当然， 以上两本书也并不是完美九缺的。 我们

认为， 诸如在涉外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方面和财务会

计报表分析方面等等， 似还是有不少文章可以做

的。 我们相信， 凡此种种， 一＇心也是作者巳经在思

考的问题， 轧们期待若心方面的进一 步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