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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企业实用财务会计〉〉评介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鲍友德、 石人瑾、 汤云为主编的«股份制企业实用财务会计》（三联

版） ， 是当前会计界引人注目、 受人欢迎的一 本股份制企业财会专业读物。

该书首先评述了股份制企业的意义和特征， 股份制企业的审批程序，股份制企业的组
织， 股份制企业会计的一 般原则 ， 股份制企业会计的内容。 接着一一 细述了货币资金核算，
应收票据和应收帐项的核算 ， 存货的核算， 投资的核算 ， 固定资产的核算， 无形资产和其他

资产的核算， 应付票据和应付款项的核算， 借款和债券发行的核算，股东权益的核算， 成本
和费用的核算 ， 利润和利润分配的核算 ， 终止与消算的核算， 会计报表的编制、 分析与运
用， 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等。 书中还有三个方面的附录 ， 实用性强 ， 便于读者阅读和检索。

«股份制企业实用财务会计＞＞ 一书是很有特色的。
首先是富有 “理论” 色彩。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 个感觉， 有的会计读物往往仅仅授读者

以会计操作技术和方法，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探讨则较少。而＜＜股份制企业实用财务会计»则
不然。 该书坚持以理论为先导， 从经济理论和会计理论的结合上进行深入研讨和展开 ， 使读
者阅读之后， 能在掌握具体操作技术时心中有一 个理论的 “根底 ” 。 正为本书作者在“前
言 ” 中所说的： “我们撰写＜＜股份制企业实用财务会计＞＞ 一 书， 在理论的指导下强调股份制
企业会计的实际应用“ 。 所以， 本书虽然在书名中冠以 “实用“ 两字， 而实际上这个 “ 实
用” 是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的实际应用。 因此 ， 本书实际上是学术性和实务性兼而有之的专
业读物。 比如， 本书在论述股份制企业的意义和特征时 ， 回顾历史 ， 旁征博引 ， 探根求源 ，

由表及里， 深入地探究了股份制理论 ， 给读者很大的启示。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
理， 对股份制作了系统的研究。 本书中着重指出， 股份制企业这种组织形式， 正是一种解决
迅速集中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形式， 依靠它可以为兴办大企业迅速筹集所需的巨额资金。 正
如马克思所说的： “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 ， 那末
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但是， 集中通过股份公司， 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页）作者类似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论述

股份制企业本质和股份制企业财务与会计原理， 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之中的 ， 因面令读者读
后油然而生一 种融会贯通的感觉。

其次是富有 “实用 “ 色彩。 书中所撰述的股份制企业财务与会计的核算技术和操作方

法， 十分切合实用。 大家知道， 公司财务与会计的目的， 全在于运用。 财务会计， 本身就是
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 股份制企业的财务会计， 可以说实务性更要强一 点。 股份制企业为
了股票上市应公开公布会计报表， 公布的会计报表应当是正确的、 科学的和高质量的， 而且
应与国际会计接轨 ， 符合国家有关«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和其他相应规定。 为
此，应当十分严格地规范股份制企业的全部会计核算。 在这个前提下， 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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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结果常会产生不平衡。 国民经济核算

休系中数量上的不平衡有以下几种悄况：

（ 一 ）互相对应的事物之间， 客观上存

在数量上的差额。 因此， 在利用平衡方法和

平衡模式时， 就需要设立平衡项目， 用以反

映达到平衡的内容和数量界限。 例如， 国际

收支平衡表中的 “储备资产增减额 ” 就属于

平衡项目。 它与国际收支总差额是互相对应

的， 两者金额相等， 正负相反。

（二）进行国民经济核算， 需要广泛利

用各个有关专业部门的统计数据， 还要作专

门的调查统计， 以取得平衡模式所需要的各

种总量（合计数）以及反映总量结构的一 系

列分项数据。 由于收集数据的渠道不同， 通

常会出现有关数据之间不衔接。 例如， 实际

统计的分项数据之和（如总消费、 总投资与

出口净额之和）不等千实际统计的总量数据

（如国内生产总值）。 这种差额， 可以用

“误差与遗漏 ” 表示。 “误差与遗湍 ” 是衔

接有关数据的平衡项目， 它的容许池围取决

于数据使用者的要求。

（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有些数据，

可以通过抽样凋查取得。 这时， 数据会产生

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的容许范围也取决于数

据使用者的要求。

（四）其他不符合实际的误差。 如计算

差错以及虚报、 瞒报等引起的误差。 对于这

类误差， 需要寻根追源， 把它们纠正或控制

在最低限度。

对以上各种误差作出切实的反映或必要

的处理以后， 就可以利用平衡模式中的数

据， 研究各种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

平衡方法和平衡模式是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特有的基本方法。 当然， 在收集和分析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数据时， 还需要应用其他

各项统计所通用的调查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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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出来的股份制企业财务与会计报表， 才能是符合要求的。 因此， 股份制企业有关人员，

特别是财会人员系统地学习股份制财务会计实务， 学会正确地进行操作， 是至关重要的。 本

书在这方面可满足读者的需要。 比如， 书中会计报表和合并会计报表这两个部分实务性强的

特色， 就颇为明显。 无论是资产负侦表、 利润表及其附表的编制， 还是财务状况变动表的编

制、 现金流鼠表的编制， 作者在拱述时， 都是十分细致、 具体而周全， 使读者学了就能用。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 书中关于会计报表的分析与运用， 其实用性尤为突出。

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部门分析和运用会计报表， 目的是检查本企业在一 定的会计期间

的经营管理业绩，挖掘潜力，加强管理， 扰高效益。 而股东们分析和运用会计报表， 其目的主

要是了解和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 发辰趋势， 从而确定重大的经营方针和正确的投资决策。

此外， 侦权人也需要及时研究和分析会计拫表， 目的是为了正确评价股份制企业的财务状

况， 特别是短期与长期的偿债能力， 由此作出正确的信贷决策。 至于股份制企业的主管部

门， 还有税务等部门， 也要分析和运用股份他企业的会计报表， 目的主要是为了砾定对股份

制企业的管理方针和充实、 修订有关股份们企业沟法规、 侗度等。 总之， 在实际工作中都要

通过对会计报表的正确分析和运用， 来评付··哎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各种业绩。 为此，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一一 比较分析认、 比率分析法和趋势分析法， 它们均有

较强的实务操作性， 给了读者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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