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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企业业务、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探讨

于 磊

基层企业核算体系是由业务核算、会计核算、
统计核算组成。它是基层企业进行经济核算、实行
经济管理的工具， 又是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经济核算
的基础。由于三种核算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在
体制、核算范围、方法口径、指标分类上不可能完全
相同。尤其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之间，在核算内容
与核算口径方面存在比较多的差异，或者资料不能
通用，或者数据不一，或者重复劳动，与建立完善
的、统 一的企业核算系统，尚有较大差距。这种状
况，既不利千企业的经济核算，对提高经济效益、
改善企业管理和科学决策无法进行有效服务，也不
能为国民经济核第提供统一的、全面的、系统的经
济统计资料；还不利于精简核算人员，减少重复劳
动。为此，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又结合企
业加强经济核算、进行经营管理的需要，从中国的
基层企业核算体系的现状出发，如何建立起业务、
会计、统计三者核算协调统 一的、完善 的 核 算 系
统，，有着极其蜇要的意义。

口
业务、会计、统计核算的差异礼与共性 是 协
调统 一的基础。从三种核算的相互关系 来 看

是相辅相成的，各自从不同角度搜货、整理反映企
业经济活动情况的资料。

业务核算一般为物损核算。它对企业产、供、
销等各个环节的具体经济业务活动情况，均有详细
记录;它具有搜集原始资料最直接、最完整、报具
体的特征。业务核算为会计核算、统计核算提供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始凭证。

会计核算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一般按照责权
发生制，通过记帐、算帐、报表等手段，来反映、
监督企业资金来源、占用和分布情况，对企业经济
活动系统地、连续地进行核算，根据核算数据来分
析、检查和评价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果。会计核算主
要是反映微观经济现象，反映 一个企业 的 经营活
动。

、统计核算为物蜇和价值蜇的双重核算。按照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统 一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对

企业经济现象进行分类、分组，并运用 一系列指标

体系，反映企业生产活动水平、发展速度和变化趋
势等，为指导生产、制订计划、检查计划、进行决
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上级部门通过统计汇总又可获
取集团数据。统计核算虽也反映微观经济现象，但
侧重反映宏观经济活动。

从上可见，三种核算虽有各自的特点和 侧 重
面，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偶三者之
间的共性也同样存在，不能忽视。业务、会计、统
计核算 作为企业经济管理的手段，都重视核算经济
效益，都要求核算有根有据，它们的原始记载是相同
的，只是根据不同核算的需要，分别从不同角度搜
集、加工后，才形成不同的结果，许多指标具有通
用性和互换性。业务核算是会计、统计 核 算 的 基
础，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在许多场合都是 相 互 结
合，相互交叉，共同发挥作用的。如＄企业产品和
劳务产值由统计核算承担，产品和劳务的成本或费
用则使用会计核算资料。从产品价格核算来看，企
业按照现行价格计算收支活动的指标，是会计核算
的主要内容，为了消除价格变动因素，进行纵向和
横向比较，计算不变价格或价格指数，则是统计核
算的事情。我们应当看到业务、会计、统计核算之
间的 一系列共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特点和长
处，把三种核算协调统 一起来，做到互相补充、互
相转换，这样既有充实的资料来源， 又避免重复劳
动，还能满足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需要，更好地为
微观、宏观经济服务。

回
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案的推行，是实 现三种
核算协调统一的必然趋势。因为业务、会计、

统计核算之间存在的问题，早在50年代就提出过，
一直未予妥善解决。当前为了改善国民经济核算资
料的来频，国家统计局已公布了新的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方案。概括地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是运用
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经济指标，采用恰当的核算模
型，全面地反映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主要联系和
结果，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全貌、结构和规律性。
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六部分组成1 （ 一 ）社会
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包括人口、劳动力、国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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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资烦。: (二）社会生产成果及其使用情况。
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反映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劳动成
果，包括物质生产和劳务活动增加的价值。（三）
社会分配和流通情况。（四）积累和消费。（五）
国际收支平衡。（六）国民经济循环总表。由此可
见，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求全面反映社会再生
产过程和各种经济动态所需要的资料，这些巳不是
统计核算部门所能解决的。现行的定期统计报表也
同样不能满足需要。会计核算虽能反映生产过程中
运用的各项生产资料表现为资金的取得和占用，把
生产中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计算为 成 本和费
用，把生产成果的实现 和 分配表现为销售收入、利
润、码金等。也就是说，会计核算通过资金运动、
成本和费用、收入和利润几个环节，综合反映和考
核企业生产、交换、分配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是微
观的，它没有从全社会角度，按计算国民收入的要
求来划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也缺少计算国
民生产总值、区分中间消耗和增加值的数据，使统
计部门在计算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时，难以取
得相应的会计核算资料。所以，为了使新的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顺利贯彻，协调统一会计核算与统计核
算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管
理体制，基层企业既要独立自主，又要执行国家的
政策、法令。因此，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度的目的，
既要为企业本身经营管理服务，又要为国民经济管
理部门、国家经济信息部门一一国家统计机关，按
法律规定提供统计资料。企业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
协调统一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来实现，

首先，会计科目与统计核算指标的设置，要既

能满足自 身核算任务的需要，又要建立有机 的联
系。两者不但资料上可以互相通用，尤其统计核算
更要充分利用会计核算的现成资料，经过一定的调
整和换算，获得统计所需的数据资料。因此，凡是
价值撮统计指标，基本上应建立在会计核算的基础
上。计算国民经济总值、投入产出、资金沛量、国
民财产等价值指标，应广泛利用会计核算资料。

其次，会计核算科目分类分组，与统计核算的
分类分组，应该尽可能相互照顾。这里，会计核算
应该尽可能照顾统计核算的需要。分类分组均按国
家颁布的«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执行。只有这样，
使企业经济核算也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系统，形成从
微观到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第三，对生产经营成果的核算原则应该统一。

统计核算，在生产型企业管理思想指导下，是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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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原则进行核算本期生产成果。对本期生产的未销
售产品、在制品、半成品等均计算其产值J而会计
是按照交易原则和权责发生原则，从销售收入计算
成果。目前，企业管理从生产型转为生产经营型，
统计核算与之相适应，其计算生产经营成果的核算
原则，也应与会计核算相统一，也应以交易原则计
算生产成果。

回昙玉？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几个方面，

第一，核算基础的协调统一。 核算基础
的环节应包括搜集、整理、汇总和帐簿设置等。基
层企业业务核算是整个企业核算的基础。会计、统
计核算的原始凭证大多来自业务核算，其中统计核
算有的凭证和数据还要依靠会计核算来提供。对共
同需要的原始凭证，应设计一套科学的通用凭证，
由业务部门统一填制，做到 一单多用。对于原始凭

证则要设计一个合理的传递程序，使原始凭证做到
交叉运用，消除重复劳动的现象，最后要妥善归档
保存。对核算范围方面，都应对一个核算总体的经
济活动进行全面核算。在核算的时间上，都应该统
一在一定的时点和时期内对具体的经济内容进行核
算。三种核算还要在帐簿设置上科学地结合起来，
可使核算准确和精细。

第二，核算制度的协调统一。 各基层企
业的业务核算在企业内部各个业务环节均有相应的
制度。长期以来，会计和统计核算制度是根据不同
的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巳经自成体系、互相脱节，这是造成目前会、统数
字 “不一致” 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实行核算制
度的协调统一是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的 前 提。当
然，统一核算制度不是要会计、统计同时使用一套
制度，而是随着经济体制改谭的不断深入，在改革
和完善会计、统计制度时，应充分考虑相互间的衔
接，对有关制度的规定，能够一致的，尽釐一致，
不能一致的，也应考虑一个相互通融的办法，做到
既能各成体系，又能满足对方的要求。

第三，核算指标的协调统一。 核算指标
是反映企业经济现象的某一数篮特征的三种核算各
自规定的指标内容，由于存在于同一企业，核算的
目的又有一致性，因此就会出现部分指标 的 通 用
性。而且业务核算的内容，主要由会计核算、统计
核算规定，所以，在 一般企业中，业务核算指标无
统一的指标体系。在现行的会计、统计 指 标体系
中，有的指标名称相同，但指标涵义、范围、计算

方法都不统一。要使两者协调统一，（下转笫昶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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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盐运司的解款和协款的汇兑业务。种 种迹象表
明，这些银炉事实上在融通资金，调剂货币和信
用，成为当地金融周转的中心。

笔者近日偶读《齐如山回忆录〉〉，齐先生倾其毕
身精力研究中国戏曲理论，由戏曲研究而熟知戏界，
由戏界而了解听戏人物、情事。回忆录中谈到，在
前清二百余年中，炉房乃是握北京银钱业之实权。
光绪年间，炉房的买卖已非常兴盛。因官场周旋，
常常少不了请客吃饭、听戏。各省来京的解帤官，
常请炉房中人吃喝听戏，以求得他们的帮助。因为
解缴户部帤银，运到北京，得先交炉房，由炉房 改
铸后，方能送户部缴纳，否则任你银子成色多好，
该省总监督努力有多大，银子送到户部，经银库中
人 一验，必说成色不足，部中不能收，必须先送炉
房，炉房验收后，说成色欠多少，由解运官员把所
欠成色的银子补上后，由炉房收讫，解运官员就不
用再管，炉房铸好后就直接代缴到户部。补成色所
得的银子，炉房便与户部银库上的人分成，所以开
炉房是很发财的。不过这种炉房信用较好，他们所
铸缴户部银库的宝银，成色都靠得住，每一 宝银都
印有他们炉房的戳记，无论何种买卖，见了他们字
号的宝银，都极相信。比如银号彼此间的来往，或
商家彼此间的款项交涉，经炉房中间有一句话，便
可照办。还有掌握国内汇兑业务的票号，势力遍及
全国，到了北京倘与户部有接头的事情，也非由炉
房代办不可，票号也得仰其鼻息，几与西方国家银
行的资格差不多了。

从齐先生的回忆录看，可以猜断，当时北京炉

（上接笫52页）应按照企业经济活动的过程和规律
性，结合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综合考虑会计、统
计指标的设置，对同类的会计指标和统计指标的口
径、指标涵义范围、计算方法应力求统一，兼顾两
者特点，使指标能互相补充和套用。这样不仅可以
避免重复计算，而且有利于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分析
和经济管理工作。

第四，完善生产费用表的项目和分类。
扩大填报范围，是会计核算分析兼顾统计核算需要
的重要途径。生产费用表是计算国民经济活动成果
总噩指标的重要依据，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其经济
活动过程的中间消耗，是企业统计核算生产成果、
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重要来源。生产费用表的
扩展与完善，是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一札
个重要途径，也是进行协调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有待实践的不断探索，喽做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才
能完成 9

房势力之大，缘于两方面，一方面，它是凭藉位于
清王朝的首府，各省解缴户部的努银，云集北京，
要改铸成北京户部所要求的标准银，导致北京的炉
房大有作为，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必是国家银行尚
未兴起之时，户部的有关金融业务便落到炉 房身
上，连当地的银号、票号亦膛乎其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银炉也面临生存与消亡
的选择。

首先，由于银两制度一直未采取国 家垄断铸
造，国家规定固定的重量、 成色和形状的铸币形式，
分散和自由铸造，造成银两流通的封建地域性，各
地平祛的纷歧，皆使各地银炉的产生成为必要。

其二，各地银炉经营的业务不平衡，南方的银
炉大都专司冶银铸宝，北京和广州的炉房大都除铸
宝外，还兼营存款、放款、汇兑等金融业务。所以
对调剂当地货币的作用不尽相同，有的称得上是金
融机构，有的只能算是 “造币厂” 。

其三，随着银元制度的成长，银两佑-ll度日见落
伍，清末新式银行的设立、机铸银元的全国推广，
银炉的铸宝业务日见萎缩，收入减少，很多银炉不
再顺应社会经济的需要便相继停业清理，如光绪末
年北京尚有官炉26家，而到宣统末年仅残存10家，
有的便改为钱庄业，如天津的炉房随同钱铺、钱局
等逐步演变为银号，北京的银钱业很多也是从清朝
的炉房脱胎而来；有的则从事投机业务，即乘洋厘
跌落，银元跌价，自购生银或将银元熔化改铸宝银
售出，赚取利差。直到1933年国民党政府实行 “废
两改元” ，此业遂绝。

！飞第五， 核算机构和人员的协调统一 。基
层企业三种核算有着各自的持点和侧重点， 工作盘
大，所以要 “三合一” 是不现实的，应该建立适合
三种核算相结合的企业内部经济核算机构，实行联
合办公，人员统一分工调配，统筹安排核算工作，
分工协作，可以为三种核算的数字统 一创造良好的
工作环境。

第六， 核算手段的变革。随着申子计算机
技术的普及应用，在考虑三种核算协调统 一的同时，
还应充分考虑到核算手段变革的新情况，可以在一
些单位进行三种核算应用电子计算机一 体化的尝
试。为此，核算项目，诸如成果、消耗、分配使用
等，尽最标准化、系列化，便于组合、分析，满足
会计核算需要，又适应统计核算的要求，在核算手

匈

段现代化条件下，更有效地体现会计核算与统计核

算的协调统一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