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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领域的基本知识袁包括金融知识尧经济贸易知识尧计算机

知识尧网络知识等遥同时袁高新技术产品大部分是多种学科知

识共同协作的成果袁且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袁使得现有的

生产工艺会很快地被新的生产工艺所取代袁 这就迫使会计人

员始终保持在知识更新的状态遥

圆援对会计人员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会计是应用型

科学袁因此更注重会计人员拥有的技能遥这种技能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袁一是获取知识的学习技能袁二是转化知识的创新

技能遥

渊员冤获取知识的学习技能遥从某种意义上讲袁知识经济也

是野学习型经济冶遥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学习型社会的要求袁这

也说明袁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对人在生产力发展中所起的决定

性作用高度重视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

发展袁知识老化周期缩短尧知识更新换代加速袁只有勤于学习尧

善于学习袁才能掌握最新的知识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遥

渊圆冤转化知识的创新技能遥创新是进步的灵魂袁创新在知

识经济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遥 会计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袁

野复式记账冶的创立袁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野单式记账冶历史遥随

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袁 会计学科领域诞生了适应工业经济的

成本会计尧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等体系遥 现代会计科学的建

立袁 是经过无数的会计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不断地创新

而发展起来的遥随着知识一体化尧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袁许

多新的经济概念大量涌现袁诸如人力资源尧知识资本尧商誉尧衍

生金融工具等袁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袁还必

须具有创新意识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遥

猿援会计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遥知识经济时代对传

统的记账型会计人才的需求减少袁 对具有综合分析研究能力

的复合型人才尧专业型人才的需求增多遥在知识经济时代袁计

算机的普遍运用和信息资源的共享袁 使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

更简捷袁中间核算环节不断减少袁从而大大减少了会计核算人

员的数量袁 大量的会计人员将从传统的会计日常事务中解脱

出来袁投入对信息的分析尧处理和运用工作之中遥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袁 给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带来了巨

大的冲击和挑战遥面对挑战袁财会工作者没有回避和退缩的理

由袁只有正视挑战尧创新思维尧开拓进取袁才能紧跟时代步伐袁

推动会计科学进一步发展遥笫

自然资源袁不仅是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袁维持着人类及一

切生物的生存和发展袁而且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影

响遥资源配置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帕累托最优袁实现社会福利

的最大化和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遥但在现实中这些目标往

往是不可能实现的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袁主要原因之一是政

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袁 这一角色既有积极的作用袁也

有消极的作用遥如何转换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显得异常

重要袁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换的过程中遥政府欲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了解资

源的自然属性遥

一、资源的自然属性

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渊如人力资源冤相比有着不同的属

性袁政府如果对之缺乏了解袁则很难实现优化配置遥

员援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遥自然资源一般分为可再

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遥可再生资源亦称可更新资源袁是指

能够通过自然力以某种增长率保持不变或不断增加积累流

量的自然资源遥应该注意的是袁可再生资源随着人们思想观

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变为不可再生资源遥如水资源在

圆园世纪 苑园年代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取之不尽尧用之不竭的袁因

此被归为可再生资源袁但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尧科技开发的

快速发展袁水资源变得日益稀缺袁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在某种

程度上水资源是不可再生的遥

可再生资源的野可再生性冶并不代表资源可以无休止地开

采袁任何资源都具有一定的承载力遥圆园世纪 愿园年代初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渊哉晕耘杂悦韵冤提出野资源承载力冶的概念袁即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资源承载力是指在可以预见到的期间内袁 利用本

地能源及其自然资源和智力尧技术等条件袁在保证符合其社会

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袁 该国家或地区能持续供养

的人口数量遥一般认为资源承载力主要取决于区域自然环境尧

资源量尧社会经济技术水平尧经济结构等因素遥如渔业资源属

可再生资源袁但如果无节制地开掘袁一旦超过其再生能力袁最

终必然导致渔业资源的枯竭遥

不可再生资源也称不可更新资源或可耗竭资源袁 是指储

量有限尧形成速度极其缓慢袁一般需要几万年甚至上亿年才能

形成的自然资源遥这类资源的最大特点是存量有限袁其耗竭速

度与人类的开发速度成正比袁一旦枯竭袁不能复生遥如矿产资

源袁每增加一吨的开采量就意味着减少了一吨的储藏量遥

圆援资源的自然属性遥自然资源的形成不仅经历了长时期

的历史演化过程袁也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袁随着人的

意识和认知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遥

渊员冤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遥自然资源的形成是与一定区域

的气候特征尧地质构造运动尧地层特征和地形地貌尧地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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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过程直接相关的袁 在不同的地区不可能形成完全一样的

资源袁所以自然资源具有突出的空间分布的不平衡特性遥如在

我国北方地区储藏有大量优质的煤炭资源袁而在南方地区则相

对稀少曰南方地区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袁北方地区却干旱缺水遥

渊圆冤数量的有限性和质量的差异性遥从宏观上看袁无论是

可再生资源还是不可再生资源袁 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和

开发水平的不断提高袁其数量都是有限的袁绝非取之不尽尧用

之不竭的遥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可再生的水资源袁目前已经成为

制约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遥从质量上看袁资

源的差异性极为明显袁尤其是矿产资源袁往往由于其所处的地

域不同而产生较大的质量差异遥

渊猿冤系统性遥所谓系统性袁是指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在自

然环境下由一定地质作用形成的尧相互间具有联系的整体袁彼

此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遥以水资源为例袁地表水尧地下

水尧土壤水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袁把某一

水源地尧 含水层作为一个孤立的单元看待和开发是造成各类

水事纠纷尧水质恶化尧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遥

固体矿产资源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袁它与各种伴生元素尧周围环

境尧气候条件都共存于一个大的系统中遥在开发资源过程中必

须统筹考虑袁否则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遥

二、政府的角色定位

我国目前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

过程中袁相应地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也正从以往的统一

计划尧统一调配向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角色转换遥此时政府要摆

脱以往那种野通管冶姿态袁消除制度建设和工作方式中的野路径

依赖冶袁作为更超脱的野配角冶调控资源配置袁以便更适应自然

规律和经济规律袁从而支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尧持续尧快速发展袁

就必须明确自身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定位遥

员援制度建设者遥制度是社会博弈规则袁是人们所创造的用

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框架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袁制度的

完善程度决定着经济绩效的好坏遥我国是一个制度大国袁同时

又处在社会转型期袁 许多制度不健全或缺失遥 在计划经济时

期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常常既扮演裁判员角色袁又会不由

自主地下场担任野运动员冶袁这种体制在很多时候不但不能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袁而且会造成资源的浪费遥同时袁政府的多

重角色还为某些工作人员寻租铺就了温床袁成为腐败的根源遥

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袁 市场规律显然比

政府指令更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袁 还可以有效抑制个别政

府官员的寻租行为遥但是对于如何规范市场尧如何规范市场中

个体的行为袁市场本身往往是无能为力的遥

因此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应

该是院淤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袁即制度建设者遥政府应根据市场

经济发展规律和其发展程度袁 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问

题袁制定出具有权威性尧可操作性的法律尧规章和行业规则袁

从而规范市场行为尧严肃市场秩序尧打击不法行为遥于裁判

员遥政府的职能部门和执法部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袁对市场

中的各种违反规则的行为做出仲裁和处罚袁将违法者绳之以

法袁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护市场良好的运行秩序袁保护各

个体的合法权益遥

圆援维护社会公平遥野市场冶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时是如此美

妙袁有时又异常残酷遥其最终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袁而丝毫

不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遥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不可或

缺的基础资源袁如果任由市场来操纵配置袁那么绝大部分的水

资源必然会从低价值产出的行业流向高价值产出的行业袁从

而使农业用水必然被工业用水挤占袁灌溉用水得不到保证袁粮

食安全自然受到威胁遥从城镇来说袁若水价完全由市场规律决

定袁 那么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可能就会陷入无水可喝的困

境袁生存面临威胁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袁在经济发展中既要

追求效率袁更要兼顾公平遥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维护社会公

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遥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要维护社会公平就必须做到以下两

点院淤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袁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遥有些

资源不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渊如矿产资源冤袁而有些资源则是

人类生存须臾不可离的渊如水资源冤遥政府必须在对这些人类

生存所必需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和一

定的补偿手段袁 如自来水价必须控制在低收入家庭能够承受

的限度内袁可以对经营企业予以适当的补贴遥对粮食资源的配

置也一样袁在其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袁政府必须采取措

施平抑粮价袁否则必将引起社会的不稳定遥于维持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袁实现代际公平遥对于那些不可再生资源而言袁其存量

是随着我们的开采而日益减少的袁 因此如何维持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有足够的资源储量尧实现财富的

代际公平是非常重要的遥 而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和义务来承担

这一重任袁要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做好资源的开发规划袁根据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袁确定哪些是可开采资源袁哪

些是保有资源袁哪些是绝对不允许开采的资源遥

猿援社会公益事业的承担者遥无论在什么社会体制下袁社会

公益事业都是由政府承担的袁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袁在资源配

置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的权责和市场份额袁 也就是说要分清

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资源量和可由市场配置的资源量遥 以黄

河为例袁黄河的水量分配工作一直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承担袁这

其中的生态用水即用于满足流域生态环境基本发展需求的那

部分水就属于社会公益用水袁是不能纳入市场配置范畴的袁市

场在利益驱动下根本不会考虑这部分用水遥 对城镇绿化用水

的调配毫无疑问也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袁 不可能也没有哪个公

司或个人能够承担袁同样也是由政府买单的遥在一些煤矿的采

空区出现地面沉降灾害袁而采矿者是不可能进行治理的袁只有

政府出面采取措施进行控制遥

源援国家安全战略资源的开发者遥自然资源中的个别资源

如铀矿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所不能缺少的袁 而且这类

资源的自由开发与配置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遥

毫无疑问袁这类资源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袁国外也

无先例遥因此袁政府必须明确这类资源的种类袁制定相应的保

护措施袁规划合理的开发方式袁承担开采任务遥

三、结语

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区别之一就是政府在资

源配置中有着不同的角色袁 尤其是在自然资源配置中政府必

须在明确自身权责的前提下袁积极参与袁宏观控制袁做好分内

之事袁努力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尧健康尧高速发展遥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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