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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专辑未经本人许可，请勿外传。

会计专辑

（2020-17）
本辑内容：

1.财政部会计司发布收入准则实施问答

2.财政部会计司发布借款费用准则实施问答

3.财政部会计司发布其他相关实施问答

4.工资与奖金安排的讲究

5.《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审阅者手记

6.从如何读书说起的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收入准则实施问答
2020 年 12 月 11 日，财政部会计司网站上发布四个收入准则实施问答：

问：已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的企业，在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时，是否需

要对新产生的应收账款或合同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追溯调整？

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的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

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

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因此，企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新产生了应收账款或合同资产的，

例如由于收入确认时点不同而新产生的应收账款，或者将已完工未结算项目重分类为合同

资产，相应的预期信用损失应当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对可比期间的信息不予追溯调整。

问：合同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入哪个会计科目？

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的有关规定，合同资产发生减值

的，企业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科目；

转回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时，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问：企业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时，对于因

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及相关增值税应当使用什么会计科目？

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的规定，合同负债，是指企业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如企业在转让承诺的商品之前已收取的款项。企业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适用新收入准

则进行会计处理时，使用“合同负债”科目，不再使用“预收账款”科目及“递延收益”

科目。

根据新收入准则对合同负债的规定，尚未向客户履行转让商品的义务而已收或应收客

户对价中的增值税部分，因不符合合同负债的定义，不应确认为合同负债。

问：企业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时，对于给

予客户的现金折扣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在销售商品时给予客户的现金折扣，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财会〔2017〕22 号）中关于可变对价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摘自《会计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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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会计司发布借款费用准则实施问答
2020 年 12 月 11 日，财政部会计司网站上发布一个借款费用准则实施问答：

问：用于开发建造房屋建筑物的土地使用权是否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

费用》（财会〔2006〕3 号）关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定义？

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财会〔2006〕3 号，以下简称“借

款费用准则”），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构建或生产活动才能

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财会〔2006〕18 号，以下简称“无形资产应

用指南”）等相关规定，在开发建造房屋建筑物过程中，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区别

下列情况处理：

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应当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土地使用

权的账面价值不与地上建筑物合并计算其成本，而仍作为无形资产进行会计处理。在该情

形下，土地使用权在取得时通常已达到预定使用状态，土地使用权不满足借款费用准则规

定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定义。因此，根据借款费用准则，企业应当以建造支出（包

括土地使用权在房屋建造期间计入在建工程的摊销金额）为基础，而不是以土地使用权支

出为基础，确定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

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房屋建筑物，相关的土地使

用权应当计入所建造的房屋建筑物成本。在该情况下，建造的房屋建筑物满足借款费用准

则规定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定义。因此，根据借款费用准则，企业应当以包括土

地使用权支出的建造成本为基础，确定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

（摘自《会计司网站》）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其他相关实施问答
2020 年 12 月 11 日，财政部会计司网站上发布三个其他相关实施问答：

问：企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应当计入哪个会计科目？

答：企业根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 号）的规定，

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应当计入“管理费用”科目；企业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或

者为安排残疾人就业做出显著成绩，按规定收到的奖励，计入“其他收益”科目；企业未

按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规定缴纳的滞纳金，计入“营业外支出”科目。

问：小微企业达到增值税制度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条件时，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对于小微企业达到增值税制度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条件时，应当按照《增值税会计

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将有关应交增值税转入“其

他收益”科目。

问：企业对于当期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对于当期直接减免的增值税，企业应当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

22 号）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科目，

贷记“其他收益”科目。

（摘自《会计司网站》）

工资与奖金安排的讲究
指尖上的会计 / 2020-12-16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

表中国会计视野。

导读：工资与奖金都是给员工的劳动报酬，都带有激励的性质，二者有什么差别你考

http://shuo.news.esnai.com/zjs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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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过吗？工资是对长期贡献的激励，与任职岗位与任职能力相匹配；奖金是对短期贡献的

激励，与阶段性成果相匹配。只有在员工整体能力提升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给涨工资。

如果员工能力没有提升，短期内又有爆发力，最好考虑发奖金。

工资与奖金都是给员工的劳动报酬，都带有激励的性质，二者有什么差别，你认真考

虑过吗？

一、工资是法定义务，奖金是“善意”之举

工资一般要写进劳动合同，是企业对员工的法定义务。奖金则很灵活，形式多样，最

常见的奖金有月（季）度绩效奖金与年终奖金。员工有权要求企业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但

不能理所当然地要求企业发放奖金。

前一段时间一则新闻引起了关注，员工辞职，单位有权不发年终奖吗？这是一个典型

案例，对这个案例要分两种情况分析：第一，如果劳资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对年终奖有明

确约定，职工辞职用人单位扣发年终奖，就涉嫌违约；如果劳资双方未在劳动合同中明确

约定年终奖，或者年终奖只是浮动奖金或奖金红包，甚至于在员工之间是不公开的，那么

辞职的员工就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了。

年终奖或许可以看做企业的一种管理策略，譬如，年终奖发放模式就各有千秋。大型

外企和国企很简洁，年底或来年初一次给付，以春节前结清的居多。大型民营企业发放年

终奖就很策略了，以前华为的年终奖在次年三季度才兑现，万达的年终奖需分几次兑现。

在拿到年终奖之前提出离职，有的企业明确规定不再发放年终奖。即便年终奖照发，一般

也会要打些折扣。总以为年终奖可以抑制员工的离职冲动，发放时让你望眼欲穿、欲弃不

忍，企业家的留人策略就算成功了。

年终奖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并非企业对员工的法定义务。从这个角度看，愿意为员

工付出年终奖的企业都是充满善意的。我始终以为，会计做账时把年终奖当作成本费用，

这是曲解了年终奖。我更愿意相信年终奖是股东在讨好员工，允许员工一道参与利润分配。

二、工资是对长期贡献的激励，奖金是对短期贡献的激励

员工做出了贡献，是该涨工资，还是该发奖金呢？这样看贡献能否持续。工资是对长

期贡献的激励，与任职岗位与任职能力相匹配；奖金是对短期贡献的激励，与阶段性成果

相匹配。只有在员工整体能力提升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给涨工资。如果员工能力没有提

升，短期内又有阶段性贡献，最好考虑发奖金。

三、工资有惯性，奖金才是激励

工资有惯性，这个月涨上来，下个月还得给发高工资；奖金没惯性，今年给了大红包，

明年可能就没了。工资虽有激励作用，一旦上涨后，激励作用就会消失，变成了保健作用。

在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没有持续性保障时，发奖金优于涨工资，因为发奖金可避免企业未来

要负担刚性的人工成本。

依据“激励·兼容”原理，工资是约定好的，让职工安心；奖金是酌量性，让职工知

道讨好老板多重要。工资是“激励·兼容”原理中的“兼容”，决定职工在不在你这儿干；

奖金才是“激励”性，决定了职工干得卖不卖力。

四、合理安排工资与奖金可以降低税负

（1）企业所得税

在会计处理上年终奖可以在发放时作为费用，也可以先预提后发放。企业在年末计提

但未发放的年终奖金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吗？这要分两种情形看：第一种情形，如果汇算

清缴前实际支付了，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第二种情形，如果汇算清缴前未支付，对不起，

所得税前扣除不了。

税务的这一规定应该算是仁慈的。鉴于此，企业应根据利润情况用好这一规定，尽量

把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往后移。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b1%cf%d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a%cf%cd%ac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f0%ba%ec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dc%c0%e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d%f2%b4%e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6%f3%d2%b5%bc%d2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3%c9%b1%b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d1%d3%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0%fb%c8%f3%b7%d6%c5%e4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8%cb%b9%a4%b3%c9%b1%b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b0%b8%b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6%f3%d2%b5%cb%f9%b5%c3%cb%b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0%fb%c8%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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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所得税

奖金有两种计税方式，月度、季度奖金应并入发放当月薪酬一并计征个税。年终奖计

税方式不同，计算年终奖个税时，可视作把年终奖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但有优惠，体

现在年终奖的总额除以 12 后确认税率。但这样的优惠一年只能有一次，出现第二次时，奖

金并入工资计算个税。

（摘自《会计视野网》）

《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审阅者手记
张辉 / 2020-12-17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

计视野。

近日《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正式出版面世了!

翻看手机微信记录，是今年 3 月 30 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口述历史项目工作组的尹

成彦（YCY）老师发给我毛伯林老师的口述文章草稿，开启了我的《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

审阅工作。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8%f6%c8%cb%cb%f9%b5%c3%cb%b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b0%c2%ca
http://shuo.news.esnai.com/zhanghui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bf%da%ca%f6%c0%fa%ca%b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3%d4%c230%c8%d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cf%ba%a3%b9%fa%bc%d2%bb%e1%bc%c6%d1%a7%d4%b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f%ee%c4%b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3%ab%b2%ae%c1%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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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尹成彦、赵健老师通过腾讯文档陆续上传书稿，大概九月所有稿件审阅完毕。十

一国庆节看到赵健老师朋友圈晒出本书编辑立信会计出版社孙勇老师给他的打印书稿，感

觉至少有 A4 打印纸一包的厚度，如今书已全面上市，速度不可谓不快也。

《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较第一辑内容增加了一倍，总字数超过 46.5 万字，共有二十

八位会计口述人讲述了三十位会计人的不平凡的故事（有两位“会二代”讲述了自己和父

辈两代人的传承故事）。这些会计人主要都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由于各种因缘际会而与

会计结缘，身处国家大时代的波涛中，个人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不变的是他们始终坚持

学习、勤奋工作，对会计这份小职业大事业的执着、热爱与坚守。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1%a2%d0%c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ef%d3%c2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b2%d3%d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8%c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b1%b4%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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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位会计人，1930 年出生在上海，从小家境殷实，父亲是执业医师，家里有洋

房、汽车。12 岁初中阶段就接触过会计相关课程，后免试进入复旦大学会计系。建国初期

尚未大学毕业就曾在政府工作，听过顾准的报告。1952 年被推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班，此班由前苏联专家参与教学，可以说是新中国会计的黄埔一期，本书中多位主人公都

在此班学习过。后留校在人大任教，1957 年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帽子，后被下放青海，

1979 年回到人大还是助教，1980 年 50 岁时才评上讲师。1983 年在评副教授、教授时，管

人事副校长说没有带过“帽子”的人很多评不过来，所以请各系先把“右派”的名字拿下

去再评。听到这句话他感到大概一辈子不可能再评上了。由此 1985 年年逾半百的他南下深

圳，到新成立的深圳大学任教，第二年就评上副教授，又按规定满 5 年才评上教授，此时

已经 61 周岁。他是深圳第一位会计教授、第一位注册会计师。他是谁？如此与国家政策环

境息息相关的人生经历，更多的精彩细节你不想了解一下？

有这样一个群体，入学时本来学的是工科专业，准备做工程师。因 1961 年国家经济困

难，需要经济人才，这个学校的 4 个系 5 个班 200 多人都被强制改学了财会专业。你听过

这样的奇闻吗？因文革期间人才培养断档，“后来有一段时间全国**系统几乎所有的总会

计师、财务处长都是我这一届的，我们正好担当起历史使命。真是歪打正着，学工科说不

定没有那么出息，学财会一下子就出息了，到了领导岗位”这是这群年轻人中一位的自述

回顾，你能想象会计人生还有这样的奇遇吗？如果你要知道他们所处的是哪个系统，一定

会让你更为感慨不已。

有这样一所学校，文革期间财经院校大部分被关停的情况下，它则幸免于难，不但能

开展教学活动，而且教师还到各市办班。它还为今天的中央财经大学保存了“革命火种”，

你能猜到这是哪所院校吗？

有这样一个名词，当年跟现在的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一样火爆，而现

在几乎没人使用了，这个词叫：会计电算化。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你能想象 1979 年财政部

就给一家企业 500 万元搞计算机记账吗？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女儿，一位根红苗正的“会

二代”她的会计人生如何写成一部中国会计数字化、信息化的简史。未来不论 AI 记账、财

务机器人等发展成什么样，梳理中国会计信息化发展历程你都绕不开她这篇口述历史。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cf%ba%a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f%b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cb%d7%bc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6%d0%b9%fa%c8%cb%c3%f1%b4%f3%d1%a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8%cb%b4%f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ca%b2%f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7%e0%ba%a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cc%ca%d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ee%db%d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ee%db%d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a2%b2%e1%bb%e1%bc%c6%ca%a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e%ad%bc%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8%ab%b9%f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dc%bb%e1%bc%c6%ca%a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dc%bb%e1%bc%c6%ca%a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ce%f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6%d0%d2%b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8%cb%c9%f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be%ad%b4%f3%d1%a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b5%e7%cb%e3%bb%a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d5%fe%b2%b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d5%fe%b2%b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c%c7%d5%c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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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竟然规定出“不能吵架、不能骂人、不能打架“的原则，

你能想象这是一群财经院校专家教授参加的学术会议吗？而且会议激烈的开了一个星期都

没结果，但一个行为最终让大家停止了争论。他们在讨论什么？是什么行为能让如此火爆

的争论得出共识，并且影响后来的中国会计发展走向。

有这样一个组织，很多会计人都梦想加入，并为此努力付出过。它的长期掌舵人 2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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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在被“关起来”的日子熟读马列，因一篇论文从江西冶金

系统直接调到财政部，现实中实现了那句经典的小品台词“从街道办调到国务院，全家跟

着都灿烂! “这个组织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这位掌舵人是丁平准。丁老的故事是本辑

篇幅占比最大的，编辑时想删减都难以下手，只因为内容太重要、故事太精彩。他的那篇

论文写的是什么？财政部为了调他支付出什么对价？开设律师事务所不需要工商登记，为

什么开设会计师事务所要工商登记？为什么一件上市公司造假事件，导致财政部部长去中

南海做检讨，并最终引起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社会审计谁负责，财政部与审计

署的那些恩恩怨怨故事…….,总之一句话都是亲历者讲出的内幕。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ad%ce%f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6%d0%ca%b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6%d0%b9%fa%d7%a2%b2%e1%bb%e1%bc%c6%ca%a6%d0%ad%bb%e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6%a1%c6%bd%d7%bc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6%d4%bc%d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a%a6%ca%c2%ce%f1%cb%f9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cf%ca%d0%b9%ab%cb%b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a%a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f3%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f3%bc%c6%ca%f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f3%bc%c6%ca%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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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本书，里面拥有上面问题的所有答案，并且这些只是它所蕴含的冰山一角，

这本书就是《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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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每个人的职业成长经历，心路历程，共同汇聚见证了中国会计 70 余年的发展。从

建国初期的中国传统簿记与西方借贷记账法的杂合，到全面学习苏联会计模式，中国会计

人在吸收国外会计理论经验同时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中国人思考方式的会计理

论和方法。文革期间出现的无账会计，从武侠小说角度来看可能算走到了会计的“最高境

界”，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却是不可估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会计人又重新审视

世界、审视自己老老实实的从头开始，融入国际主流。

也许你担心自己会计知识不够，或者根本不懂会计，看不懂这些会计人的悲欢离合，

其实这个担忧大可不必。虽然今日会计学术界已经走进“屠龙之术”的境界，世上本没有

龙，练就了一身屠龙的本领，有些人活学活用降维打击到处杀鸡宰牛，有些人仍然坚守这

最高武学并且不断精进，更多人前赴后继争学屠龙之术，虽然明知无用，但毕竟都公认这

是武学的最高境界。然而书中这些会计人，都是勤勤恳恳的耕耘者，他们的时代也没那么

高深的屠龙之术，都是可以学以致用、安家兴邦的老实学问。这些朴实语言，字里行间都

是生活、都是时代、都是人生！

《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d%ac%bb%e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be%bc%c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e8%b4%fb%bc%c7%d5%cb%b7%a8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0%ed%c2%d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f0%ca%a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d1%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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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会计视野网》）

从如何读书说起的
Benny / 2020-12-30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

计视野。

导读：人有时候也像机器一样，要运转起来，该丢的就丢，但是千万别生锈了。

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一些好书推荐，我是怎么读书的？

工作越来越忙，事情越来越多，我读书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现在，我不需要逐字

http://shuo.news.esnai.com/B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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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句的去读一本书，我要读的书，我只要读懂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或者观点，或者一个思

路，就够了。

所以一本书，我很快看完，我要的东西，可能就是一句话而已。

我也经常出去听很多的课，跟很多的牛人沟通，我不会去模仿他们如何工作，我只要

去打开一个思路，就足够了。

我经常看英文书籍，但是我的英文并不好，我从来不会逐字逐字的去翻译一篇文章，

同样，我只要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思路，就够了。有了这个思路，我可以写出比原文更深刻

的文章。

当然，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安安静静的读一本书，这本书中，可能语言优美，可能每句

话都让人深思，也或许它真的可以让人很安静。

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踩坑，比如，我记得之前一个小朋友，

逼着自己研究专业学习，拿着事务所出的那些案例，使劲读，读了一个月，还在读前十页。

我问他，你为什么读书一定要从第一页开始读呢？

他说难道不是吗？

就比如我们考注会，很多人听课就要从第一课开始听，很多老师一个前言，一个考试

分析就要讲两个小时，你为什么要去听呢？

我记得曾经一个注会老师是这样讲经济法的：把证券法都撕掉吧，或者拿胶带粘起来，

总共考五分，你至少要花费几个小时去记忆，甚至花几天去理解，而且结果你可能还拿不

到分，先去把前边该拿的分都拿到。

我们还见过很多人，喜欢搜集资料，喜欢收藏文章，每天都有人来给我要资料（对不

起，我不是你的机器猫）。

可是结果呢，一口气收藏了几十篇文章，转存了一大堆的资料，十年过去了也没看过。

还有人说要写文章，我倾尽全力的鼓励他，然后甚至帮他想点子，想内容，结果他自

己，坚持了三天，突然说单位加班，就再也没提过笔。

如果你也遇到过以上的情形，基本上你的学习体系，你的成长体系就处于全面崩溃了。

我们做事情其实也有惯性的，如果做一件事情，一直做下去，可能一开始很难，但是

越往后就越轻松。

但是一旦停摆，再想恢复到以前的状态，需要付出非常巨大的成本，很多人都难以恢

复。

我每天写文章，每天写，这篇文章，已经是我今天写的第三篇了，前两篇你们还看不

到。

我的时间很多吗？

晚上凌晨 4 点睡觉，上半夜我在写报告，下半夜我在做课件。

早晨 8 点起床，写了一篇文章。

9 点钟与客户沟通相关的问题，11 点改完报告，整理底稿，与投资人沟通。

12 点做饭，然后吃饭，中午吃完饭，收拾行李。

下午睡了一会，然后两点多钟去 4s 店挂牌和提车。

下午三点直接做地铁去机场，在路上写了第二篇文章。

7 点多钟到机场，先吃饭，然后写下现在的文章。

飞机上，先睡觉，然后我还会再写一篇总结。

这就是昨天的一天。

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时间，每个人都有 24 小时，可是每个人的时间好像又都是不一样

的。

好吧，说读书吧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a2%bb%e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e%ad%bc%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6%a4%c8%a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3%c9%b1%b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5%fb%c0%e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d%b6%d7%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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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经常写东西，所以我就必须要吸收东西。

不吸收，不汲取，是写不出东西的。

那么读书，就是一种吸收。

我每天写这么多东西，我要读多少书啊，这书怎么读？

你要把握三个点：

1、加快速度，书读的多了，你的思考多了，你就能发现，其实很多畅销书，也都是垃

圾作品。

2、没必要逐字逐句读的，就不要逐字逐句读。

3、倍数播放，尤其是看视频的时候，加速，我甚至都会加速到让自己怀疑人生。但是

遇到我需要听的地方，我会不停的反复，就像小时候学英语一样，一遍一遍的听，然后记

录下来。

所以，读书，学习这件事情，包括工作，生活，一定要让他正常的运转起来，不要暴

饮暴食，今天一鼓作气读了很多书，学习了很久，明天就躺着睡一天，那么结局基本也就

是睡下去了。

人有时候也像机器一样，要运转起来，该丢的就丢，但是千万别生锈了。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就是专家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是行家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就是赢家

（摘自《会计视野网》）

沈大龙 编辑

——2020 年 12 月——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c%ec%d2%b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