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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会计理论探索丛书：人本财务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对企业财务问题
进行研究，源于以追逐利润为中心的物本财务管理模式难以支撑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构建和
谐社会形成障碍。
传统的企业被定义为物质资本出资者所有，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甚
至是唯一目标。
改革开放下的市场经济大潮，不断推进着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在“股东至上”逻辑的主导下，企业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物质资本的逐利性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释放，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例如劳资矛盾激化、产品质量存在
隐患、资源过度开采及低效利用、生态环境恶化等。
企业商业伦理与财务道德缺失，不仅损害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也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现代企业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合约，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履行企业公民义务
，以取得员工大力支持和社会广泛认可是企业基业长青的法宝。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将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企业微观层面，开展以人为本的
企业财务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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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4.2建立国有企业自然灾害融资长效机制　　我国国有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与全球性大公司相比
尚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真正建立有危机管理系统的企业很少，除了电力、电信、供水、铁路航空等
少数国有大型企业保留有计划经济时期的预警计划，不少企业几乎是一片空白。
多数企业乐意为盗窃或事故损害等风险做准备，却不愿为洪水或风暴、地震等大灾害做计划，都是在
灾害发生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救灾、灾后重建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国家拨款和银行信贷，没有建立系统化、制度化的自然灾
害融资机制。
我国国有企业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的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企业自有资金、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
。
国资委确定的2008～2009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额为1421.4亿元，其中2008年用于支持特大自然
灾害中损失较重的央企灾后恢复重建的预算支出仅为196.3亿元，2009年用于支持汶川地震受灾损失较
重的中央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的预算支出为139.6亿元。
预算下拨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只能部分解决国企的重建成本，绝大部分重建资金需要企业自行
筹集。
国际社会援助、国内社会捐款在企业自然灾害救助资金中所占的比重较低，缺少灾害保险险种，能够
防御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尚未形成。
因此，必须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企业防灾抗灾资金的来源渠道，逐步形成由国有企业、金融保险机构、
政府和社会各界等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由内到外共同出资的融资救助体系，最大限度降低灾害
风险，减少灾害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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