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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保险会计诚信缺失的成因与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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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保险业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更应注重 会计 诚信。 目前 ，保险会计诚信缺失已成为保险业所面临

的现实难题。会计诚信缺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 问题 ，而有其复杂的原因，比如保险行业信息的预计性、保险会

计制度固有的局限性、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差异、外部监管不力等，其根本原因是公司治理不严和“一个法人”的

管理体制不到位。为了抑制保险会计诚信缺失，应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判断力，完善保险会计制度和精算

制度，加强外部监管，特别是要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约束机制。

 关 键 字：保险会计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论文网 

 正    文：

    摘要：保险业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更应注重 会计 诚信。 目前 ，保险会计诚信缺失已成为保险业所面临的

现实难题。会计诚信缺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 问题 ，而有其复杂的原因，比如保险行业信息的预计性、保险会计

制度固有的局限性、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差异、外部监管不力等，其根本原因是公司治理不严和“一个法人”的管

理体制不到位。为了抑制保险会计诚信缺失，应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判断力，完善保险会计制度和精算制

度，加强外部监管，特别是要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约束机制。 

  会计诚信是会计与生俱来的品质，在 自然 经济 条件下，会计诚信是帐房先生对主人应尽的义务；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会计诚信是指会计对 社会 的一种基本承诺，即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并忠实

地为会计信息者服务。会计诚信是起码的职业操守和立业之本，是 现代 信用经济的核心和基础。作为保险业，它不

同于一般的行业，它经营的是风险，销售的是对投保人未来可能的损失予以赔偿或给付的信用承诺，涉及大多数公众

的利益，具有显著的公众性和社会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保险是信用的象征，保险会计作为核算和反映保险经营活动

的工具，它所产生的信息必须真实、完整、准确、及时，这不仅关系到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广大

投保人的利益，是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会计诚信是保险公司生存与 发展 的基础，保险业作为经营风险的特

殊行业，更应该注重会计诚信。 

  一、保险会计诚信缺失的成因剖析 

  当前，保险会计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是某些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上假保费、做假赔款、手续费支付混乱、费用超

支、成本不实、潜亏挂帐、滥用会计估计、关联方交易调整利润、信息披露时存在虚假、误导、掩饰等不良现象。保

险会计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领导法制观念淡薄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丧失是保险会计诚信缺失的直接原因。新修订的《会计法》把单位

负责人作为会计 法律 责任的主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会计人员仍未纳入法律责任之中，无形之中筑起了会

计与单位领导人的统一战线，容易使其串通作弊。某些公司领导法制观念淡薄，片面认为只要能做回业务，帐无非是

做出来的，对假帐、假报表没有在思想上引起重视。部分领导为完成任务，要求或暗示会计人员做假帐，甚至把做假

帐水平作为衡量会计人员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志。有些会计人员缺乏会计人员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为谋求一定

的利益，主动迎合领导作假行为；有的是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受理假凭证，作假帐；还有的处于“道德两难”，屈

从于领导的意愿，被迫违反制度，弄虚作假。 

  2.保险行业信息的预计性给保险会计诚信缺失提供了空间。与一般 企业 正好相反，保险行业收取保费在前，成

本支出在后，这期间需要专门的 方法 与大量的职业判断进行确认和计量，因此，预计性在保险行业利润中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使保险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别的行业会计相比稍有逊色，特别是长期险业务很多都是期限达10年、20

年甚至30年以上的长期性负债，在收入补偿与发生成本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利润实现有较强的滞后性。原则上，

在一份保单终止效力以前，保险公司是无法 计算 这份保单所带来的真实利润，我们只能估计这些保单的未来变化。

可见确认保险业务的真实利润有其固有的困难，必须依赖于估计，会计人员为了满足管理者、所有者和政府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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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必须在财务中报告每一年的利润，这就需要一个独特的方法来逐年地确认利润，那就是通过责任准备金的调

整使各会计期间损益得到合理的分配，责任准备金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保险行业利润的实现过程，这也是保险行业的

一大特色。因此，保险行业利润对保险公司来说尽管还是一个会计概念，在利润表上表现为收入与费用、支出的差

额。但是，保险行业利润同时又是一个精算概念，收入与费用、支出的后面还要扣除责任准备金提转差，而责任准备

金的计量需要运用大量的假设、经验数据和贴现率，由于估计方法的局限性与保险监管当局谨慎性要求的 影响 ，无

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的估计值与实际值常有较大偏差。因此，保险会计中确认利润时，人为色彩

更加浓厚，精算师的客观独立性与职业道德倍受考验，如何保证保险公司精算结果的准确性和损益不受任意操纵，是

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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