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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企业会计造假的防范机制 

日期:2003-06-17 作者:程江涛 阅读:2218 
   标题 搜

企业会计造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就是缺少行之有效的防范机制。构
建企业会计造假的防范机制，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1、加强职业道德培训和纪律教育。会计人员要以《会计法》为准则，树立会计的职业形象
和人格尊严，做到自律、自重，依法理财。坚持原则，认真履行核算和监督职能，敢于抵
制歪风邪气，严格把关，不怕得罪人，不怕打击报复。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是会计人员应当追求的一种境界，更是保证会计工作充满生命力的
重要基础。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会计人员的重要职责，离开了客观公正和真实可
靠，会计信息就失去了价值，会计工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
要，也就越要求诚实信用，要求用强有力的道德支撑来维护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营
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会计人员作为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其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会
计工作的质量，影响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对从主观上
防范会计造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朱钅容 基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正式揭牌仪式上，为学
院题写了校训“不做假帐”。不做假帐，是每个会计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是加强财经法纪和监管工作的基础，也是当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迫切要求。国家
财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写一套适合对会计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教材，定期组织会计人员
进行学习。要求会计人员做到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在
实践中把这些内容和要求具体化和通俗化，在会计工作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职业道德责
任。 
2．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会计工作带有十分明显的“职业性”，会计人员必须按照会计制度的“刚性”原则进行操
作，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按照会计制度培养职业技能。为此，对中低级会计教育要以会
计专业知识、会计处理程序、会计法规、会计制度等基础性教育和实践能力为主。在此基
础上，加大对中高层会计人才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对中高层会计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
培养。同时，加大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后续教育的力度。由于会计环境变化无常，会计制度
经常随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会计人员只有不断学习新的会计制度和相关知识，才能对
变化后的事项作出真实的反映，所以要求对从业会计人员不断进行教育培训，科学地确定
培训内容，做到教育对象层次化，知识结构系统化，为会计人员及时更新知识提供保证。 
二、加强会计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约束作用 
会计法律体系共分三个层次。第一是《会计法》，它居于会计法律规范体系的最高层次，
是制定其他会计法律规范的依据。第二是会计行政法规。它是依据《会计法》由国务院制
定发布，或者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拟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调整经济生活中某些方面会计
关系的法律规范。第三是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是规范会计行
为的重要保证。 
1、要依法加大对会计造假事件的处理力度，对胆敢造假的相关人员处以严惩。同时，尽快
完善立法，制定《会计法》实施细则和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的管理法规，以法律手段为主，
辅之以经济和行政手段，从而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完整。坚决查处和严厉打击利用
虚假会计信息偷税漏税，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严惩那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致使会计信息不真实的当事人和责任人。 
2、建立会计造假的责任追究连坐制度 
对敢于检举、揭发会计造假的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予以重奖和保护。对于知情不举和为会
计造假提供方便的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予以重罚。使会计造假行为受到更广泛的监督。 
3、建立会计人员信用等级制度。由各级财政部门为每个会计人员建立信用档案，定期对会
计人员的从业情况进行考核并备案，同时为每个人划分出信用等级。会计人员信用档案应
向全社会公开，并免费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使坚守诚信的会计人员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尊
重，并能获得丰厚的报酬，有造假行为或有不良从业记录的会计人员将得不到任何企业聘
用，最终被淘汰出会计行业。 
三、加强内部控制制度，铲除会计造假的“土壤” 
据美国《内部审计》杂志上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自1986年4月至1990年11月止已发现的11
4份欺诈案例，多数与虚假会计信息及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有关。 
l、内部控制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八项。 
组织控制。设置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适当的责任制度，使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 
授权控制。企业必须建立授权批准体系，包括授权批准的范围、授权批准的层次、授权批
准的责任。针对常规业务进行一般授权，针对例外业务进行特别授权。 
会计控制。包括合理的记录程序、严密的凭证制度、统一的会计政策。 
预算控制。预算控制是一种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涉及企业内部各个管理层次的权利和
责任安排，通过这种安排，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实现内部管理与控制。预算管理需要企业
全员参与。企业预算以销售为起点，以利润为中心，以成本费用控制为重点，以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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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为保障。 
实物控制。包括：限制接近、定期盘点、记录保护、财产保险。 
人员素质控制。建立严格的招聘程序，保证聘用人员的条件；定期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
素质；激励与约束并重，加大考核与惩罚力度；岗位定期轮换，抑制不良动机。 
电算化控制。包括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一般控制，主要对电算系统构成和环境实施控
制。包括系统组织和管理控制；系统开发和维护控制；系统设备、程序和网络安全控制。
应用控制，是对电算化处理活动进行的控制。包括输入控制、输出控制等。 
内部审计控制。内部审计可监督其他控制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促成良好控制环境的建
立。内部审计能为改进内部控制提供建设性意见。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
是对其他内部控制的再控制。 
四、改革我国企业绩效评价制度，消除企业会计造假的外部诱因 
1、传统的企业效绩评价的局限性 
（1）传统的效绩评价方法难以适应现代制造环境的要求。 
（2）效绩评价传统系统是对过去活动结果的财务衡量。 
（3）传统效绩评价系统建立在传统会计数据的基础上，以财务衡量为主。 
（4）传统财务评价指标偏重于企业内部评价，忽视了对外部环境的分析。 
（5）传统财务效绩评价指标由于评价对象制约，不能够及时地对经营情况进行反馈。 
（6）传统效绩评价方法不能适应信息发展的要求，无法对新经济企业进行业绩评估。 
2、今后，企业效绩评价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业绩评价纳入整体战略管理全过程。 
（2）实现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有机结合，体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优势。 
（3）重视创新业绩的评价，形成企业持续不断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今后效绩评价的重要内
容。 
（4）知识与智力资本纳入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以体现无形资产在效绩评价方面的重要作
用。 
通过效绩评价制度改革，使企业效绩评价跳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怪圈，使社会对
企业家的评价从单纯的经济效益转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使企业家一心一意
发展企业，不必再为粉饰业绩而铤而走险，去制造虚假会计信息。 
（作者单位：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200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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