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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诚信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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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诚信已成为时下热门话题之一，业内人士为重建会计诚信纷纷献计献策，如提出
要加强对外部审计、资产评估等行业的监管等等。随着市场制度建设的完善和监管惩
罚力度的加重，笔者认为要重塑会计诚信必须从源头抓起，加强企业的制度文化建
设，铲除会计造假的“土壤”。 
一、会计造假的企业管理制度文化分析 
自美国安然事件以来，美国又有一些大公司相继曝出丑闻。在人们的深思中，有一种
非常明显的倾向，就是仅仅靠企业制度安排还是不行的，因为再完善的企业制度都会
有漏洞，因而应该在强化企业制度安排的同时，注重人的问题。因为企业制度是人制
定的，而且需要人来执行，所以人的问题不解决好，再好的企业制度安排，也无法保
证企业高效稳定地发展。 
所谓注重人的问题，就是注重人才的价值理念的提升，也就是注重对企业文化的提
升。企业文化是人们在价值理念上对企业制度安排及企业发展战略的认同，是人的内
在自我约束。正因为企业文化是人的内在自我约束，因而应该在注重作为人的外在约
束的制度安排的同时，还要注重强化人的内在约束。例如，就诚信理念来说，我们不
仅仅要强调信守契约的诚信，而且要强调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诚信，以及在坚持追求
自己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当事对方利益的诚信。从美国一些企业出现问题的现象来
看，一些企业对于前一种诚信确实是坚持了，但是后两种诚信则没有坚持。因此，应
该注重对企业文化的提升，而企业文化的核心便是诚信问题。 
财务造假有风险，但若经过比较发现“机会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时，就可能导
致公司高管及负责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利欲熏心、铤而走险。资本市场的发达，刺激了
公司高管为利益而造假的需求。因此，打击财务造假关键要抓住源头。在目前的情况
下，除政府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外，尤其需要提高公司的财务透明度，并加强
公司内部的制衡关系。公司高管层的权力受到一定制衡，将增加操纵财务报表的难
度，有助于减少欺诈案件的发生。 
会计诚信危机表面上看是因为企业制度不完善、管理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但追根溯
源，企业制度、管理结构只是企业文化整体中的一环。按照传统管理理论，企业文化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
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简言之，就是一个企业在自身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成员共享的
价值观。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来说，“人”看起来不是最直接的因素，但却是最持久
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企业制度是人制定的，而且需要人来执行，人的问题不解决好，
再好的企业制度安排，也都无法保证企业高效稳定的发展。 
过去常常把会计人员当作会计舞弊的实施主体，这是很不公平的。会计舞弊作为一种
管理舞弊行为，会计人员在会计舞弊中充当的往往只是工具的角色。在没有公司管理
当局指使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一般是不会为了公司或他人的利益去冒这个风险的。因
为对会计人员而言，个人要承担的会计舞弊成本与收益相比不值得去冒这个险。因
此，会计舞弊的实际实施者经常是企业的实际控制者——经理人。会计诚信的关键是
企业的经理人等公司的高管人员以及能够控制公司高管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掌握着
会计诚信的支配权，因此他们是诚信教育的重点，应该围绕他们进行企业制度安排和
文化建设，限制他们对公司利润和资产负债状况进行操纵的意图。 
二、重塑会计诚信的企业管理制度文化建设 
诚信是企业树立品牌形象的基础条件之一。现代的企业竞争已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换
为全方位的企业形象的竞争，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直接决定企业的行为方式，精
明的企业家信奉“信誉贵于金银，最难得的不是金钱而是信誉”。企业“以诚争取机



会，以信把握机会”，诚信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企业品牌战
略的发展基石。 
诚以信为基，信以德为源。诚信被儒家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立
业之本”、“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这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至理
名言把诚信列为从事任何职业的一条首要道德规范。一个企业唯有重视自己的商誉，
建构“以信为本”的企业文化，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建构
“以信为本”的企业文化： 
１．将“以信为本”的理念嵌入ＣＩＳ系统。把企业诚信看作是社会责任、应尽义务
和树立应有社会形象的必由之路。严于律己，诚信待人，不仅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信
任，更能为企业赢来发展的空间。 
２．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企业领导队伍，很能体现一个企业的特点及其发展的重点。
要营造一个学习型的企业组织，锻造一流的员工。因为企业制度是人制定的，而且需
要人来执行，人的问题不解决好，再好的企业制度安排，都无法保证企业健康稳定发
展。 
３．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合理的授权体系，加强公司内部的制衡关系。公司高管
的权力受到一定制衡，将增加操纵财务报表的难度，有助于减少财务造假事件的发
生。 
４．以内部刊物和内部网站为载体，培育“以信为本”的企业文化理念。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在全公司以及全体员工中营造强烈的诚信意识，强化诚信光荣、不诚信可耻
的观念，形成诚信者受尊重，不诚信者遭鄙视的文化氛围。 
５．要在企业建立科学而有制衡约束机制的管理制度，增进各部门工作的透明度，特
别是要提高公司的财务透明度，成立由董事会或独立董事领导的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内
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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