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职业胜任力与会计行为选择的逻辑分析 

文/李 萍 

   一、会计行为选择背后的因果关联 
   会计行为主体对会计行为有各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会计行为选择其背后是由会计主体的不
同素质决定的。而素质又恰恰反映了会计职业胜任力。 
   素质一词来自于“Competency”，一个管理领域的名词，对这个单词的翻译方法有很多：能
力、权能、资质、素质、胜任资格等。根据管理理论中素质研究的开创者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
（David McClelland）的观点，素质是一个人或个体的基本特性，它与高效率和高效的工作业绩有
密切联系。基本特性说明素质是一个人的一种相当深刻和持久的个性，它可以预测个体在各种工作
中的选择行为。在国内一般把“Competency”译作“胜任力”。麦克利兰认为素质包括5个组成部
分：①动机。推动一个人为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内驱力。②个性特征。个性，身体特征以及
对外部环境与各种信息所表现出来的一贯反应。③自我认识。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即自我认同的
内在本我，对自己身份的认识或知觉。④知识。一个人拥有的关于某一具体领域的各种信息或情
报，对某一职业领域有用信息的组织和利用。⑤技能。完成一项具体的体力或脑力工作的能力，将
事情做好的能力。 
   知识和技能是外显的、可见的，是容易被感知和后天培养的，也是对胜任者基础素质的要
求，是有效执行工作所必须的；自我认识、动机、价值观、态度、个性特征是内隐的、深藏的，是
不容易被感知并且难以培养，也是决定个体的行为及表现的关键因素。这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
次特征，是主体自我系统的核心动力因素，最终个体潜能能否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深层次特
征与实际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相符与协调。可以说，隐藏的胜任力在诸多情境中影响着会计主
体对行为的选择、思维模式和情绪反应、对完成任务将要付出的努力、面临挑战时的坚韧性等。所
以，会计人的自我认识、动机、价值观、态度、个性特征将预测行为反应方式，而行为反应方式又
影响会计工作质量。其因果关联可以表述为：意图—行为—结果。 
   二、会计职业胜任力与会计行为选择的逻辑关系 
   所谓会计行为，就是会计行为主体在会计目标的驱动下，对外部环境刺激和内部制约所作出
的能动的，有目的会计反应活动。具体地讲，会计行为主要是指一定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确认、计
量、记录和报告的行为，以及保证确认、计量、记录、报告运行过程，运行质量的管理和监督活
动。就一个单位而言，生成并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资料，是会计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
要的会计行为；就整个社会而言，会计资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
的客观要求。会计行为的制约因素有很多，它与会计主体所处的周围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是内在因
素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内在因素就是会计职业胜任力的深层次特征。 
在会计目标的驱动下，无论是会计个体还是会计组织，从深层次特征分析其行为选择 
的因素有： 
   1、会计人自我认识。在自我认识的各不同方面中，个人效能的自我认识或知觉或许对人们的
日常生活最具有影响力。〔1〕自我效能是指个体组织和执行某个目标活动所达到的水平或从中表
现出来的能力。在实践中，这种能力是一种潜在的主观因素而不是一个确定值。所以，对个体的行
为等机能活动产生影响的，不是这种能力本身，而是主体对它的感受，即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
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决定因素，它对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支持行为的各种技能
（Locke，Frederick，Lee＆Blbko，1984；Schunk，1984）。〔2〕会计人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
并不等于在多种环境中都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具有会计知识
和技能的会计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有时做得很好，有时做得
比较充分，有时做得很差。会计能力的充分发挥，既需要相关的会计知识和技能，也需要有效运用
知识和技能的自我效能信念。班杜拉认为，作为自我调节机制的自我反馈系统是最独特的人类特
征，因为它使个体能够反思和评价自身经验和思想，从而改变思想和以后的行为。个体所持有的有
关自身能力和努力结果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将来行为的方式，而知识和技能一般没有预
测功能。〔3〕所以，会计人自我效能信念是其行为和动机的关键因素。 
   2、 会计行为动机。动机是推动一个人为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内驱力。动机对行 
为的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引发作用，它驱使人们产生某种行为；二是选择和导向作用。它指导人
们作出相应的选择，促使行为趋向行为目标；三是激励作用。动机对行为起着维持和加强的作用，
强化行为以达到目的。行为结果对动机具有反作用，动机会因为良好的行为结果而加强，使该行为



 

重复出现，也会因坏的结果而削弱以至削失，使行为不再进行。会计行为动机是会计人的内部驱动
力，是引发、指导、维护会计行为的力量源泉，是会计人内在的愿望。不同的会计人具有不同的动
机，有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追逐地位和名誉的动机和追逐自我价值实现的动机等。不同的行为动
机有不同的行为选择，会计人为维护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和个人的某种利益，可以选择对企业和个
人有利而对其他契约人不利的方法，如各种会计寻租行为。甚至可以任意歪曲、篡改会计数据，提
供虚假会计信息，如各种会计造假行为等；也可以选择较为公平的会计方法，提供公正、客观的会
计信息。当然，不同的行为选择决定了提供的会计信息也不同。 
   3、会计人价值观和态度。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价值观
能够以几种方式影响行为。一种方式是借助对诱因的偏好起作用，人们对赞许、金钱、物质、社会
地位和从控制中获得自由赋予不同的价值。如有的会计人认为权力、金钱最为重要，就认为这些最
有价值；有的人认为社会地位和控制欲望最重要，就认为这些最有价值；有的人认为自尊、品德以
及对企业的贡献最重要，就认为这些最有价值。价值观影响行为是因为有价值诱因能够激励确保获
取这些诱因的行动，而没有价值的诱因就不能激励行动。价值观是由人生观、世界观所决定的，它
决定了人们对事物价值的取舍。如果会计人有良好的价值观，就能对会计职业负责，对社会、企业
和个人具有较高的责任心，就能提供有质量的会计信息。否则只会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态度是个
体对特定的人、观念或事物的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会计人
对周围事物的知觉会影响到对它们的评价，从而会产生某种行为倾向。情感也常常导致行为倾向
性，而行为倾向性和行动本身，也影响评价。 
   4、会计人的个性特征。个性是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心态和行为特
征。不同的个性，其行为动机、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也不同。个性主要包括性格和气质。性格，是
一个人比较稳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它是个性中经常地、习惯地、鲜明地表现
出来的心理特征，是个性中最能表征一个人的个性差异。如有的会计人，在会计行为中敢于坚持原
则，有的会计人则胆小怕事，怕得罪人。由于性格不同，在同样的环境下，或处理同样的会计事
件，不同的会计人也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表现出行为的偏差。气质，是指个人心理活动的稳定的
动力特征。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主要指心理过程的速度和稳定性、心理过程的强度、心理活动的指
向性。如有的会计人稳定、冷静、办事有条理且工作细心，有耐心。而有的热情、激进，行动敏捷
且精力充沛。气质的差异，会使人的精神、情绪和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三、会计职业胜任力体系及取向与会计行为规范 
   会计主体的行为选择，是与会计人的自我认识、动机、价值观、态度、个性特征与实际具备
的知识和技能的相符与协调如何有关。会计人即便掌握了最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这些深层次
特征不相符、不协调，还是不能达到会计行为的目的。当然，会计行为选择还受外部环境的因素影
响，但可以说，除了外部环境的刺激，主要取决于会计人的自我认识、动机、价值观、态度、个性
特征这些隐藏的、深层次的胜任力。如何能够使会计主体选择正确的会计行为，规范和优化其会计
行为，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使会计行为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与配合，创造一种良好的
社会环境和氛围，使社会经济秩序有效地运行。对会计职业胜任力体系及取向的认识非常必要。 
   传统的会计职业胜任力把岗位胜任力等同于岗位任职资格，认为必须具备会计岗位资格才能
上岗。目前的会计上岗资格证书的考核和注册会计资格证书的考核都反映出这一现象。在一些招聘
广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本岗位要求大学本科或专科以上学历、会计专业、具有两年或几年以上
工作经验，或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岗位的任职资格，而并非是一个人真正的
能力和素质。 
   对于会计人员的素质培养，以及大学会计教育的目标培养，也通常是注重专业知识与技能等
业务能力的培养。传统概念的会计职业胜任能力体系通常包括专业知识结构和业务胜任能力两部
分。其中，专业知识结构包括：专业学科知识，如会计、财务管理、内部审计等；专业学科基础知
识，如信息技术、管理技能、税法、法律和法规；其他知识，如外语、计算机应用、数学等。业务
胜任能力包括：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像能力、操作能力等。 
   麦克利兰在1973年首先指出，学校的成绩不能预测职业的成功或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成就。由
此，他撰写了《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一书，提出了胜任力概念——真正能区分生活成就或工作业
绩方面的优劣的深层次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胜任力是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特征，难以衡
量，也不易培养，如自我认识、动机、价值观等，而知识、技能这些非常容易观察和衡量的特征，
如会计专业知识，计算机操作技能等，并不属于胜任力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职业胜任力
体系应该是除了会计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外，更主要的是会计人的自我认识、动机、价值观、态度、
个性特征这些深层次的素质。而且，这些素质的培养应该作为会计人员的发展取向和趋势。正因为
这些素质是隐藏的、不易培养的，这就成为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作者系浙江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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