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会计信息失真 

文/邓亦文 

   一、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现状透视 
   何谓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权威的解释是指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活动、处理会计关系时所形成
的职业规律、职业观念、职业原则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既是会计行业对本行业在职业活动中的行
为规范，又是会计行业对社会所应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不同于会计职业道德，
它重在强调强调“人”，主要是研究从事会计职业的人员应具备的道德素质，其重点不在“会
计”，也不在“会计职业”，而在“从事会计职业的人”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水准。从本质上讲，
它既包括会计人员的“职业、技能、技术、（即职业之道）”，又包括会计人员的“职业品质（即
职业之德）”。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普遍得到了强化，但有些领导干部、会
计人员的法制观念、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开始谈化，特别是会计人员，由于身处单位财经大权的关
键地位，一些人为了追求金钱、权力，违反职业道德，编造虚假会计信息，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这种非职业道德行为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1、职业态度方面：疲于应付，消极怠工。目前在我们的会计队伍中，有些会计人员由于对会
计工作认识不足，选择这一职业后又不把这一职业当成自己的理想去追求，不是潜心于自己所从事
的财会工作，认为会计工作整天枯燥无味，经济收入不高，心态产生不平；在工作岗位上处理会计
事务时，敷衍塞责，有的甚至还离岗专门在外兼职或做生意，赚取外快，而对自己单位的本职工作
却随便应付；在会计业务知识更新方面，一些会计人员不是主动积极地加强学习，以提高自身素
质，而是学习目的不明确，态度不端正，疲于应付。 
   2、职业良心方面：动机不纯，利欲熏心。有些会计、出纳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伪造虚假经济
业务，用假发票、假收据等手段套取现金，贪污公款；有的通过改动领导已签字的报销凭证的数
字，以小报大，以少报多，将多报销的款项归个人所有；有的甚至模仿领导的笔迹，将用于个消费
的购物凭证拿到单位报销，侵害集体利益。有的会计人员，特别是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利用职权看
钱办事，收取贿赂。 
   3、职业原则方面：粉饰业绩，造假信息。一些企业管理当局，出于确保职位动机、借款动机
等，授意指使或强令会计人员采用伪造、变造等手段，编制和对外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掩盖
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从而误导广大投资者。严重损害了国家和股东
权益。前些年来，上市公司连续出现的大案，如“红光实业”倒闭，“株洲有色”巨亏等，无不与
粉饰财务会计报告有关。 
   4、职业纪律方面：挪用公款，串通作弊。有的会计人员困掌管了单位的财务大权，具有调拨
资金的能力，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借鸡生蛋”，挪用公款用于买期货、购股票，赚到钱后再归
还，给自己留有一定的退路，使犯罪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调查表明，许多贪污案件都是由挪用公款
案引发的。有些会计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前程，对违法违纪行为熟视无睹，明哲保身，反而
成了领导的一只手，直接按领导的意愿去处理会计事务，根本谈不上秉公办事，客观公正；有的会
计人员，明知单位领导的行为是违法违纪的，却不制止，不向上级报告，反而参与犯罪,与领导一
起串通作弊，满足自己对金钱的追求。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具体表现、危害及原因剖析 
   1、假证、错账、糊涂表、恶性循环。常见的假证多为一些不合规、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主要
体现在：内容、数量、金额不符；以自制非法代替外来凭证；伪造、涂改、移花接木。错账、假账
主要在于账务处理的随意性，一些单位从自身的利益了出发，为了应付上级及外部监督部门，会计
人员人为地调整账簿记录，故意作弊，以假乱真；设账外账，截留各项收入，虚列有关支出；在
“往来”、“待摊”、“递延”等账户上做手脚，在存货计价、成本计算方面耍花招。同时，由于
错账、假账导致生成数字逻辑性不强、牛头不对马嘴，缺乏勾稽关系的糊涂表。究其造假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偷漏国家税收，骗取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这不仅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扩大和增加不
合理开支，还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后果，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形成
造假的原因，一是会计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和原则性不强，抵制力弱，睁一眼闭一眼，存在“宁犯天
条，莫犯众僧”的心理，任其自便；二是领导意志，权力游戏，对坚持原则的会计人员加以刁难、
排挤，把顺我意志的放在主要岗位加以重用，造成“站得住的顶不住，顶的住的站不住”的不良局
面。 



 

   2、账外私设“不金库”，会计掌管“金钥匙”。一些企业内部各部门（分厂、车间等）从自
身的利益出发，盲目强调业务经营的需要，擅自扩大开支范围，私设小金库，多渠道开支业务费
用。私设“小金库”的行为虽然大多都是由领导干部签批的，甚至是由领导“单线管理”的，不是
会计人员的个人行为，但会计人员却是直接参与者，并掌握着“小金库”的钥匙，不用职业责任、
职业道德去防范“小金库”的出现，甚至主动串通作弊，将“会计原则”变成“会计圆则”，败坏
会计风气，助长腐败势头，导致发生犯罪现象，甚至单位倒闭，严重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书记成本”、“厂长利润”宣上榜，虚荣实耻。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出于对
政治的利益的追逐，为保住昔日殊荣，确保职位和谋求职业升迁，不惜一切代价，铤而走险，授意
或指使会计人员少提、乱摊费用、造假生产成本，账上添彩，以示职工思想工作做到了家；通过提
前确认收入，虚增利润，表中生花，达到粉饰经营业绩的目的。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或主管部
门为维护地方或部门形象，有意识地引导企业会计进行造假，行政干预银行贷款给企业，以解决企
业虚报利润上交税收的资金。其结果是造成企业、领导图有虚荣，会计工作秩序混乱，内部会计控
制失灵，职工实际蒙受耻辱，切身经济利益受损，积极性受挫，企业不能真正重整旗鼓、展现辉煌
的难堪格局。 
   4、信息披露不及时，公信度大打折扣。会计信息的重要质量特征是其及时性，对外披露的财
务报告信息的有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定它的及时性。目前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对外披露
的会计信息在时间上相对滞后，使得信息使用者对其有用性（特别是其预测作用）及其可信性大打
折扣，使得投资者、债权人不能及时据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导致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受
损；另一方面，还影响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效率的评价，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管理
者实施有效监督。 
   三、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是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得力措施 
   1、自律是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石。建立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自律机制，筑起思想道德防
线，是防止腐败，打击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各种违法活动和非职业道德行为的第一道屏障；同时通过
建立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自律机制，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将一切不良的道德欲望控制或消灭
在萌芽状态，也是制止“做假账”，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消除影响会计职业形象的不利因
素，保护会计职业生命的根本手段。 
   2、职业技能、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前提。作为称职的会计人员，必
须敬业、爱业、乐业、勤业、精业，热衷于本职工作，潜心于本职工作，安心于本职工作，要有职
业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要不断钻研业务、精益求
精，首先要对传统的会计基础工作有所加强，其次要加快会计业务知识更新的学习，熟练掌握《会
计法》、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内容，以进一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保证会计核算工作的信息质量，同
时还必须熟悉国家的财经法规、法令、政策，敢于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不做权、财、色
的奴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3、会计法制建设是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有力保障。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固然重
要，但是要杜绝和根治会计职业活动中的非职业道德行为，仅靠道德约束还是不够的，因为职业道
德建设只是给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创造一种“软约束”环境，是一种心灵上的约束，它并不具有强
制性，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法律来约束，通过抓会计法制建设给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形成一种
“硬约束”环境，将“法治”与“德治”齐头并举，这样才能使得会计人员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
该做什么，怎样做得更好，才能使得会计人员自觉遵纪守法，自觉树立不做假账的职业意识，确保
所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综上所述，我们能深刻认识到会计人员的非职业道德行为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以道德建设促会计法制建设，同时必须强化会计
人员职业道德的自律机制，严格自律，勤奋进取，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争做一名新时代
的会计人(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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