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及对策研究 

文/陈 君 

   一、序言 
   会计信息质量是会计信息系统的必要构成要素,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是保证会计信息系统正常运
行及发挥功效的前提条件。本文着重探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并且提出相应
的对策。 
   二、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
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 
   1、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 
   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
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
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 
   2、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利益冲突 
   由于利益主体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
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
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
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3、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
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
益。由于委托、代理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代理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
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代理人有
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大力推进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前提。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一是明确产权，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同时，公司照章纳税，投资者按股分红，企业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
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二是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
开，增加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性。 
   （二）建立健全会计监督机制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 
   1、做好企业内部监督工作。要加强内部监督责任制，提高会计监督的有效性，以保证会计核
算质量。同时，建立内审机构，对会计最终产品进行符合性测试检验和监督。充分发挥内部监督的
日常与全过程控制作用，把一些违法、违纪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2、健全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要尽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注册会计师队伍，提高注册会计师的
职业道德水平及业务水平，尽可能地减少因违规执业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信息失真。进一步明确社会
会计监督对会计审查的结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使社会会计监督机构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经济警察”。 
   3、强化政府监督。财务部门要认真完成新《会计法》赋予其对会计工作的监督权和行政处罚
权：审计部门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税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根据有关规定对纳税人的会计
资料和其他资料进行税务检查；其他部门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和职责分工对有关单位会计
资料实施监督检查，但应避免职责交叉和重复检查。 
   （三）明确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保证。 
   《会计法》针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确立了单位负责人为本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抓
住了矛盾的关键。单位负责人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单位依法行使职权，所以应对本单位的
会计信息质量承担责任。明确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本单位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应负的法律责
任。责任风险的加大将促使其知法守法，主动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法律秩序的范围，有利于控制作假
的源头。 
   （四）加强和规范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 

 



   会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对会计人员既
要重视业务素质的提高，也要重视政治素质的提高。一要加强财会人员职业化管理，完善会计人员
从业制度，严格确定从业任职资格的条件，并由专门机构统一负责管理和考核。二要鼓励和支持会
计人员参加多种形式的进修、学习，更新、补充新知识。三要建立一套系统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
要求会计人员树立法制观念，要敢于坚持原则，做到依法办事（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园林绿
化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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