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环境下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措施 

文/刘志红 

   一、新经济环境下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是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会计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会
计人员应当提高业务素质，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应当加强。”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
二十条规定“持证人员应当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素质和会计职业道德水平。”由此可见，会计
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有其法律依据。 
   第二、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特别是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要求新会计准则体系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会计是一门不断发展
变化、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
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强调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相协调，会计改革不断深入，会计专业性和
技术性日趋复杂，对会计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职业技能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加之一些新经济事物不
断涌现，都给会计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会计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从业人员如
不及时更新观念，学习新知识，就会逐渐落伍淘汰。 
   第三、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是提高自身素质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会计工作是一门专业
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胜任会计工作；会计
工作要根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对单位经济业务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会计核算、编
制财务报告和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设计等都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进行具
体业务处理时所进行的会计处理方法的选取、会计估计的变更、会计信息电算化的处理、网络化传
输等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
系，必然要求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充分协调，会计从业人员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保持持
续的专业胜任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不断地提高会计专业技能，以适应我国深化会
计改革和会计国际化的要求。此外，目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数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国际会计机构和国际会计从业人员的介入，客观上也迫使会计从业人员必
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技能。目前我国的继续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二、 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现状 
   1、 部分会计从业人员未认识到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目前财政部门颁布的准则制度，有的适用于所有企业，有的适用于股份制企业，有的仅适用
于上市公司，特别是适用于后两者的准则制度，就会使个别会计从业人员认为本企业不适用该准则
制度而不去学习掌握；还有些会计从业人员认为自己本身日常工作已十分繁重，没有时间和精力再
去学习新知识；还有些会计从业人员认为单位领导让去学习就学习，单位领导不让去就算了，有的
单位虽然也派会计人员去参加培训了，但是培训的效果却不理想，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单位会计人员
只关注自己目前手头所做的一块工作，若没有变化，就不去学习或敷衍了事。而实际情况是，我们
知道，会计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环节是彼此前后联系的。若只停留在这种低层次的认识水平
上，会计工作的质量难以提高。另外学习培训中缺少考核机制……这些错误认识的存在直接妨碍了
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即使勉强进行了学习，也只是浅尝则止，掌握得不够深入和系
统。甚至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借口人手少工作忙，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不够重视，不能提供必
要的帮助，也直接影响了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积极性。 
   2、 部分会计从业人员只重视专业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会计职业道德的修养 
   每当有新的法规准则制度开始执行，特别是涉及具体操作的准则制度，如《企业会计制
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固定资产准则》、《存货准则》等，会计从业人员因涉及到本单
位的具体会计核算都十分重视，能主动学习和理解，会计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也
都给予足够重视，确保人员和时间，担任培训任务的培训单位也能认真履行职责，保证培训质量和
效果。但对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和修养的提高，则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完全靠会计
从业人员的自我兴趣去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其他机构则没有了前述的热情和努力，以致造成今天会
计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会计信息失真愈演愈烈、会计行业缺乏诚信的不利局面。 
   3、 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参加的人员和学习的时间难以保证 
   尽管会计相关法规对从业人员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都有明确规定，但有的单位却以单位会
计人员少、不可能长期脱岗为由不让会计从业人员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继续教育活动，甚至有些单
位由单位领导出面恳请培训机构缩减脱产学习时间和内容等，这些致使会计从业人员和培训机构各

 



自退让，减少学习人员和学习时间，严重影响了培训的质量和效果，影响到会计法规准则制度的贯
彻落实。更有甚者，有些单位连《企业会计制度》都未执行，仍然执行原来分行业的会计制度，造
成近几年的新准则、新制度的培训使这些会计从业人员无所适从。 
   4、 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形式、内容、手段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 
   由于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道德差异、工作职务以及生活经历、年龄结构不同，决定了
继续教育在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形式等方面，必须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因而继续教育具
有针对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从形式上看，目前仅限于举办培训班和职称培训教育，从内容
上看，目前仅限于对新法规准则制度的学习，从手段上看，目前仅限于“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
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使得会计从业人员感觉形式单一，内容虽新却很单调，与本单位会计核算
实际相脱节，手段相对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教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5、 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 
   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是成人教育，会计管理部门在监督考核时难免会有疏漏，如参加继
续教育的人员保证、时间保证、内容保证等方面把关不严，致使个别从业人员只报名不培训，到考
试考核时再去突击应付。另一方面，对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考核监督几乎还是空白，完全处于
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会计管理部门对从业人员监督考核管理仿佛就剩了会计证年检这一唯一形
式。 
   三 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质量的措施 
   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质量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但会计从业人继续教育的现状却不
容乐观，现在到了必须真抓实干，注重实效的时候，本人以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提高认识。即提高会计从业人员、单位负责人、会计培训机构、会计管理部门的认识水
平，把会计继续教育作为会计职业的一件大事去抓。上下协力，相互配合，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
索，努力营造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良好氛围。 
   2、注重内容。即要引导会计从业人员既要重视会计专业技能的学习，又要重视会计从业人员
职业道德修养。通过专业技能的学习，要提高会计理论水平、会计实务能力、职业判断能力、自动
更新知识能力、提供会计信息的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职业判断；通过职业道德德修养，使会计从
业人员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逐步形成自身的思想观念，并指导和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职业道德自
律能力，形成良好稳定的道德品行。 
   3、讲究策略。会计继续教育的形式不仅是搞培训，更主要的应强调以自学为主，有条件的还
可以到高校进修；继续教育的内容要紧密联系实际工作需要，采取抛锚式启发教育、情景式虚拟教
育、案例式分析教育、现代化远程教育等教育学方法，并兼顾长远发展；继续教育的时间可长可
短，可采取脱产、半脱产等方式。总之继续教育要使广大会计从业人员觉得既有实效又有提高。 
   4、强化监管。在强调会计继续教育以从业人员自学为主的同时，单位负责人要加强对本单位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督促落实，使之经常化、制度化，并提供必要的保证条件；组织会计从业人员
继续教育的培训单位，要精心筛选教学内容，选配优秀教师，严格考试考核，确保教学质量和效
果；财政主管部门要从源头抓起，完善会计从业人员资格准入、考核、奖惩、培训、退出制度，在
会计从业人员档案中注明继续教育情况，利用发证、注册、年检等手段，检查指导和管理会计从业
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作者单位：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相关链接    

 

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对物流成本核算影响与分析 
WTO框架下我国会计的国际化 
开展效益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小议网络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问题 
新旧会计准则转换对财务分析的影响 
关于国家大型工程项目几个财务问题 
关于企业后勤财务预算管理的若干思考 
新经济环境下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措施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