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 

文/任 宇 

   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生产者，会计信息作为重要的公共信息产品，其质量的优劣与生产者
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素质的财务人员除了要具有相应的业务技能，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
道德。然而，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现状令人担忧，会计职业道德的缺失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秩序，
会计界的信誉与声誉不断下降，会计职业要在我国现行经济环境中健康地发展，加强会计职业道德
建设刻不容缓。 
   一、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现状分析 
   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是调整会计人员与国家、
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主体、会计人员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社会道德规范的总和，是基本道德规范
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会计职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我国在从
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由此而引
起会计职业关系愈加复杂、社会对会计工作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实中会计工作却越来越不能满足
社会各方的信息需求，其重要根源就在于会计职业道德的缺失。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缺失的具体表现
为： 
   1、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意识淡薄。对会计人员道德意识抽样调查显示，当会计人员与单位负责
人意见相佐时，有16.87%的会计人员认为应当坚持原则，21.86%的会计人员认为应按领导意见办
事，61.27%的人认为应根据指示做好技术处理，也就是说高达83.13%的会计人员认为应配合负责人
并对存在问题作出掩示，完全置职业道德原则于脑后。对当前的会计失真现象归类统计结果显示，
会计人员主动出谋划策的占11.2%，配合单位负责人做假的占26.8%，被迫做假操作的占44.7%，因
业务水平低出错的占17.3%，可见主动配合作假的会计人员所占比例达到了38%。这些数据只说明了
一个问题，现在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意识何等淡薄。 
   2、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具有普遍性，会计职务犯罪日趋严重。在我国无论会计主体性质如何、
规模大小，都普遍存在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财政部近年曾对某行业110家企业的会计状况进行抽
查，结果有102家企业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在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假案也层出不穷，
从琼民源、红光实业、郑百文到银广厦、东方电子的舞弊案，从PT东海（0613）、蓝田股份
（600709）到ST黎明（600167）的造假系统工程，制假手段越来越“隐匿且严密”，虚构利润、虚
构资产数目动辄千万乃至上亿，已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同样地，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始终不能消除，通过违规的列收列支，对会计数据进行“技术处
理”，以修饰政绩，从而获取本地方、本团体利益。近年的经济犯罪案例中，利用职务岗位便利犯
罪的会计人员屡见不鲜，且犯罪金额巨大。如国家基金委会计卞中，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
19999.3万元并伙同主管领导吴锋挪用公款1000万元用以牟取个人利益。又如北方某上市公司会
计，骗取、侵吞代管款人民币1412万多元，另外还擅自将公款45万多元借给他人进行盈利活动。另
有媒体曝光的许姓会计在担任会计兼出纳的十年间贪污公款7000余万元等等，只是冰山一角。会计
领域的这些突出问题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侵蚀了国家和单位利益，并严重腐蚀着我国的会
计队伍，已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39条明确规定会计人
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题词、并多次强调"不做假帐"。但尽
管如此，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利益趋动。不同经济性质主体的会计造假行为受着不同利益的趋使，地方政府为的是维护
地方利益与形象，上市公司为的是扩大融资，私营企业为的是避税甚至是偷逃税款，只要获取的预
期利益远大于预期成本，他们甘于以身试法，而且造假代价越小，谋利越高，各利益主体造假行为
发生的概率也就越大。  
   2、会计执业环境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员处于多元利益主体的中心,要想客观、公
正地进行会计核算，依法实施会计监督，一个好的执业环境至关重要。而在我国，会计执业环境，
（包括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均不理想。有句俗语“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说得就是
会计人员的执业内部环境状况。会计人员在单位中处于从属地位，其工作不仅受单位主要领导的制
约，而且受其他部门主管和人员的制约，同时单位会计人员的任用和选拔方式也影响着会计人员的
工作方式与职业判断，在内部环境中会计人员的独立性差导致会计职业道德水平难以提高。 
    在会计执业的外部环境中同样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因素 
   （1）社会风气不良，整个社会诚信机制不健全。会计职业道德失范是整个社会风气的折射，



 

要求会计人员孤立于社会之外显然不切实际。（2）外部监督不力，财政、税务、物价、审计部门
由于监督标准不统一，在管理上各自为政，功能上相互交叉，虽然各种检查频繁，但却不能形成密
切相关的网络，导致对失范行为监督惩戒不力。（3）“重经济处罚，轻行政、法律处罚，重对单
位处罚，轻对个人处罚，重内部处理，轻对外公开处理”是我国对会计失范行为比较常见的做法，
现行《会计法》对会计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虽然有了行政、经济、刑事处罚规定，但缺乏具体实施
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因而处罚起来往往显得苍白无力。（4）政
府对企业管理错位，企业外部主管部门对企业下达的财务目标，客观上也迫使企业造假，增加了违
反会计职业道德的可能性。 
   3、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有所欠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一环，是提高
会计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教育不仅要传授必需的技巧
与知识，而且要灌输道德标准和敬业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会计行业与国际接轨的过程
中，引进了许多新的内容，新的专业理念，增设了许多新的专业课程，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一直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职在校的会计教育中普遍存在着重视专业技能教育，轻视职业道德教育的现
象。在许多人心目中会计是一门专业，一门学科，只跟数字打交道，而没有认识到会计人员不仅要
与数字打交道，在实际工作中还需与人打交道，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对会计问题及其解决方
法的不确定因素时，还需要解决好道德两难问题。可见，会计职业道德的理念与信念尚未在会计人
心中牢固地树立起来，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急需跟上，尤其是在学历教育阶段。  
   二、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几点建议 
   1、改善会计人员内部执业环境。本人以为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要拥有良好的会计执业内部环
境，那么如何净化会计内部执业环境呢？这就需要 
   （1）提高单位负责人职业道德水准，以美国会计界的经验认为，会计职业道德状况，很大程
度取于经理职业道德的高低。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好的领头羊，单位会计职业道德水平不
可能提高，因此领导的提拔任用应当德字当头，特别是职业道德应当成为被考察的重点。 
   （2）增加会计工作的透明度。实行财务公开（当然不包括商业机密），建立报告制度，公布
每月财务信息，并接受群众质询。同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应大力推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如集体采
购，部门预算等，促使收支行为规范化。 
   （3）增强会计人员地位的独立性。在有条件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积极推行会计委派制，单位财
会负责人或主办会计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委派，其辞退也必须经上一级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委派方式
使会计人员的切身利益同所服务的单位脱钩，同时将被委派会计纳入集中统一管理，其组织关系、
人事关系、工资福利待遇等均由委派管理机构负责，从而解决会计人员身份的双重性，确定会计人
员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从而避免了行政干预，解除了会计人员的后顾之忧，更好地发挥会计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 
   2、制定并完善会计道德规范，加大法律惩戒力度，净化会计执业外部环境。 
   （1）1996年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第二章第二节中有过会计职业道德条款，
基本包括八个方面：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客观公正，保守秘密，诚实守信，坚持准则，提高技
能，文明服务。但这只具备了最基本的轮廓，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可操作性不强，因此，要加紧制
定会计职业道德具体准则或实施细则，并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在内容上要将可操作性放在首位，
同时还要建立起具体有效的管理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充分地发挥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约
束力，促进会计人员行为自律。 
   （2）在现行的《会计法》中增添有关民事责任的内容，对主管单位及其主管实行长效追究机
制，提高行政责任的处罚上限，财政、物价、税务、审计各部门在检查执法过程中密切联络，加强
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财政主管部门应加大对社会中介机构的整治，
强化行业自律性监督体系，加强执业质量的监督检查，对出具不真实、违背审计准则的审计报告的
中介机构实行严历惩戒并对信息使用者的损失予以赔偿。 
   3、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需要凭借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来规范主体行为并达到惩恶的目的，然而法律治理只治标，要治本就要配合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使
柔性的社会规范内化为主体内在的价值行为，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会计道德失范行为。针对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欠缺的现状，我认为应从以下二点加以解决。 
   (1)加强学历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的教育。可在会计专业中设置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作为必修
课，增加该课程学分比重，在课程中补充会计职业面临的道德风险实例讲解的内容，从而提高学生
运用道德标准判断是非的能力，课程中注意培养学生会计职业情感和观念，以便为今后从事会计工
作，并在职业活动中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奠定基础。 
   (2)加强会计继续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后续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学历教育的延续，
现在的后续教育侧重于新准则的学习，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涉及不深 ，应在每年一次的在岗培训中
增添道德规范教育，道德警示教育并加入传统职业道德观与现代职业道德观的对比学习以及会计人
员对道德两难问题的交流与解决等内容，凭借学习心得方式作为培训考核依据的一部份。 

 



总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遵循会计的内在规
律，在不断研究、反复实践中将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引向深入（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计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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