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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诚信在会计工作中的地位  
   

□洪可强 叶建提 

 

（一） 

我们一直把真实性作为会计工作的“生命”。我国新修订的《会计法》，要求会计提
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完整”。在西方，“真实与公允”被当作现代会计的一项基本
原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规定企业对外财
务报表必须具备“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四个基本质量特征，并把
“可靠性”作为四项质量要求的核心。在现实中，可靠性集中体现在“真实反映”。
可见，会计信息失去了真实性，那无异于会计的消亡，而不真实的会计信息，除了危
害经济与管理之外，更重要的还危害到上层建筑。正因为此，我们才对会计真实性予
以了充分的关注，并向社会各界即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们，在会计真实性方面作出了基
本承诺。 
会计诚信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讲，会计诚信表达了会计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即客
观公正、不偏不倚地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并忠实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们服务。
随着经济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和两权分离现象的广泛出现，对资源使用过程及结果的有
效监控，成为市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能否得以分离的关键。会
计应承担，对资源使用过程及结果做出真实记录并及时向资源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报
告的责任。会计诚信的缺失，不但对所有者，而且对经营者都将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尤其在会计集中核算上，会计一旦丧失诚信，则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英
国１７２０年的南海公司事件，美国１９２９年的股市大崩溃，都是会计诚信原则沦
丧引发严重社会经济后果的典型案例。 
然而，寻找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
少，无非是制度的原因、监管不力的原因、会计人员素质的原因等等，但现有的分析
没有深入到诚信缺失的内在机理，因而无助于会计诚信问题的顺利解决。 
从本质上讲，会计陷入了“陷阱”导致了会计诚信原则的缺失。而会计诚信原则的产
生，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无处、无时不在的证明出卖、抵押、租赁等关系（契约关
系）。契约成为现代社会各种关系的一种本质要求，不管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物
质的，甚至是心理的，都客观上要求具有契约性质，不然，所有的关系将会土崩瓦
解，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就不复存在。会计在现代成为维系投资者与经营者，市场与
企业，管理者与会计职员，甚至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与政府、客户、消费者之间契
约关系的基础。尤其在会计集中核算上，良好健全的会计制度是会计集中核算顺利运
行的基本保证。正因为在经济信息的纵向（法人单位上下）与横向（人与人、单位与
外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而契约关系的委托方恰恰又处于信息劣势地位，
有效保护委托方利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块基石，那么，消除委托方的信息劣势就
成为必需。现代会计制度恰恰充当了消除委托方信息劣势的角色，完整的会计信息有
效地满足了委托方监管代理方的基本需要。会计诚信原则正是基于此才成为会计生命
的。当委托方现实地存在并对此产生足够的影响时，会计诚信原则的体现就不会出现
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委托人变得远离法人单位或者根本找不到确定的真正代表，那
么会计诚信就失去了动力和压力，会计造假行为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不幸的是，没
有委托人（或不存在确定的委托人）已成为现今一种较为普遍的现实，会计诚信原则
的缺失就成为一种必然，会计造假问题泛滥成灾就不足为奇了。 



（二） 

会计诚信是会计与生俱来的品质。从根本上说，会计诚信是社会经济文化不断走向
“文明”的内在要求。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和伦理学与政治科学院院士阿兰·佩雷
菲特，在《论经济“奇迹”》一书中，详细考察了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四个国家
经济出现奇迹的具体原因，提出这些众多原因中最为重要和共性的一条是竞争和诚
信。竞争强调社会自由流动和追求创新，诚信突出对他人信任和负责并积极协作，而
“货币自由交换与分配和自主契约”是实现并充分体现竞争与诚信原则的主要成因。
笔者认为，信用是经济发展的一项前提，而会计正是维持信用的主要工具。 
会计诚信缺失成为一个国际性难题。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成功的历史经验说明，会计诚
信原则客观存在，并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当代会计诚信缺失归因于会
计陷入了“陷阱”，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垄断现象的存在，则导致了会计诚信
原则的实现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最后运用社会契约理论，提示了中国会计实务的
“溢”内涵，指出现实会计工作中存在着伦理规范与真实规范之间的对立现象，从而
导致会计作假问题。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我们认为是让单位第一把手切实承担起会计
法律责任，这样才有望真正确立中国会计诚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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