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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作者：楼芳  

  21世纪是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我国的会计教育应如何变革才能满足以信息
化、网络化、数字化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对会计工作的需求，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 
  (一)会计教育应是素质和能力教育。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教育模式注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生产组织和管理的不断创
新，会计工作呈现多变性，这是只注重专业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所不能胜任的。会计
教育究竟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国际会计界曾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
例证。在美国，过去把通过CPA考试作为会计教育的目标，从80年代末开始，会计教育
的目标发生了变革。例如1990年，由八大会计公司赞助设立的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
会在第一份《会计教育的目标》中指出：会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优良的专业会计
的才能，并使他们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其中的才能包括：(1)技能方面：交际能力；
智力能力；人际关系能力。(2)知识方面：一般知识；各类组织和企业方面的知识；会
计与审计知识。从中可以看出，其不仅强调专业能力的培养，也重视文字和语言能
力、组织领导能力、团体协作能力的培养，即从专业教育向综合素质和能力教育转
变。 
  (二)会计教育是一项终身教育。 
  在"信息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存量增加的速度不断加快，必将导致知识的
更新越来越快。学习新知识，应用新知识，创造新知识，是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提出
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一个人在学校中接受的
教育不能完全满足其毕业以后知识更新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的会计教育不仅要包括
学生的学历教育，而且要包括学生毕业后的继续教育。会计教育应是一项终身教育。 
  建立与完善我国会计继续教育体系，是会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会计继续
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是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教育界的关注，更需要会计职
业界的配合。政府、教育界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规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有关事
宜，保障会计人员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使继续教育制度化、组织化。会计职业界也
应相应组织起来，采取诸如职业界网站等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使职业人员接受继续
教育经常化、主动化。 
  (三)会计教育应以会计人才需求市场为导向。 
  会计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需要符合人才需求方的要求。沟通人才供应方与人才需
求方的联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供应教育机制，是会计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教育改革不断深入。面对市场对会计人员的巨大需求，
一方面各类学校纷纷开办会计专业，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课程名称也五花八门；另一
方面低专业水准的会计人员供过于求，而相当的企业却找不到合适的会计，最终造成
了会计人员的结构性失业。目前，世界上会计教育改革最为成功的是美国。80年代以
来，美国进行轰轰烈烈的会计教育改革的成功可以归结于教育界、职业界共同协作的
结果：会计职业界把人才的需求反映给教育界，教育界根据这些需求来调整教育目
标，职业界考察调整的结果，再反馈给教育界，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而反观我国，会
计教育改革却一直只是教育界一方在努力，脱离了实际需求，改革成效甚微。 
  (四)会计教育改革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将要把世界连成一体，作为"商业语
言"的会计也具有共性。目前，我国会计市场的开放程度已经很大，并将随着我国加入
WTO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与国际惯例接轨已成为我国会计界的共
识。西方的会计教育改革先于我国，其在此方面有不少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例如
会计理论和方法、具体的会计教学方式、课程设计等等。而目前我国信息化、网络的
迅速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来吸取西方国家会计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以适应知
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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