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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教育与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作者：□房桃峻 倪朝清  

 职业道德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奋自强、敬业奉献”公民基本
道德规范在职业方面的具体反映，是所有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养及行
为准则。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会计工作质量的高低。诚信原则
的提出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发布，对于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有着重要意
义。 

一、诚信教育要求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琼民源、ＳＴ郑百文、银广厦、ＳＴ黎明等会计造假案件的不断出现，除制度缺陷

外，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不能不说也存在着重要问题。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
设，为会计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势在必行。诚信原则的提出和《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的发布正满足了这一要求，这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
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
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可以说，诚信原则的提出，为防止会计信息
失真，防止会计人员道德失范、见利忘义等损害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现象有着重要的意
义。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诚信的同时，教育会计人员坚持实事求是，弘扬淡泊名利、无
私奉献的时代精神，教育会计人员坚持尊重个人合法利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使
广大会计人员认识到，会计人员提供的虚假信息，将造成政府决策失误，上市公司的
会计人员提供虚假信息，将影响到企业、股民的利益和证券市场的稳定，如果会计信
息失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因
此，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会计人员的社会信誉，从根本上说就是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与江
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相一致。 

二、诚信教育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了外部环境 
会计人员既生活在会计领域，也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其职业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受

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如何才能有效地防
止各种消极因素对会计人员的影响呢？目前，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提倡诚信原则，将
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纲要要求大众传媒、文学艺术等，应宣传
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大力宣传
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和高尚品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坚决批评各
种不道德行为和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
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作为“数字福建”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安全证书（即ＣＡ证
书）的进一步推广认证，我省企业的诚信度必将上一个台阶，而企业诚实守信的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其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必然不能失真。在全社会都讲求诚信的大环境下，
会计人员耳濡目染，必然形成一个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氛围。 

三、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法律支持——《会计法》 
讲求诚信，努力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这正体现了依法治

国的思想，在认真抓好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
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为会计职业道德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我国于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开始实施的新《会计法》第５
条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任何单
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第４６条还规定：“单位
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
岗位、解聘或者开除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
员，应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这两项法律条款有力地保证了会计机构、
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使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位负责人的非正
常干预，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会计法为会计人员敢于抵制消极现象提供了法律支持，除此之外，在制度上也应为
会计人员敢于依法办事提供保障，把思想引导与利益调节、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统一
起来，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确保各种行政规章以及道德守则和公约在实践
中得到落实，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四、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基地——学校与社会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进

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起来。加强校纪校风建设。要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
用，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要组织学生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和社会
实践活动，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这就要求培养会计人员
的各类学校应重视职业道德教育，不能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培养和基础课程的教育，还
应把职业道德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除学校教育外，社会也是一个大课堂，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的形成也起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各类机关、企事业
单位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抓好道德教育，把道德特别是职业道
德作为岗前和岗位培训的重要内容，帮助从业人员熟悉和了解与本职工作相关的道德
规范，培养敬业精神。要把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指标，促使从
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树立行业新风。 

当然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必须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会计人员的后续教育中应注重职业道德教育，
而不是简单的专业知识教育，让会计人员时时、处处都能体会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和
会计人员的责任感及使命感。 

五、诚信为建立我国特色的会计执业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了指导 
若能在诚信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职业道德规

范体系，这将更有利于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美国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由注册
会计师职业品行规则、管理会计师道德行为标准、财务经理道德规则、内部审计师道
德规范等构成。我们可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诚信原则和纲要的指导
下，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操作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但在尚未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操作性强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之前，诚信
原则和纲要的发布，可以说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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