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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会计档案是指由记录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信息的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核算资料组成的重要史料

和证据。会计档案管理是指单位对自己所产生的记录信息的

会计核算资料整理成册，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保管、处

理的规范行为，是保存会计档案信息的重要方式。会计档案管

理具有信息性、合法性、完整性、客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陈司

谨，2005）。
现实生活中，会计档案往往因管理不善而灭失。杜军

（2006）对会计档案灭失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做了充分的
论述：一是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单位的利益。如某国有企业

倒闭后，近 100万元的债权因会计档案灭失而无法追讨。二是
经济监督无从展开。如会计档案灭失后，难以对单位遵守国家

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对企业改制过

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无法检查。三是反腐工作

难以深入。会计档案灭失后，企业中一些人的贪污、腐败问题

只能石沉大海，使反腐工作变得困难重重。因此，需要从法律

层面加大对会计档案管理的力度。我国《刑法》和《会计法》为

防止会计档案的隐匿、毁损与灭失、伪造与变造，规定了隐匿、

故意销毁会计资料与伪造、变造会计资料的刑事处罚和行政

处罚。行政处罚不在此赘述，本文仅论述刑罚中的司法问题。

二、我国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规定和刑罚司法困境

1. 我国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规定。《会计法》第四十三条
规定：伪造、变造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编造虚假财务会计报

告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明

确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五

条第一款还特别规定：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

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造虚假财务会计

报告或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将《会计

法》的规定在《刑法》中执行，1999年的《刑法修正案》规定：隐
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

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该罪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2. 我国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司法困境。通过对上述规定
的分析，我们发现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

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司法存在“法律陷阱”。根据《刑

法》规定可知，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

报告罪属于结果犯、故意犯、情节犯，结果能很好判断和认定。

对于情节，到如今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经济犯

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提到两种情形应受到追诉，并没有

其他情节严重的判断情形的规定，也难见司法解释，即使学理

解释也少之又少。对于故意，根据规定能判断：只要是依法应

保管的会计档案被隐匿、销毁都能认定为故意。但是，它并不

能解决在会计档案管理过程中某些组织或个人的特殊行为是

否属于隐匿、故意销毁的判断与认定问题，如被盗、被火烧以

及并购重组等行为造成会计档案灭失的问题，这些行为可能

是正当的，也可能是非正当的，如果是非正当的，需要按照刑

罚规定才能实施制裁。然而，由于法律或法律规范的司法解释

的缺失，导致执法困难，无法对某些行为实施制裁，从而形成

所谓的“法律陷阱”。如果行为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其他的

人就会乐此不疲地去效仿。

二是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司法存在“囚徒困境”。由于会

计档案管理的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收益，只要行为人受到

的处罚在其可承受的范围内，其就会不断实施违法行为，从而

不断处于违法的困境中。会计档案所记载的信息的重要性使

会计档案管理具有重要性。在实践中，虽然组织或个人存在会

计档案管理不善，故意销毁、隐匿会计档案等行为，但是所提

供的证据往往使其不受刑罚处罚，大不了受到行政处罚而已，

或者受到的刑罚处罚较轻。这种惩罚不能够发挥法律的威慑

作用，最终形成违法与处罚的“囚徒困境”，加速了社会信息链

的断裂，严重的会带来经济危机。因此，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完

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司法实践考察

陈司谨 李伟光 冉 曦

渊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 成都 610100 重庆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0044冤
【摘要】本文指出，按目前的《刑法》规定，会计档案管理过程中有多种违法行为无法受到制裁，形成司法“法律陷阱”与

“囚徒困境”，甚至引发经济社会危机。为防止会计档案不正当灭失，提高会计档案管理的有效性，保证其所记载的会计信息

的完整、客观、连续有效，提高刑罚的预防性和惩戒性，应当对会计档案管理中的特殊行为作出刑罚司法辨析与认定。

【关键词】会计档案管理 刑罚司法解释 司法认定

阴窑30窑 援 下旬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整性、客观性、历史性、系统性，需要对记载会计信息的会计档

案管理的刑罚司法认定作出法理上的解释，实现司法实践中

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有据与会计信息保护的统一。

三、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司法解释的标准

由于会计档案管理中的刑罚处罚存在困境，为解除困境，

保证会计信息链条的连续完整，保证经济纠纷得到公平有效

解决，使经济犯罪人与职务犯罪人受到应有的处罚与制裁，需

要实行“重典”以防范会计档案的毁损、灭失引发的会计信息

的毁损、灭失。因此，需要根据刑罚学理论对会计档案管理行

为进行解释。

根据法学理论和刑罚学理论，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法理

解释的标准是：淤法的核心价值是维护和实现经济社会的
公平、正义、自由、秩序与效率。这是所有法律制度应遵从的

社会价值标准，包括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司法解释。会计档案

管理中有刑罚制度规定，对其解释当然也不例外，应当遵从。

于刑罚原则。罪刑法定、罪责相适、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刑罚
实施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法律价值和刑罚原则是对既没

有司法解释又无学理解释的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司法问题进

行解释的基本标准、理论标准，以此指导形成的法理解释是统

一的、权威的、可执行的刑罚司法标准。

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司法解释的操作标准为：淤主体方
面。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

位。于主观方面。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的，过失不构成本
罪。故意是行为人对法定保管的会计档案不保管，或对应该提

供的档案不提供。盂客体方面。客体是行为人隐匿、销毁的是
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资

料。榆情节严重。情节严重在《刑法》和《会计法》中均未有明确
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

准的规定》中提到了两种可追诉的可视为情节严重的情形：第

一种，隐匿、故意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额在 50万元以上；第
二种，为逃避依法查处而隐匿、故意销毁或者拒不交出会计资

料。而这种规定并不全面。下面我们按照理论和操作标准分析

会计档案管理中的特别行为是否属于刑罚范畴，以解除司法

困境。根据《刑法》规定，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是结果犯、

故意犯、情节犯，而非行为犯。

四、会计档案管理中特殊行为的刑罚司法认定

为防止会计档案管理过程中的某些行为造成会计信息的

毁损、灭失，以及某些人利用会计档案进行信息犯罪，我们应

当对某些行为进行刑罚处罚或是数罪并罚，而这应当根据标

准加以辨析与认定，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有效。

1. 一罪与数罪的认定。单位或个人实施偷税、逃税、骗取
出口退税、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经济、职务犯罪行为

时，往往提供虚假的会计资料，形成非法会计档案。进入会计

档案管理阶段时，管理部门管理着虚假会计档案。对于此种行

为，由于行为的竞合，司法实践中认定其为一种手段，不认定

为单独犯罪。事实上，此种行为本质上属于变相隐匿、销毁应

当保存的真实会计资料的行为。为维护社会正义、公平、秩序

与效率，《刑法》明文规定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提供

虚假财务报告罪。为严厉打击编造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对于

通过伪造、变造、隐匿、销毁会计资料方式实施经济和职务犯

罪的行为人，由于其行为已经造成会计档案的虚假，符合构成

要件的判断标准，属于单独罪，应与其他罪认定为数罪。对于

事后修改、隐匿、销毁会计档案资料，属于不同时间实施的两

种行为，目的不同，按要件也属于单独罪，构成数罪不容置疑。

这样有助于实现会计档案管理的法律目标，保证会计信息的

完整。

2. 搬家、被盗而遗失会计档案资料的认定。对于单位搬
迁的，单位交易中的经济纠纷，单位或个人的经济、职务犯罪

问题，或为会计检查需要调阅会计档案资料的，单位或其相关

人员声称会计档案资料由于单位搬迁而遗失，此时是否应受

到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处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由于会计

档案资料属于国家和单位的法定保管资料，无论什么情况下，

都应该受到严格、妥善保管；同时，为保护相关利益人的利益，

维护社会信用系统的完整，防止仿效效应，由于搬迁而造成会

计档案遗失的应认定为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以防止其

成为托辞，否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对于会计档案资料被盗窃的，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

方面是盗窃者。作为记载会计信息的档案资料，对一般人来

讲，它并不重要，如果是纯粹的拾荒者，也不会去偷盗，当然会

存在当事人指使偷盗的情形，因此对于偷盗会计档案资料者，

应作为行为犯处理，按照盗窃罪和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

数罪并罚。另一方面是被盗者。由于我国缺乏会计档案资料被

盗的相应规定，导致单位或个人可能未失窃而谎称会计资料

被盗，从而不受刑罚处罚。因此被盗的情形应分为：淤盗窃未
报案。此时，应直接认定为隐匿、故意销毁会计档案资料罪，防

止以此为借口拒绝提供会计档案资料或销毁会计档案，造成

会计档案毁损、灭失。于盗窃报案的。此种情形，应根据盗窃案
件的查处结果来判断。如果所报案件查处后，盗窃物中并没有

会计档案资料，则认定虚假报案，应认定为隐匿、故意销毁会

计资料罪；如果盗窃物中有会计档案资料，可以追回，则不认

定单位或个人触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盗窃者以盗窃

罪处罚。当然，需要注意串通作案的情况。失火与盗窃的原理

相同，在此不做论述。

3. 隐匿、销毁“小金库”资料的认定。私设“小金库”本身
是违法行为。当单位私设“小金库”时，其计量、核算资料本质

上反映了单位的真实经济业务，属于依法应该保存的会计资

料，应该归为会计档案资料管理。然而，事实上单位或个人往

往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隐匿或销毁“小金库”资料，不提供“小金

库”资料，如利用“小金库”实施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的，行为人

是不会主动提供“小金库”资料的，往往会将其销毁。如果“小

金库”资料被销毁、隐匿，按照刑罚证据证明原则，犯罪行为将

永远得不到制裁，从而陷入“法律陷阱”之中。为了严加防范私

设“小金库”行为，对隐匿、销毁“小金库”资料者，应当按照隐

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认定，即使涉及的金额达不到规定的

追诉标准，因为隐匿、销毁“小金库”资料是属于违法行为之违

法行为，是《刑法》理论中的加重情节行为，所以如果是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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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隐匿“小金库”资料实施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行为的，应认

定为数罪，实施数罪并罚。

4. 未严格执行异地或不同部门保管而导致会计档案资
料被篡改、毁损、灭失的认定。一个单位未严格按照《会计法》

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实施异地保管或不同部门保管，

表明该单位对此规定不重视，应认定为故意行为。会计资料的

生成和保管由同一部门执行，将会产生会计资料被篡改、隐

匿、毁损情形，特别是由电算化会计形成的具有领域拓宽性、

系统环境依赖性、载体特殊性、档案易修改性、信息的共享性

特性的磁介质档案。包含在会计电算化档案中的软件档案可

分为文档资料档案与软件程序档案两种。在分别保管的会计

档案资料的借阅与调阅中，应具有完善的手续。由此判断，只

要是未执行分别保管和借调阅手续而导致会计档案资料隐

匿、被篡改、灭失、毁损的，实际上是有意放纵，符合认定标准，

因此应该认定为此罪。

5. 改制、合并、分立、关停转产单位的会计档案管理的认
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企业改制、合并、关停转产前的债权债

务、权利义务，由改制、合并、关停转产后的企业承担和享有，

分立情况下则按照协议承担和享有。为保证关停转产单位权

力的行使、债务的履行、违法行为被追究，记载关停转产单位

债权债务、权利义务的会计资料应由主管部门或接管单位保

管，即当单位关停转产时，其会计资料应统一归档管理，由主

管部门或接管单位保管。因此，记载债权债务、权利义务的会

计档案资料如果在保管期内，应该随着债权债务、权利义务的

转移由相应的单位进行管理，以保证法定义务的有效履行；如

果到期，应实施相应的鉴定销毁程序。否则，应该认定为故意

销毁会计资料罪。如果不这么认定，在会计信息严重不真实的

情况下，将会由于会计档案资料的原因引发频繁的改制、合

并、分立、关停转产，非法套取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这种制度

缺失给行为者逃避惩罚提供了机会。

6. 会计档案未经鉴定而被销毁行为的判断。《会计档案
管理办法》规定，会计档案到期需要销毁的，需要经过鉴定，如

果属于利用率高、未收回的债权，有担保未清算的债务，涉及

职工和股东利益的会计资料以及可能用于证明经济犯罪和职

务犯罪的资料，应当抽出重新装册保管，这属于首次鉴定。重

新装册保管的会计档案资料到期需要销毁的，需要再次鉴定，

才能销毁。如果单位未将到期的会计档案资料作首次和再次

鉴定而销毁的，属于故意销毁应当保管的会计资料行为，应当

认定为故意销毁会计档案资料罪。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法律的

权威性。

7. 多套账只移交一套行为的认定。单位基于不同的目
的，将建立多套会计资料系统。有的单位编制的是独立业务单

独制账的连续编号的会计账务系统，最后移交档案部门时，只

移交一套；有的单位编制交叉混同的多套会计账务系统，移交

时也只移交一套。上述行为本身是违法行为和恶意行为，应认

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这是因为最初就隐匿了应当保存的会

计资料，形成不真实、不完整、不合法的会计档案资料，移交形

成档案前就触犯了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规定。如此认定，有助

于会计档案的完整。

除了以上行为，还有如委托记账、代理记账等情形的会计

档案管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将刑罚手段与民商事、行政、

经济手段配合运用加以规范，以便全方位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防止泛刑罚化。

会计档案资料是记载会计信息的重要史料，是会计信息

系统的基础。为了维护经济社会会计信息系统的完整性、客观

性，防止会计档案资料的不正当毁损、灭失与被隐匿，保证会

计信息的完整性，需要用重典加以打击，提高违法成本，降低

违法收益。除可追诉的两种情形外，只要行为导致了会计资料

丧失利用价值或灭失，无法查阅取证，如谎称被盗，或指使盗

窃，或纵火焚烧，或关停并转、改制时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等，

属于故意行为，均应受到会计档案管理的刑罚处罚。当然，这

一过程涉及证据的收集、认定，在案件移交时要运用有关规

定，从而需要完善司法解释，维护法律的效用与权威，从而充

分实现法律的目标。

【注】本文系 2009年西南政法大学资助项目 野会计档案
管理法律规制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09xz-QN-23冤 的阶段性成
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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