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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体制文化是价值观念的基础，因此会计诚信建设应当抓住有

关法规制度的建立及有效实施这个关键环节，以为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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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对会计行

业的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正如财政部副部长王军

（2008）所提到的那样，我国会计行业应加强诚信建设。诚信是

会计行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会计行业的灵魂，会计诚信是整个

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石。笔者认为，会计诚信是一种职业诚信，

其衡量标准在于从业人员的职能履行状况。会计诚信问题是

个体的道德观念问题，而这涉及相关的制度能否保障行业功

能的发挥。

一、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诚信缺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会计诚信状况不

容乐观。王华和庄学敏（2005）对广东省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时提供的会计数

据的真实性”一项，认为不真实的占 31.77%，表示无奈的占

18.75%。从这里可以看出，连会计人员都否认上市公司会计信

息的真实性，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笔者认为，导致会计诚信缺

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会计人员的“囚徒困境”。会计诚信缺失不一定是会计

人员的责任。其实，在很多经济舞弊案里，会计人员是处于被

动或无奈的位置，公司领导利用有关法规的漏洞，胁迫或撇开

会计人员来侵占公有资产，而会计人员则陷入了“囚徒困境”

（杨雄胜，2002）。王华和庄学敏的调查中“导致会计人员做假

账的主要原因”一项，答卷人中的 43.72%认为是董事会，

35.68%认为是证券市场规则不合理。他们认为，当前我国会计

诚信缺失并不是完全由会计人员造成的，其根本原因还在于

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证券市场规则等不合理。如果这种

情况具有普遍性，会计行业的诚信堪忧。试问，如果一个在经

济运行中承担如此重要功能的行业经常出现从业人员被胁迫

或被撇开而导致信息失真的情况，该行业的公信力如何能够

形成？从而，相关法规制度和企业负责人的行为约束机制的完

善刻不容缓。

2. 会计人员的道德修养不高、自律能力不强。会计诚信

缺失也与少数会计人员的道德修养不高有关。有些会计人员

为了谋取私利而做假账，但是在更多的舞弊案里，会计人员仅

扮演协同舞弊者的角色，他们为了顺从领导的旨意而做假账。

有学者（Gray，1988；Hofstede，1997）从文化角度分析指出，在

集体主义文化条件下和权力距离偏大的情况下，员工倾向于

维护集体利益，其职业精神缺失、自律性不强，容易出现顺从

现象。此分析有一定的道理。集体主义文化并非总是使人们顾

及全社会的利益，人们常会为了小集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

于不顾。在王华和庄学敏的调查中，关于“会计人员职业道德

素质的衡量标准”一项，有 7.94%的答卷人认为是“应当多为

企业利益着想”和“听领导的话，为领导分忧”；而对于“职业道

德规范对会计从业人员行为的约束力”一项，有 32.33%的人

认为约束力不强。尽管违法乱纪的会计人员只占少数，但却严

重地影响了行业的诚信建设。

3. 会计人员有章不循。除了违法乱纪行为造成会计诚信

缺失，大量会计人员有章不循的现象同样有损会计诚信。2008

年前十月全国审计审出问题资金上千亿元，其中一部分是由

于过程管理不严格导致的。陈丽君（2007）指出，企业内部会计

控制的情形更多是会计人员有章不循，将订立的企业内部控

制制度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和审计，

遇到具体问题多强调灵活性，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失去

了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既然有章有法，为什么不遵守、不执

行呢？从个人的角度看，这是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淡薄所致；

从管理的角度看，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措施“迫使”人们去遵守

规章制度。

4. 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不强。会计诚信是一种职业诚

信，它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能够有效地履行职

能。如果会计人员仅仅不贪不占，但却不能编制出真实、公正

的财务报告，就像一个服务态度很好但却不能正确诊断和治

疗疾病的医生一样，就不可能履行职能。据统计，目前我国会

计人员超过 1 000万人，而通过考试取得会计从业资格的仅

360多万人，其中取得高级职称和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仅

各有 8万人左右和 7万人左右。我国相当多的会计人员还只

是从事基础的记账、算账、报账工作，停留在“平衡于借贷之

间，忙碌于账证之间，埋头于报表之间”的初始状态，还不能从

公司治理、资本运营、风险管理等层面重新认识和履行会计的

职能，没有完全实现向决策有用型、决策支持型会计人才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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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王军，2008）。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

展使得会计工作更加复杂，如果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

判断能力不强，如何能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

来看，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关系到会计诚信，从而应当将其提

高到职业道德的层面来谈。

二、会计诚信建设的相关建议

会计诚信建设是涉及很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其关键环节

在于有关法规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

1. 完善会计法规制度。我国陆续颁布了《会计法》、《证券

法》、《企业会计制度》等法规制度，又于 2006年初颁布了与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现行会计准则。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会

计方面的法规制度日趋完善，这为我国会计事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较好的法制条件，但是仍有需要完善之处。

例如，上述法规制度没有联系现行会计准则进行及时修

订，尤其是没有在《会计法》中确定现行会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又如，《会计法》规定要依法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但是在

《刑法》中却没有相应的惩处规定。还有，有些法规制度之间不

协调，如《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计

入损益，而税法则规定一般不允许将未来发生的资产减值损

失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这种不协调使会计法规制度出现

了不少漏洞，给违法者以可乘之机，同时也会导致会计信息的

合法性失真，削弱了法规制度的效力。

笔者认为，应当及时调整相关法规制度，堵塞制度上的漏

洞。同时，实施问责机制并严格执法，对任何违反会计法规制

度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切实追究经济与法律责任，明确违

法成本。这样做才能保持法律的威严和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

2. 规范过程管理。内部监控应当注重过程，操作程序必

须清晰。首先要在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财务负责

人以及各相关部门和岗位的相关责任，减小甚至消除推卸责

任的可能性，解决因责任主体和责权不明确、出现错误时追究

责任困难等原因而不了了之的问题（李宏，2004；莎娜，2007）；

明确规定单位的财务负责人有权列席与其职责相关的高层会

议，其有义务对违规行为提出纠正建议，如果其建议不被采

纳，其有权拒绝合作并向监管部门报告，这样做能避免单位领

导撇开会计人员做决策而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制定可行的

操作程序，定期对会计资料进行内部审查，并按照规定对有关

人员进行奖惩，避免出现有章不循的现象。这样做，人们才会

遵守法规制度、依法行事，企业内部会计工作才能规范开展。

过程管理规范了，很多问题就能够避免或得到及时解决，以免

总是事后才发现问题。

3. 保持审计的独立性。我国已经开始实行由会计师事务

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审计的做法。会计中介机构以第三方

的身份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对其依法公布的会计信息的

真实性负法律责任，这是一个进步。由于第三方审计在我国开

展的时间还很短，所以难免存在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有

两个因素制约现行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一是审计的独立性

不强，二是相关司法体制的不健全。笔者认为，必须在法规中

和实践中强调审计的独立性才能避免权力干预，否则审计的

鉴证职能便无法有效发挥。

当然，独立的审计机构在运行中同样存在道德风险，这导

致人们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作用和诚信度表示怀疑。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引入我国，同

时积极发展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打造具有国际声誉的本

土会计师事务所，充分发挥第三方审计的功能。此外，在行业

自律性监管的基础上，加大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最大限度地

减少漏洞。

4. 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直接

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会计人员不仅要知法守法，而且应具有

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树立会

计诚信。为了使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除了对其进行职业

道德教育，还应当落实以下几点：

（1）严格实行准入机制，规定进入各层次会计岗位的人员

必须通过相应的专业考试。

（2）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在职教育，使会计人员不断提高专

业能力，以适应会计业务日趋复杂的形势。

（3）定期考核，并按照规定实行相应的奖惩，对于不称职

者应降级或调离会计岗位。

这样做才能逐渐减少因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不强而导致

的错误，从而保证会计工作质量。

【注】本文系财政部立项资助的全国重点会计科研课题

野中国会计文化问题研究冶渊项目批准号院2008KJA42冤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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