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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房地产开发商和贷款人比银行更具有信息优势，房地产

开发商要促成房屋销售，必然会向银行隐瞒“低首付”的实情。

要减少银行与房地产开发商在贷款人首付款信息上的不对称

性，必须提高银行搜集真实信息的能力。

员. 增强客户经理对“低首付”的防范意识。银行搜集贷款

人信息的最前端是客户经理，然而有的客户经理存在一种模

糊认识，认为只要贷款比例符合规定，只要房屋抵押落实就行

了，没有认识到“低首付”个人住房贷款的实质是“假首付”。尤

其是在当前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发展的困难时期，客户经理由

于营销压力巨大，没有意识到默许“低首付”个人住房贷款无

异于饮鸩止渴。因此，应当要求客户经理提高对房地产开发商

此类促销手段的判断能力，一旦发现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假首

付”的，应当退出与其之合作；同时，要引导客户经理主动选择

信用度高的房地产开发商和优质客户进行营销。

圆. 认真面谈并审核首付款的凭证原件。防范“低首付”个

人住房贷款，关键在于客户经理要尽职，要通过与贷款人面

谈，了解购房总价以及贷款人的首付款金额。在面谈的基础

上，要重点审核由贷款人提供的首付款凭证原件，最好能通过

孕韵杂机划款的方式确认首付款到账情况。

猿. 加大对贷前调查情况的抽查力度。由于客户经理的责

任心和调查能力存在差异，为减少客户经理的工作疏忽，有必

要对贷前调查情况进行核实，由独立的调查人员与贷款人直

接联系，核实是否面谈、是否完全支付首付款等情况。通过随

机抽查促使客户经理提高贷前调查的质量。

源. 明确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虚假资料的责任。目前银行即

使发现了“低首付”个人住房贷款，对房地产开发商采取的措

施也是有限的。要改变这种被动情况：一方面应充分调查房地

产开发商的经营情况，尽量选择向优质楼盘开发商的购房人

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应在签订按揭协议时明确“分期付款”、

“开发商垫付”都属于提供虚假首付款，一旦发现存在这类情

况，要求房地产开发商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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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职业判断是依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对经济活动中

发生的事项从会计角度进行认定。会计职业判断的质量直接

关系到会计信息的质量。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高质量

的会计职业判断，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质量是新形势下对会计

职业的必然要求。为了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质量，本文特对影响

会计职业判断的因素及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一、会计职业判断的相关研究

1. 会计职业判断的依据。目前，对会计职业判断依据的

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

（1）会计职业判断在准则中的具体运用。已涉及的具体准

则包括资产减值、或有事项、收入、借款费用、债务重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等准则。一般是通过解释准则的具体规定来分

析哪些情况下需要进行职业判断以及如何进行判断。

（2）会计准则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引导。主要研究如何制定

准则以及指南来引导会计职业判断，主要有：淤应在财务报告

准则中对会计职业判断进行定义。于对具体准则目标进行明

确的解释，对于同一问题，审计准则和会计准则的规定应一

致。盂澄清模糊措辞，在表达同样的意思时应使用相同的措

辞，以便会计职业判断有明确的标准。对于准则的适用性因受

到环境差异的影响可能出现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解释。榆要求

管理层披露在编制报表时进行了哪些会计职业判断。

2. 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对会计职业判断影

响因素的分类标准各不相同。许家燕、杨亲（2003）认为会计职

业判断的影响因素分为：淤主体因素，即知识和经验、需要和

动机；于客体因素，如问题的复杂性、重复性、规范程度、类型

和要求的判断质量；盂环境因素，包括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公

司治理、生产经营特点等。邱丹、戴蓬军（2007）从组织行为学

中的个性心理特征角度分析了个性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

认为影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个性的心理特征包括气质、性格、

能力、价值观和态度，其中价值观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有什

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判断行为，而工作满意度与职业

判断质量成正比。但是他们对这些个性心理因素仅仅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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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会计职业判断的依据、影响因素、过程、结果四个方面总结了目前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现状，并得出应

深化会计职业判断研究内容和开展多样化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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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了简要论述，并未进行实证检验。赵馨燕（2006）从行为

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影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行为的心理因

素和环境因素。心理因素包括追逐经济利益的需要和动机、价

值观、知觉、个性等；环境因素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的经

济结构、企业行为、管理层素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

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3. 会计职业判断过程。目前，学术界对会计职业判断过

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判断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目标以及判断步骤。一般

认为会计职业判断的原则包括客观性、合法性、公允性、适用

性、公正性、效益性、谨慎性等。会计职业判断的目标不等同于

会计目标，但与会计目标一致。许燕（2006）将会计职业判断的

目标分为终极目标、可操作性目标和具体目标三个层次。刘昱

杉（2007）将会计职业判断过程分为六个阶段：语义判断、寻找

判断依据、确定目标、实质性判断、对重要事项的判断过程和

重要的判断步骤进行复核及会计处理和披露。

（2）判断的心理过程。Michael和Gibbins（1984）依据心理

学和会计、审计研究的成果，形成了对会计职业判断机理的理

论观点。他们将会计职业判断分为常规判断和非常规判断，其

中：对常规判断从判断者的经验、刺激因素、判断过程、决策行

为和反馈几个方面共提出了18项假说；对基于特殊情况的非

常规判断共提出了3项假说。

4. 会计职业判断结果。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反馈、学

习和评价三个方面。反馈和学习是指通过判断结果的反馈所

获得的学习效应。而对判断结果的评价则是会计职业判断结

果研究的重点。部分学者在分析了会计职业判断绩效影响因

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会计职业判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

糊综合评价法结合层次分析法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绩效进行

综合评价。学者们一般采用的是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法，他们将

会计职业判断绩效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业务因素、企业组织

因素、会计人员因素。其中：经济业务因素包括结构和不确定

因素两个指标；企业组织因素包括组织形式、生产经营特点两

个指标；会计人员因素包括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两个指标。各

因素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许燕（2006）总结了会计职

业判断的评价标准，它们包括一致性、稳定性、理由充分性、中

立性和事实可验证性。其还从信息获取、信息加工、信息输出

与反馈等方面对判断偏误进行考察，总结了易得性、选择性、

隧道效应、心理状态、自利性、过度自信等偏误产生的原因。

二、会计职业判断研究的启示

1. 深化研究内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作，包括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引导、对会计职业判断过程的

控制、对会计职业判断结果的评价。

（1）深入研究作为会计职业判断依据的会计准则、指南

和相关法律法规。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准则的具体运用、准

则的整体架构与制定上。研究中很少分析准则对于会计职业

判断的语言表述，也没有对准则应如何引导会计职业判断提

出明确的建议。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对

准则关于职业判断的分类，结合语言学对准则的可理解性和

可操作性进行研究，并且结合准则运用过程中进行会计职业

判断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研究。如：可考虑是否应在准

则中对会计职业判断进行明确的定义，是否应该将会计职业

判断的原则和目标在准则中予以说明，是否可以引入语言学

判断的程序以引导会计职业判断等等。

（2）加强对会计职业判断过程控制的研究。笔者认为，对

判断过程控制的研究需要从企业的角度并结合公司治理结构

来进行，可以利用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研究和判断过程

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从企业的角度研究组织内部的激励政策、

组织目标和行为规则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研究公司治理

结构对会计人员执业的影响等。

（3）做好对会计职业判断结果的评价。目前的研究成果缺

乏实用性，模糊综合评价法中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观性较强，而

且指标也不统一，而研究的反馈对判断结果的影响没有专门

针对会计职业判断，研究成果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评价缺乏实

际指导作用。对判断结果的评价应该基于程序理性和结果理

性两个角度。程序理性要考虑判断过程是否受到控制，是否符

合要求；结果理性要考虑判断的结果是否具有公正性和合理

性。同时，对会计职业判断结果的研究还应该从立法的角度考

虑。例如是否需要对会计职业判断行为作出法律上的规定，如

何评判正当的会计职业判断与滥用会计职业判断的行为，以

及会计师和审计师如何对其职业判断进行辩护等。

2. 开展多样化研究。国内学者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多

采用规范方法进行逻辑推理和归纳演绎，很少运用实证方法

进行实证研究和调查分析。只有部分学者针对准则的制定和

执行进行了问卷调查，直接针对会计职业判断进行的调查研

究几乎还没有。而国外的部分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和调查分

析的方法。现有的规范研究成果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论述还比

较笼统，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实证研究设定的实证环境与

现实的职业判断的环境存在差异。今后的研究应将规范研究

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在借鉴国外学者实证研究成果时

还需要考虑不同的社会环境及组织、文化差异的影响。

在结合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还需要跨

学科、多角度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多与心理学、行为学相

结合，还可涉及社会学、法学以及组织理论等多方面。研究的

角度不仅应包括与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互动研究这样的宏观

角度，而且应包括判断者个体行为和判断心理的微观角度，还

应包括基于组织理论和群体判断的中观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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