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精神是指在长期的会计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由会计

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会计行为的为会计人员所特有的最基

本的性情、人格、意识、观念、感觉、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

态等内在抽象的总和。它是作为会计理念和会计传统文化

之精华而与我们同在的，淡化会计精神教育势必会制约会计

学的发展。所以在现阶段我们一定要重视会计精神的研究与

培养。

一、会计精神的基本特点

1. 会计精神必须是普遍适用的。由于会计精神是一种抽

象概括，它不是具体的存在，所以会计精神的普遍适用性是指

其所包含的普遍与抽象的规定可以适用于所有个别的对象与

场合。会计精神对会计行业内部所有的会计人员都具有适用

性。虽然说会计行业特性会随着会计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美国可能有美国的会计精神，中国可能有中国的会计精神，但

是这至多只是说明了在共性条件下的个性存在，而且这种个

性的存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这里提出的会计精神是普遍

适用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所以它并不会局限于某一范围

而存在。同时，会计精神也并不局限于会计行业内部某一层次

的人群或某一类人群，会计精神是针对各行各业的会计工作

主体的，是存在于各项会计工作中的，是普遍适用的。“经济越

发展，会计越重要”这是党中央早在 1962年就做出的结论，也

早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只要有社会组织的存在，就有会

计的存在，也就有会计精神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会计精神必须

是普遍适用的。

2. 会计精神必须是客观稳定的。会计精神的存在不仅是

独立于会计精神主体之外的，而且是独立于会计精神主体的

主观意识之外的。会计精神是不依赖于会计精神主体的变化

而变化的，会计精神是群体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抽象反映，这又

决定会计精神是相对稳定存在的。会计精神的这种特性就使

得会计精神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保持着其独有的特性而尽

可能地不受外界干扰。会计精神的客观稳定性同时也说明了

会计精神的形成是要经过历史的不断磨炼的。另外，会计精神

的客观稳定性也是由会计实践、会计行为的客观存在与相对

稳定性所决定的。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会计精神体现了一定的

社会意识，但它绝对不会依赖于某个人的意识而存在，它是独

立于个人意识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

3. 会计精神一定是社会公认的。会计精神是会计文化的

深层底蕴，作为会计人员所持有的最基本的性情、人格、意识、

观念、感觉、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等内在抽象的总和，就

必须具有社会公认性。这一特点在会计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得

到了充分体现。会计精神的形成主要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个

是会计精神的自身形成路径，由会计行业本身的特性与发展

规律所决定；一个是社会认可或者行业、部门等的规章制度，

这些影响会左右会计精神的发展方向。这样形成的会计精神

必须基于大家的共同认可，否则在会计行业发展的历史长河

之中必然会遭到淘汰。在会计工作中，会计精神的作用也体现

出会计精神的社会公认性。会计精神在保证会计关系的正常、

合理、准确、完整、稳定和有序等方面的作用是由于大家的共

识而得到认可的。会计精神犹如科学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

震救灾精神等，虽然大家并不能够准确地说出它们的具体含

义，但是只要一接触到它们，大家都会从内心里理解它们的含

义。这就说明了这些概念已经深入大家的内心，已经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

4. 会计精神必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依据马克思的哲学

观点：物质是永恒的，运动是物质的运动，运动是绝对的，静止

是相对的。在会计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会计人员的思维活

动、价值观等都会因受到会计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

化。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作为会计人员认识对象的物质

世界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对象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会计实践、会计行为也总在变化，会计人员的认识必然不

断变化。

二、会计精神的基本功能

1. 行业标志。会计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会计行业的标

志，主要在于它能够很好地反映会计人员的使命、价值观、工

作作风、素质、精神风貌等，它是会计行业一系列特质的抽象

概括。将会计精神作为会计行业的标志，是会计理论在新时代

的重大创新成果。

2. 约束控制功能。会计精神既然作为整个行业的价值判

断标准，势必会对会计精神主体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会计精

神完全可以作为最高层的行为标准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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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精神不仅反映了会计精神主体的行为活动，而且时刻控制、

约束着它们。会计精神要发挥约束控制的作用，必须有一定的

机制。会计精神并不是一种法律文件，并不能够得到政府的保

证实施，只能通过大众媒体的舆论作用来向违背会计精神主

旨的主体施加压力，迫使其改正错误的行为。另外，会计精神

为会计精神主体提供价值判断标准，通过唤起会计精神主体

的自我良知起到时刻提醒的作用，在错误行为做出之前就提

前预警。

3. 引导反馈功能。会计精神要具有约束控制功能就必须

要具有反馈功能，否则控制约束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的发挥。会

计精神之所以具有引导功能，是因为它是会计精神主体的行

为准则和职业规范，是得到会计界乃至社会各界普遍认可的

相对稳定和持久的最高层行为标准。会计精神是定性确定的，

它对所有会计精神主体普遍适用。由于会计准则等相关的法

律、法规的颁布总是要在新兴业务出现以后，所以其对会计实

践的指导总会有一定的时滞性，尤其是在当今经济蓬勃发展、

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需要一种能够具有前瞻性的、有效

期相对更长的东西来指导会计实践，会计精神正好满足了这

样一种需求。另外，引导功能要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具有反馈

功能，只有会计精神将一切好与不好的东西及时进行反馈，会

计精神主体的行为才能够得到及时纠正。

4. 评价功能。会计精神具有判断、衡量他人会计行为是

否符合规则的评价功能。会计精神的评价功能主要是基于会

计精神对会计精神主体的属性、规范和规律的客观描述，根据

既有的会计精神所具有的相关评价标准，对会计精神主体的

行为做出判断。会计精神作为会计人员的价值判断、行业理念

等的抽象集合体，不仅代表着整个行业的动向，还能够通过这

种价值判断对会计个体的行为做出判断。在评价会计精神主

体的行为与活动时，总有一定的、客观的评价标准，会计精神

就是重要的、普遍的评价标准，从而确定对会计行为是给予保

护支持还是制止限制。会计精神的这种评价功能在做出既定

的判断以后会对会计精神主体产生一定的反馈作用。在其行

为符合会计精神的要求时，就会得到正的反馈作用，否则就会

得到负的反馈作用。这种作用是要通过会计精神产生的舆论

压力迫使会计精神主体做出相应的行为调整。

5. 指导功能。会计精神对未来业务提供指导，在于通过

会计实践对会计精神做出相应或正或负的反馈，可以适时促

使会计精神发展，通过发展以后的会计精神就能更好地指导

会计实践。但是该项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会计精神能够正

常地发挥作用。会计精神要想正常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好会

计精神的培养工作。只有这样会计工作主体在按照会计精神

的主旨实施会计行为、进行相应会计活动时，才可以合理地

预见会计工作主体相互之间的行为将会产生何种后果等问

题，这对维护会计人员的职业形象很重要。

三、对会计精神一些基本关系的探讨

1. 会计精神从属于会计职业，并具有排他性。会计人员

内在的精神要素是凝结在会计行为中的思想与理念，它受制

于会计行为规律，但同时又是会计行为产生的主观条件。会计

精神必须依附于会计精神主体而存在。离开了会计人员和会

计行业也就谈不上会计精神的存在，会计职业是会计精神赖以

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会计精神与会计行业紧密相连、不可分

离，并且具有会计职业的特点。

2. 会计精神是会计文化的一部分，并受到会计精神主体

的支配。从本质上讲会计精神从属于会计文化，是会计文化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会计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会

计文化塑造会计人员，会计人员又影响会计文化的发展。社会

学家普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会计文化的载体就是会

计语言，进而会计精神的载体也是会计语言。会计语言受会计

精神主体的支配，会计精神也是如此。它既要靠会计人员的个

体内心信念来引导自身的行为，同时又要靠社会舆论、习惯、

宣传、教育的约束力来保证会计人员遵守和执行。

3. 会计精神对会计人员的职业生活起着指导作用。会计

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向会计人员很好地传达了会计使命

和会计目标。会计人员在明确目标的指导下将会更好地规划

自身的职业生涯，完善自身的职业生活，并使之尽善尽美。而

实际上，会计精神的形成正是会计人员长期进行有目的的活

动的结果，如果没有明确的共同目标来统一会计人员的思想

行动，会计行业就会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现在所特有的现

代会计系统。既然会计精神将会计使命和会计目标明确地传

达给会计人员，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控制和激励的作用。而

能否调动会计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会计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将关系会计行业的成败。

4. 会计精神对会计人员依法办事起着不可或缺的辅助

作用。会计精神引导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对其行为起着软性

约束的作用。而法律法规则是通过规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

权利与义务，明确政府组织和部门等的职责，并以立法的形式

予以确定，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其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控制作

用的。无论是从出发点来看还是从结果来看，这都是两种完全

不同种类的约束。会计精神发挥约束作用的方向与法律法规

发挥约束作用的方向正好相反，它要求所有的会计人员在做

出任何一项决策之前首先要考虑是否合乎会计行业所特有的

价值判断，而这样的价值判断是建立在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德

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去积极地遵守法律法规。一个是积极遵

守法律法规，一个是被动遵守法律法规，如果能将这两种行为

约束机制结合在一起，将会对我国会计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

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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