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行为中的道德冲突是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生活中客观

存在的现象，是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复杂现象。普遍性体现

在，会计行为中的道德冲突是古今中外会计人员特有的一种

存在方式，只要会计职业存在，会计行为就必然会面临着各

式各样的道德冲突。这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因而它也是不

可避免的。特殊性表现在，会计行为中的道德冲突是在一种

特殊处境、特殊状态下，道德主体面对左右为难的道德困境

时，被强迫做出非此即彼的行为选择。会计行为结果的差异

性体现了道德冲突的特殊性。

一、会计行为中道德冲突的概念与类型

所谓会计行为中的道德冲突指的是，会计人员执业过程

中，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做出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一方面

符合某一道德准则，但同时又违背了另一道德准则，从而使

会计人员陷入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境地。在现实的会计行

为中，这些冲突概括起来表现为真与假的冲突、理与情的冲

突、义与利的冲突。一方面，真与假的冲突和理与情的冲突是

从会计人员行为现象层面分析的，然而造成这些现象的本质

因素是义与利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义与

利、理与情和真与假矛盾冲突三者之间又是目的、手段与结

果的关系。例如虚假的会计信息就是会计人员行为中道德冲

突的结果。

员援 真与假的冲突。真与假的冲突往往是会计人员由于受

到其他利益的驱使，而使会计信息真实性削弱，并引起关系

人之间的冲突。从我国当前会计信息供应情况来看，随着市

场经济对企业经营及获利的影响，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越来越

普遍。例如从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员缘圆户企业

圆园园圆年度会计信息的质量检查来看：利润不实比例在员园豫以

上的企业有愿圆户，占被检查企业户数的缘猿援怨缘豫；利润严重不

实、虚盈实亏企业有缘户，其报表反映盈利猿 缘缘员万元，实际亏

损员援缘亿元；虚亏实盈企业远户，其报表反映亏损员援源亿元，但实

际盈利达源亿元。

圆援 理与情的冲突。理与情的冲突往往是由于人们受到真

实的或潜在的人情交换、利益交换规则影响，而失去应有的

道德理性，发生各种冲突。在我国特殊的人情社会这一背景

下，会计行为中人情与道德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冲突。

诸如那些财务活动中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情现象及搞亲疏

关系等问题。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味”特浓的社会。林语堂认为，对

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而

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

必须合乎人情。因而，会计行为中出现了合情不合理、合理不

合情的现象。例如，有些单位在财务人员的选拔上任人唯亲，

而对财务活动中的收入与支出项目的管理又往往会因人而

异。用康德的话来解释，一群理性的人一方面共同要求建立

起捍卫自我的法则，另一方面又各自想让自己例外，使这些

原则和规则例外的方法或渠道就是人们常说的裙带关系，这

种裙带关系摧毁了会计人员执业活动中的真实性原则。在对

违德、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上更会因为亲疏关系的不同而

进行不同的主观裁定，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此可见，

在我国的财务活动中，从起点（选人、用人）、过程（专业业务

处理）到结果（财务成果审查）都充满了“人情味”。

猿援 义与利的冲突。会计行为中的所有道德冲突说到底都

是义与利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的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是人们

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深刻的根源和动力。财务活动是人类社会

活动的一部分，利益问题不可避免。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才

会在财务活动过程中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违法违纪、弄虚

作假，并引发冲突。真与假、理与情的冲突都是围绕着利益而

展开的。例如，约翰·鲍格尔认为会计行业和会计公司面临着

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公认会计准则”的适当性；第二个

难题是操纵利润问题———这是伪造账簿的外交辞令；第三个

难题是过分激进大胆而又潜在非法的避税问题。会计领域的

真与假、理与情、义与利的冲突问题在当今社会由于经济的

高速发展显得尤其突出。这一矛盾在其他国家存在，在我国

也同样普遍存在。

二、会计行为中道德冲突的原因

员援 自律的有限性。首先，在会计人员的执业行为中，会计

人员有效付诸实施的道德自律能够使其行动道德的不定性

会计行为中的道德冲突及原因剖析

【摘要】 本文阐述了会计行为中道德冲突的概念和类型，并以此为理论基轴，从自律、他律、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

了产生道德冲突的原因，为调适会计行为中的道德冲突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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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社会后果的不定性大大降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会计

人员执业活动中的道德自律存在不同层面的有限性。一方

面，会计人员的道德自律所依循的原则标准方面存在着有限

性。会计人员在其具体行动中所能遵照的某些道德准则、道

德信条，是会计人员的道德认知与自身一定的道德情感、道

德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并且最终体现在其具体行动之上。这

些道德标准的确立极具认知能力和经验感受上的个体差异

性，受到多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即便会计人员所持道

德信条基本上与社会要求的道德体系一致，由于会计人员道

德认识能力相对于变化更新着的复杂现实而言存在着有限

性，以至于即使在某一道德认识成果系统的内部，也会存在

矛盾冲突的现实可能，仍旧会招致会计人员行为的道德

冲突。

另一方面，在会计人员道德自律的形成和展现方面存在

有限性。不同的会计人员往往有着处于不同水平上的道德自

律能力，这些高低不同的道德自律内在能力的形成及展现，

受制于会计人员差异性的执业活动状况。而要想让社会中的

不同会计人员普遍一致的、至少达到和展现适应于社会基本

要求的道德自律水平，显然也应给予会计人员普遍一致或基

本一致的实践活动条件。事实上，对于任一会计人员而言，其

所经历的执业活动情况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必然会带

来构筑会计人员一定道德自律水平知、情、意、行元素的某些

改变。而那些不均衡、不一致的改变甚至会造成其自律水平

的下降。

此外，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人的欲求偏执易引发会计人

员自律的有限性。因为会计人员在追逐多样的、无限的、多变

的欲求的过程中，受到了扭曲的道德心理影响，常常更易产

生行为上的道德冲突。扭曲的道德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种：一

是补偿心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物质条件发展的

不平衡、收入水平高低不齐、贫富差距悬殊的对比格局，巨大

的反差使人出现了心理的不平衡，产生了补偿心理，于是会

计人员就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满足自身不合理的

欲求。二是从众心理。我国长期以来都有着从众心理的文化

基础，小农经济、人口众多的群体性生活方式都为会计人员

的从众心理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使其抱着从众心理而“下

水”。三是侥幸心理。由于他律的有限性和社会环境的局限

性，会计人员造假被举报和惩罚的概率很低，同时高额的收

益和欲求的极大满足易促使会计人员弃义逐利、丧失道德理

性、弄虚作假。四是放纵心理。在上述几种心理的作用下，部

分会计人员很可能成为自己欲求的奴仆，最终彻底放纵自己

的执业行为，放弃所有自律，并形成恶性循环。

圆援 他律的有限性。在会计领域，他律的有限性表现为他

律本身的有限性和他律过程和环节上的有限性。

（员）他律本身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即会

计约束机制不健全和他律规范各不一致。首先，不健全的他

律约束机制使会计假账被揭露的概率很小，即使被揭露出

来，在进行处罚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显然处罚力度

和强度都不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督不力，使得会计人员

违法的机会成本小。其次，会计他律规范之间存在各种不一

致。会计规范表现出的不一致主要是：淤不同机构颁布的相

关法律、规范文件在财务报告的会计责任对象和会计责任内

容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于财务报告会计责任内容的规定不具

体、不全面、不明确。

（圆）他律的过程和环节上存在着有限性。他律的具体操

作，即在他律规范的贯彻执行中，若出现了问题，比如执行时

弱化、扭曲了他律规范内容的本意，执行方式有悖于他律内

容等，那么，即使他律规范内容本身没有问题，也会因为错误

操作和不当执行，而招致他律体系中合理道德价值作用发挥

失效和歪曲。这种弊端显然难以完全消失，这是他律的有限

性。同时，他律的执行者不可能完全而适时地掌握众多被执

行者的动态信息，而后者对于前者所实施的他律规程等情况

却能够充分把握，而采取“隐蔽行动”逃避他律的规约或钻

漏洞，扭曲他律规范的道德导向，造成道德冲突。在会计实务

中突出表现为审计的不完善。

猿援 社会环境的制约。现实社会环境既是人们一定时期内

种种实践促成的，又是影响人类相关实践活动的动机、方式

及结果的强大制约力量。社会环境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

复杂的系统性范畴，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引发会计行为的道

德冲突，构成侧重于客观方面的影响。

（员）缺乏道德的市场经济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人从经济人的理念出发，

忽视了伦理道德问题，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就是惟一

的“利润最大化”。在此错误观念的引导下，经济人的品性把

道德人的品性挤出了交易市场的舞台。

（圆）转轨经济时期市场体制的不完善。由于国有独资企

业财产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是全体人民，因而具体到每一

个企业，产权主体实际上很不具体，形成了事实上的空缺，因

而不能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当企业领导人的利益与国

家利益不一致时，领导者的权能急剧膨胀，加上他们拥有国

有资产的实际操纵权和控制权，为了利益最大化，便产生了

短期行为。会计核算如以领导者的利益为核心，则会导致会

计信息失真。

（猿）我国现行的会计人员管理模式陈旧，缺乏独立性，

合法的权利无法保障。现行管理体制下，会计人员身份往往

具有四重性：淤代表国家正确如实反映经济活动情况；于监

督所有者和经营者合法经营，精打细算，维护法人的利益；

盂监督员工合理利用生产资料、增收节支，按法律法规及单

位规章制度从事经济活动；榆代表员工保护他们合法的经济

权益。让会计人员在同一事务中履行多种不同的职责，实际

上是将会计人员置于左右为难的两难境地，在这种体制下，

极易引发道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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