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不可否

认，在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还有一些文化糟粕，如受“三纲五

常”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化解矛盾习惯于私下解决，而非

用法律仲裁方式，上法院打官司更被认为是万不得已而为之

的下下之策；对外体现礼仪之邦，保持良好形象，而对内则严

明纪律，责己罚己，即所谓“克己复礼”。这些思想和文化无不

渗透于会计人员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中，并深刻

地影响了会计人员的实务操作，进而影响到会计信息的质量。

本文试图分析传统文化对会计人员的影响，以揭示我国会计

信息失真的又一个层面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影响会计人员的思维方式

我国的传统文化，其根本出发点都是围绕人的，人是高于

其他一切的，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思想意识。

不过，这种思想意识下的思维方式往往有一定的片面性。

按照传统文化的观念，国人在思考问题时喜欢从人本身这个

角度出发，先了解和认识自己，然后再考量其他事，这是一种

内省式的思维方式。当一名审计人员审核一家公司的年度报

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把这项工作做好，而是想到委托

人的意图是什么？认真检查会怎样？马虎过去又如何？而被检

查方考虑的是，自己拿出的虚假会计信息如何才能使对方得

以确认？付出多大的代价可使对方确认？得失比较是否值得？

作假若得到确认，不仅小集体的利益可以得到保护，还会得到

领导的奖励和提拔，于是被检查方往往会不择手段地蒙混过

关。而对于作为检查方的审计人员来说，若按原则办事，必然

会触犯对方的利益，是对方不愿看到的结果，会遭到对方的抵

触和利诱，还会违背“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游戏规

则”，自己的处境很可能由此变得异常糟糕，举步维艰；而帮助

被检查方蒙混过了关，即使事后被查出，由于“关系哲学”的存

在，检查方所受的惩罚对他也并无大碍。犯错误所付出的成本

远小于所得到的收益，这也是某些审计人员进行财务审计时

不坚持原则的原因之一。

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认识自我的

局限性。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观

察、了解别人的反应来获得的。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来思

想的影响，生活节奏的加快，商业因素的增加，使许多国人在

思想上又多了一层浮躁之气，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很大。这

种思想往往使许多人对自我的认识产生较大的偏差，经常高

估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利用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的过渡期“钻空

子”、“捞好处”，结果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譬如外部审计对弄

虚作假的会计事项若未予揭露，被审计单位反而觉得自己的

作假手段高明，一般情况下是查不到自己的问题的，于是更肆

无忌惮地进行会计作假。但作假者迟早会被查出受惩罚。

我们说这种思维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是因为它属于“中

庸”文化。检查方明明知道被检查方是错的、假的，却不愿大胆

指出，害怕得罪对方，使得其一错再错。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

使被检查方产生错误的定位，从而使会计作假行为不仅得不

到有效遏制，反而不断升级。由此可见，在“中庸”思想支配下

产生的会计信息质量确实令人担忧。

二、传统文化影响会计人员的处世态度

“中庸”的处世特点是：淤明哲保身，不愿得罪人。于首先

保证自己不得罪人，自然也不怕别人得罪自己，而实现这个目

标的工具就是“礼”，即“礼之用，和为贵。”盂通过实行“礼”来

达到“和”的目的。这种“和”绝不是信仰与追求上的团结的

“和”，而是基于保护个人利益之上的“一团和气”。你不破坏我

的个人利益，作为回报，我也不破坏你的个人利益。这种以个

人为中心的处世方式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

我国会计法律、规章制度的不完善，也为这种处世态度提

供了生存环境。《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领导会计机构、会

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本法，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

完整，保障会计人员的职权不受侵犯，任何人不得对会计人员

打击报复。该法却没有规定单位负责人如果利用职权影响会

计人员的工作，该受到怎样的处罚，而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又

该得到怎样的保护。有法不依可以通过加强执法来解决，无法

可依却会使当事人的权益屡次受到侵害。但即使在有法可依

的情况下，由于国人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处世态度，使得对执法

的认识和掌握往往出现偏颇，如现实中会计人员如果违背单

位负责人的意志办事，最低的惩罚也是穿“小鞋”，让其不能正

常工作、生活。因此，作为生活于现实中的会计人员，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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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态度上往往带有“中庸”的色彩。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

犯，领导要我作假，我就作假，决不抵触、顶撞领导，所谓“人在

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否则，吃亏的总是自己。

“中庸”还表现在会计人员不敢同违法违纪现象作斗争，

不实事求是，而是人云亦云，惟命是从，明明知道某项业务是

假的，某种行为是违法的，却不敢说出来，“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生怕一说穿，得罪了人，并用“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俚语来

掩饰自己的无原则性。所以我国的经济案例，只有东窗事发

了，有关问题才会像春笋剥皮般被层层揭露。难道这些问题真

乃一朝一夕发生的吗？非也！实乃国人处世中庸之故也。

三、传统文化影响会计人员的行为方式

国人传统行为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无为”和“不争”。“故

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这些古训讲究的是保

护个人利益，对自己利益范围之外的东西“不争”。“无为”思想

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克制欲望，而在现实中它却被某些人演化

成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消极处世态度。

我国有 员 圆园园多万名会计人员，在多大程度上受这种思

想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正常现

象：如有些会计人员不肯积极钻研业务，工作马虎应付，审查

有关会计账务时不严肃认真，对发现的问题知情不报，对单位

领导要求做假账的行为一味盲从。虽说这些问题里面有其他

因素的影响，但它肯定与相关会计人员的思想观念受传统文

化的消极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它的危害将是长远和

潜移默化的。

有些会计人员不认真研究会计法规、制度、准则的规定和

要求，却重点研究单位领导的态度，惟领导意志是从，将法规

置之度外。在履行会计监督职能时，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站在

自己的角度考虑：自己无职无权，何必得罪人，到财务报账的，

不是部门主管就是业务骨干，万一得罪他们，以后有事求他们

又如何得了，况且，报账的单据已有领导签字，资金也不是自

己的，何必那么认真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自动放弃监督职

责，单位财务的最后一道防线就这样不攻自破。

这种思想和顾虑又何止会计人员有呢？全国上下各行各

业又何尝不是如此？传统文化和思想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

的思想、行为和处世态度，必须用先进的文化来改造传统的文

化。尽管我国的法制在不断健全，会计监督体系在不断完善，

但要真正发挥其作用，必须重视肃清传统文化对新文化的消

极影响，必须经过长时期的文化教育和改良，扭转人们积习已

久的惟权惟上意识，发扬议事民主风气，就像提高我国居民的

英语素质和文化水平一样，从娃娃教育开始抓起，只有经过数

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四、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综合治理会计信息失真

我国理论界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已分析得较为全面和深刻，在这里不

加综述。会计信息失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传统文化对会

计人员的影响。对这个因素进行有关讨论分析的文章还比较

少。在财政统收统支时期，全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主体

的自主性很少，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甚微，会计作假缺乏内在

动机，传统文化对会计行为的影响尚看不出来，况且当时强大

的监督机制，也使得会计人员不容易作假。

我国会计作假行为发生在 员怨苑愿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之际，当国家、集体、个

人、投资者、债权人的经济利益需借助会计信息予以甄别、保

护并进行分配时，会计政策（包括准则、制度、原则、规定等）日

益成为各经济主体的寻租对象，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开始出

现并日益泛滥，以至“不作假账”的职业道德准则受到了侵蚀。

为治理假账，我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完善了企业的内部

控制机制，提出了会计人员的从业资格要求和业务能力要求，

并就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了规范。但时至今日，情况仍不

容乐观。在委托人主体虚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代理人权

力缺乏约束和监控、内部人控制严重的情况下，会计很容易成

为一部分权力实体的代言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则会在

一部分会计人员的思想中起作用。

有人建议可以通过加大治理假账的力度，用严厉的法律

武器来惩戒会计作假行为，使作假成本远远大于作假的收益。

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使作假者的作假行为有所收敛，

但笔者认为，这仍然是治标之举，不是治本的做法，会计作假

不可能由此得到根治。况且这样做，会计违法追究成本也十分

高昂，任何一国的财力都难以支撑对范围极广的会计行为的

监督，故此种方法只能起辅助作用。另有人说要通过强化会计

人员的职业道德来维护会计秩序，治理会计假账，这是一种唯

美主义思想。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还不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

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环境中，见利而不忘义仍然是国人的

艰难抉择和一时还难以达到的要求，站在市场经济主体之外

的旁观者也许能做到。

笔者认为，治理会计作假必须深刻认识传统文化对会计

行为的影响并肃清其消极影响。

第一，切断传统文化对会计产生消极影响的基础。比如在

“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会计不是利益调节和分配工具，会

计信息不受关注和关心，这些思想已与时代潮流相违背，不符

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应该摒弃这类思想。

第二，充分尊重和利用传统文化对会计行为的积极影响，

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提高会计人员的地位和权威，割断会

计主体与核算监督单位的经济联系，让会计人员拥有宽松的

执业环境，为他们排除业务之外的顾虑和担心，保障他们的合

法权益；要倡导“阳光”执业，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让会计

受到广泛的监督而非路径单一的约束。同时，要让会计拥有较

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使会计信息生成过程和产出结果不受

任何一方利益主体的控制和操纵；要严格遵守公认的会计准

则和会计法规，使会计人员摆脱惟权惟上意识。照此要求去

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必将指日可待。

【注】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园缘在悦员缘远）“会计

人员管理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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