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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取向、权力距离和长期取向四个文化维度可以

用来解释我国会计准则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协调，以助于理解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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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已颁布的会计准则在表述上已经非常接近国际

会计准则，但由于法律、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差异，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差异。国

内外有不少学者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研究了导致中西方会计差

异的原因，但国内极少有人研究文化因素对我国会计准则国

际化的影响。笔者认为，文化因素在剖析国际会计差异以及协

调各国会计准则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差异往往使

会计准则的依法协调难以带来事实上的协调。基于Hofstede的

文化维度模型以及Gray的会计亚文化观，笔者做了一些问卷

调查，根据职业化/法律管制、统一性/灵活性、稳健主义/乐观

主义、保密/透明四个会计亚文化观做了五个假定，希望通过

分析来验证文化因素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过

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篇幅有限，本文仅立足于职业化和稳

健主义这两个会计亚文化观，针对利润和资产的计量，从文化

层面解析为什么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依法协调不

一定能带来事实上的协调。

一、Hofstede-Gray模型概述

通过对IBM公司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圆万多

名员工的深入调查和研究，Hofstede（1980）提取了民族文化

中与工作相关联的四个维度，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

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 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又

提出了第五个维度，即长期取向/短期取向。尽管其观点遭到

了众多的批评，Hofstede的文化理论在西方会计研究中仍具有

极大的影响力。Gray（1988）率先将Hofstede的理论应用于会计

亚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即职业

化/法律管制、统一性/灵活性、稳健主义/乐观主义、保密/透

明。 他认为会计人员的价值观，特别是与工作相关的价值

观，来自于社会价值观，而这些会计价值观又可以解释和决定

会计结构与惯例。他进而提出，这个理论框架可以解释世界各

地不同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处理方法。综合Hofstede的文化模型

以及会计亚文化价值观理论，Gray提出在处理利润和资产的

核算问题时，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而男性化程度低的国家所

表现出来的稳健程度比较高。同样，对个人主义的崇尚与个体

实施职业判断的意愿正相关，因此会计组织在崇尚个人主义

的国家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大。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比较注重

会计信息的披露，倾向于不使用统一的会计制度。

二、研究的问题与假定

盎格鲁-萨克逊会计体系崇尚职业化，用Gray的话来说，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以独立的态度

实施个人的职业判断。而在我国传统的会计教育中，独立性、

对个体决策的信念以及职业判断都没有得到重视，虽然近年

来会计从业人员和注册会计师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在权力距

离大、具有集体主业取向的文化氛围中，我国的会计职业化程

度比较低。没有足够的高素质会计人员，即使我国的会计准则

在表述上和国际会计准则很接近，这种依法协调也不一定能

带来事实上的协调。鉴于此，笔者提出假定一：目前我国会计

亚文化中会计职业化程度仍然相对较低。

根据Hofstede和Gray的研究，我国企业具有风险规避取

向，该取向体现在利润和资产计量中就是采取稳健的态度。

Bloom和Solotko（2003）也发现我国企业大量使用收益平滑的

方法来处理会计中的不确定性。 我国会计准则在与国际接

轨的过程中，如果引入较多基于乐观主义文化的国际会计准

则，就可能会导致其与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国内会计从业人员

在面临稳健与乐观两种处理方法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

会选择稳健的做法，这就可能导致会计准则的依法协调与事

实协调失谐。鉴于此，笔者提出假定二：我国在利润和资产计

量中仍较倾向于选择稳健的做法。

三、问卷设计与调查结果

为验证以上两个假定，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的

对象为广东省内的会计信息编制者和使用者，其中包括注册

会计师、企业管理者和会计人员、政府官员、投资者和银行信

贷人员、立法人员以及学者。这些人都有丰富的财会工作经

验。鉴于调查对象不一定了解文化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与

会计之间的关系，笔者在设计问题时，尽可能使措辞避免太具

“文化味”。根据Hofstede和Gray的研究，各国的会计实务可以

反映出相应的文化价值观。通过研究会计人员在处理会计事

项过程中的态度和实际做法，我们就可以找出会计人员所具

有的文化价值观，进而研究文化对会计协调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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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共设计了22个问题。但出于本文的研

究目的，笔者仅选取了与以上两个假定相关的10个问题：淤会

计从业人员欠缺职业判断能力是我国制定详尽的企业会计制

度的原因之一。于我国很多会计人员不完全理解国际会计准

则的理论基础。盂在我国，国际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审计的独立性。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半政府

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计的独立性。虞出于传统的“关

系”文化，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实现职

业判断的独立性。愚缺乏高质量的国内审计机构可能进一步

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舆目前我国企业的管理层在实际工作

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取坏账准备。余虽然企业可以自行

设立坏账准备的提取比率，但多数企业还是按照旧准则中的

法定比率计提坏账准备。俞我国企业的存货计价实务中已经

普遍采用了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逾目前我国企业普遍根据

自己的运营状况制定折旧政策（包括加速折旧法的应用）。

本次调查共发出300份问卷，其中：120份发给省内主要会

计师事务所以及“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驻穗机构，100份

发给各类企业，30份发给省市政府官员，30份发给商业银行和

投资公司，20份发给高校学者。共收回112份问卷，扣除10份无

效问卷后，可用问卷为102份，调整后的总体应答率为34%。本

次调查使用5级Likert量表收集数据，“1”代表“非常不同意”、

“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不确定”、“4”代表“同意”、“5”代

表“非常同意”。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将“1”和“2”评分合并在一

起以确定“不同意”组所占百分比；将“4”和“5”评分合并在一

起以确定“同意”组所占百分比。表1归纳了10个调查问题的总

体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表1所示，约60%的应答者同意我国会计人员比较缺乏

职业判断能力的观点（问题1），绝大多数的应答者同意传统的

“关系”文化会影响审计人员在实务中的独立职业判断（问题

5），问题2 耀 4以及问题6都得到多数应答者的支持。72.5%的应

答者支持问题8，即多数企业倾向于采用1993年旧准则中规定

的坏账准备百分比，尽管新会计准则允许他们视具体情况根

据自身判断设立坏账准备百分比（问题7）。对问题9和问题10

的应答明显说明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和自主选择折旧法在实

务中并没有广泛采用。这些数据总体上支持本调查所做出的

两个假定，显著性检验的结果（p=0.001时具显著性差异）也进

一步肯定了应答者对假定的支持。

为进一步检验不同社会群体对10个调查问题的应答是否

有明显差异，笔者将应答者分成5个子群组，下页表2归纳了非

参数Kruskal-Wallis卡方检验的结果。

如表2所示，除对问题10的应答略有差异外（p=0.05），对

其他9个问题的应答无显著差异，表明5个子群组对绝大多数的

问题有相似的看法。此结果肯定了Hofstede关于“文化是集体

的心智模式”的说法，也验证了Bloom和Naciri关于会计准则

及其实施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呈函数关系的理论。

四、分析与讨论

上面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应答者明显支持

本文中的第一个假定，即在我国的会计亚文化里，职业化程度

相对较低，这与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在会计工作中，会计

人员养成了因袭惯例、遵循规定细则的习惯，很少独立做出职

业判断。我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会计

传统，独立、个体的决策往往不被重视，会计人员也不愿为自

己的职业判断承担责任和风险。鉴于此，在我国传统文化和会

计亚文化的影响下，实施对职业判断要求较高的、以盎格鲁-

萨克逊体系为基础的国际会计准则，其实施力度和效果必然

会打折扣，结果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依法协调

不一定能马上带来事实上的协调。

多数应答者对问卷的应答结果表明，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会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的实施效果，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在我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强调社会等级制度的传统文

化影响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仍受财政部的领导。尽管自

1998年开始，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从相关政府部门中剥离出来，

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已经比较一致，也比较富

有弹性，要求会计人员具有更强的职业判断能力。没有独立审

计的有效监控，企业就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影响

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的有效实施，多数应答者对问题6的应答

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绝大多数的应答者同意传统的“关系”文化使很多

会计师事务所在实际工作中未能真正实现职业判断的独立

性。根源于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的我国文化价值观强调横向

和纵向关系、群体责任以及人际关系中的和睦与合作，生意关

系往往基于个人关系和家庭裙带关系。Gray认为，在崇尚集体

主义的社会，会计职业化程度偏低。本文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

这一点。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缺乏

以及审计人员独立性不强都有可能阻碍我国会计实务与国际

惯例的接轨。

从前面的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到，大多数应答者的观点都

支持本文所做出的第二个假定。从我国目前颁布的会计准则

来看，利润和资产计量体现了稳健性原则，但在处理坏账、运

用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以及采用加速折旧法方面，实务中的

做法与准则的规定不尽一致。如1993年的会计改革已经在很

大程度上使我国的会计体系转向盎格鲁-萨克逊体系，过去

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问题 6

问题 7

问题 8

问题 9

问题 10

不同意

18.6%

8.8%

13.7%

12.7%

8.8%

8.8%

9.8%

14.7%

69.6%

65.7%

不确定

21.6%

14.7%

16.7%

16.7%

10.8%

28.4%

29.4%

12.7%

6.9%

13.7%

同意

59.8%

76.5%

69.6%

70.6%

80.4%

62.7%

60.8%

72.5%

23.5%

21.6%

平均值

3.54

3.79

3.67

3.66

3.90

3.65

3.58

3.71

2.54

2.62

标准差

1.031

0.762

0.848

0.802

0.802

0.792

0.763

0.874

0.886

0.965

T值

5.282

10.522

7.938

8.270

11.353

8.255

7.652

0.156

-5.251

-4.001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1 调查问题的总体描述统计结果（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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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问题 6

问题 7

问题 8

问题 9

问题 10

均值

3.54

3.79

3.67

3.66

3.90

3.65

3.58

3.71

2.54

2.62

总 体
N =102

标准差

1.031

0.762

0.848

0.802

0.802

0.792

0.763

0.874

0.886

0.965

均值

3.72

3.86

3.81

3.56

3.83

3.31

3.75

3.86

2.39

2.56

注册会计师
N=36

标准差

0.815

0.833

0.668

0.773

0.811

0.856

0.604

0.798

0.838

0.909

均值

3.54

3.86

3.65

3.65

3.84

3.76

3.51

3.65

2.65

2.49

企业管理者
和会计人员

N=37

标准差

1.145

0.631

0.857

0.889

0.986

0.723

0.870

0.949

0.949

0.870

均值

3.64

3.73

3.00

3.91

3.91

4.00

3.36

3.45

2.27

2.18

政府官员
N=11

标准差

0.809

0.647

0.894

0.701

0.539

0.632

0.674

0.934

0.647

0.405

均值

3.83

3.67

4.00

3.50

4.00

4.00

3.00

3.33

2.67

3.50

标准差

0.753

0.816

1.265

0.837

0.000

0.632

0.632

1.211

1.033

1.378

均值

2.75

3.50

3.75

3.83

4.25

3.83

3.75

3.83

2.83

3.17

标准差

1.288

1.000

0.866

0.718

0.452

0.718

0.866

0.577

0.937

1.193

x2

5.668

1.703

8.744

3.411

2.614

9.425

7.678

2.934

4.631

9.663

p值

0.225

0.790

0.068

0.492

0.624

0.051

0.104

0.569

0.327

0.046鄢

Kruskal-
Willis

银行信贷
和投资者
N=12

学 者
N=6

表 2 5个子群组的描述统计结果（节选）

十多年的不断发展与修订已使我国会计准则非常接近建立在盎格鲁-萨克逊体系

基础上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1993年的会计改革中，坏账准备的概念首次被引入

我国会计准则。但1993年的会计准则对不同的行业设定了一个法定的坏账准备百

分比。经过不断修订与发展，新会计准则已经允许企业根据各项应收款项的可回收

性自主计提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量存货，并且允

许企业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地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

净残值，并根据固定资产所含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选择合理的固定资产折旧方

法（包括加速折旧法）。

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文化与

价值观的变化。然而，调查结果的统计数据表明，很多企业不太愿意应用职业判断

确定坏账百分比，它们宁愿使用旧准则规定的坏账百分比以避免税务会计调整，尽

管税法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但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 根据Hofstede和Gray的理论，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会计核算也会体

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尽管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已经允许采用具有较大弹性的会计处

理方法，但我国会计人员在实务中并没有积极响应这一变革，而倾向于沿用原有的

做法。笔者认为，这与传统文化中强调维持现状以规避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有

一定关系，中西方文化对不确定性规避的不同取向可能导致会计准则在实施过程

中并不一定能真正接轨。

2. 计提坏账准备、应用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以及自主选择恰当的折旧方法都

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具备职业判断能力。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在我国的会计亚文化

中，职业化程度比较低。根据Hofstede的文化理论，我国是一个权力距离大、较注重

等级关系的国家。在我国传统文化和会计亚文化的影响下，实施对职业判断要求较

高的、以盎格鲁-萨克逊会计体系为基础的国际会计准则，其实施力度和效果必然

会打折扣，结果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依法协调不一定能马上带来事

实上的协调。

3. 在风险规避取向的影响下，我国有关管理机构在实施会计方法和程序时，

仍较倾向于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行新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新会计准则或会计

制度出台后，通常都会先在某些行业或某些类型的企业实行试点，然后逐渐推广。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经济部门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也反映

了规避变革过程中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文化取向。此外，国内高校会计教

育对会计职业判断方面的培训仍不够重视，企业中缺乏有经验的独立审计人员以

保证在处理坏账冲销与选择折旧方法时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使新的会计概念和

方法难以融入实务操作中。

4. 我国传统文化崇尚节俭和对信

念的执着。长期以来，传统文化都力戒

各种浪费，提倡不轻易丢弃被认为还有

些价值的资产。鉴于此，企业和会计人

员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有不应用成本与

市价孰低原则以及自主设定坏账准备提

取比率等新方法的倾向，因为受传统文

化的影响，他们深信有朝一日这些资产

还可以用，或者会有办法收回坏账。

五、结论

从问卷调查结果的总体描述性统计

数据和5个子群组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来

看，多数应答者支持本研究提出的两个

假定。上述分析也表明Hofstede提出的

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长

期取向等四个文化维度可以用来解释我

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过程中

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协调。

深入了解文化底蕴可以使我们更好

地理解和包容各国会计准则之间存在的

差异，简单地引进基于盎格鲁-萨克逊

体系的国际会计准则可以加快我国会计

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依法协调的进

程，但这种依法协调或文字表述上的接

轨不一定能带来实际操作中事实上的协

调，因为要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环境下，

尽管文化因素在会计发展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但是一个国家的会计准则、会计

制度和会计处理方法并不完全受文化价

值观的支配。正如Gray在其理论模型中

提到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法律（特

别是税务法规）的影响以及其他政治和

经济因素都有可能掩盖文化对会计准则

和惯例的影响。因此，只有充分考虑这

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才能更好地研

究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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