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份额的一个固定比率（假如某厂商的收益是另外一个厂

商收益的两倍，其投资也是其两倍），能通过汇总方法计算出

行业（或厂商）总体资本边际收益：

在上面两个式子中：Si，t表示厂商蚤在t期的销售额；仔i，t表

示经营利润；Ii，t 表示固定投资；Ki，t 表示初始时期的资本

（存量）；I 和K 分别表示t期的总投资与总资本。在这里，t期的

投资增加资本总量在下一期（t+1）产生收益。他们对12个发展

中国家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厂商层面，以自由化为核心的

金融改革促进了资本向预期收益较高的厂商流动，资本配置

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与股票市场和信

贷市场的发展之间显著正相关。

四、结论

银行贷款、股票和公司债券均以各自的方式来改善资本

配置，并且各自存在比较优势。金融体系资本配置功能的原理

和机制在不同层面的表现有所差异。基于信息、规模经济、专

业化优势等因素降低了交易成本，使资本配置于优质项目；对

于什么是优质项目，则从效益、利润、长期投资等方面来衡量。

监督、贷款审查、控制权市场等机制使资本配置于好厂商；所

谓好厂商，主要从效率、专业化程度、风险大小和技术等方面

来判断。从金融体系资本配置的政策主张上看，金融压制、金融

发展（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是不同的。对金融体系资本配

置功能和金融发展战略及政策的实证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

进行：一方面是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来间接证明其配置效率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以流动性或资本

边际产出的变化来分析资本配置效率，在项目、厂商、行业、国

家等层面，通过计量分析论证金融自由化政策对于资本配置

效率提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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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诚信是指会计客观、真实地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会

计信息反映出来，并忠实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诚信是会

计的灵魂，是会计的生命线，若失去了诚信这一核心特征，会

计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会计诚信原则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

中的一条重要规则。

本文首先讨论了会计诚信教育中的道德认识问题，然后

将道德强度和道德敏感性融入Rest提出的“个人道德决策与

行为四阶段模型”（简称“四阶段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

道德问题的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强对道德决策过程

的理解，又提出了一种面向会计诚信教育的道德决策方法，以

此激励学生认识会计诚信教育中的道德内涵问题，并增强其道

德责任感。

一、会计诚信教育中的道德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践者们就呼吁加强道德指

导，尤其是对会计专业的学生。许多组织（如美国会计学会的

未来会计教育结构、内容和范围委员会，美国国家虚假财务报

告委员会以及美国商学院联合会等）建议将道德教育纳入会

计及其诚信教育的课程中。在会计诚信教育中进行道德教育，

一方面让学生认识会计中具有道德内涵的问题，另一方面使

其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增强道德责任感。

会计诚信教育中的道德教育将重点放在遵守法规上，因

此大多数会计诚信教育课堂上的道德教学遵循“法规教育”的

方法，其结果就是学生开始可能把职业法规看做是所有道德

智慧的来源，而且他们也可能从不考虑这些法规的含义以及

这些道德法规所没有包括的道德情景，或者这些法规是否合

法。也就是说，学生可能没有进行关键性思考，或者可能被教

导不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因此，把道德决策模型引入会计诚信

教育课程，以教导会计专业的学生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如何

会计诚信教育中的道德问题决策探析

白 莉摇摇摇朱葵阳

渊 上 海 立 信 会 计 学 院 上 海 201620 浙 江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杭 州 311201冤

【摘要】本文讨论了会计诚信教育中的道德问题，提出一种新的道德决策过程和道德决策方法，以此激励学生认识会

计诚信教育中的道德内涵问题并增强其道德责任感，从而加强会计诚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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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认识道德问题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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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道德和诚信困境，使学生更加了解自己以后要做的决策

中所包含的重要道德和诚信因素。

二、会计诚信教育中的道德决策过程

在教育方法上，将道德问题和诚信问题引入案例教学中

能提高学生对道德问题和诚信问题的敏感性。在道德和诚信

案例教学过程中，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淤了解和认清事

实；于认识道德问题；盂识别与案例相关的规范、准则；榆找到

备选行动方案；虞选择与规范、准则最相符的行动方案；愚思

考每个可能的行动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舆做出决策。

针对这个决策过程，Rest提出了四阶段模型，描述了当道

德中介人遇到道德两难困境时的心理变化过程。他指出，一个

人的心理至少会经历四个基本阶段，并强调这里所说的是阶

段，而不是特点或特征。这四个基本阶段分别为认识道德问题

的存在、做出道德的判断、产生道德的动机、由动机引发行为。

虽然一些研究显示各个阶段之间会相互作用并且存在复杂的

联系，但Rest认为这四个阶段是以一种合乎逻辑的顺序依次

出现的，并且这种逻辑顺序为预测道德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分

析框架。一些前期的研究模型和目前的研究模型都与四阶段

模型相符，从而笔者在此基础上引入了道德强度和道德敏感

性，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道德问题的决策过程。

1. 一个新的认识道德问题的决策过程。Shaub、Finn和

Munter研究了认识道德问题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道德敏感

性。近年来的研究将Shaub等人的研究进行延伸，认为认识道

德问题的过程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道德敏感性是一个部

分，而道德强度则是另一个部分。这项研究使用了一次教育的

介入来调查：淤问题的道德强度和研究对象提供知晓问题的

道德因素的过程是否改进人们认识道德问题的能力；于对道

德问题认识的变化是否伴随着道德思维的变化。一个未能认

识到道德问题的人，将根据其他模式如经济合理性而不是运

用四阶段模型进行决策。因此，笔者在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道德强度和道德敏感性，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道德问题

的决策过程，如图1所示。

在以前的研究中，认识道德问题的这个阶段经常被忽略，

而这个阶段对于所有道德决策模型而言都是重要的，其包括

两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道德中介人认识道德因素的能力和问

题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强度。道德敏感性是道德中介人认识问

题的存在以及认识问题中存在道德内容的能力，加上问题本

身所具有的道德强度，这两个部分构成了对道德问题的认识。

图1描述了认识道德问题的两个因素：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和问

题的道德强度。对道德敏感性的衡量是多种多样的。Hebert等

认为道德敏感性的一个方面是认识道德问题的能力，Shaub等

人把道德敏感性定义为从职业角度认识一种情况所具有的道

德特性的能力。笔者把道德敏感性看做是由两个不同的部分

组成的：一部分是识别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识别问题），另一

部分是知道这个问题具有一个道德因素（认识道德因素）。道

德强度是指道德问题本身的特征，它对于道德决策和道德行

为具有决定性作用。道德强度的六个因素是指问题所产生的

结果、社会舆论、可能的影响、短期急迫性、亲和力和影响的集

中性。道德强度的概念表明行为结果与人类反应或对于道德

问题的认识有关。

2. 一种整合的道德决策方法。如图1所示，认知发展理论

关注道德认知并且提供了一个用于理解道德问题决策过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结构，并提出了一个检验当面临道

德两难困境时决策者的德行和动机的理论基础。然而，该理论

缺乏一个用以发展一个全面理解德行在道德和诚信决策中的

作用的结构。为了加强对道德决策过程的理解，笔者通过认定

高尚德行对个人道德决策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整合的道

德问题决策方法，如图2所示。

该方法从三个方面拓展了传统的四阶段模型：淤确认了

道德中的德行在道德动机决策中的影响，即道德德行和道德

动机都与个人的道德判断行为相关；于认定了机械性德行在

道德动机决策中的影响，即一个人的道德品格是机械性德行

的反映；盂承认了个人的道德德行与规范性推理之间的联系，

即个人对道德两难困境的规范性理解是道德行为能力所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一个人的道德品格也是他对道德两难

困境的常规性理解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整合的道

德决策方法，可以在会计诚信教育过程中，提高学生对道德和

诚信问题的敏感度，并使其做出正确的、符合道德准则的诚信

决策。

主要参考文献

1.Michael.K. Shaub袁 Don.W. Finn袁Paul Munter. The Effe-

cts of Auditors' Ethical Orientation on Commitment and Ethical

Sensitivity.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袁1993曰5

2.国家会计学院叶会计诚信教育曳课题组.野不做假账冶与

会计诚信的现实思考.会计研究袁2003曰1

道德发展

德 行

感觉

道德的德行

理解

机械性德行

困境的认定敏 感 性

道德的判定规范性推理

道德的意向道德的动机

道 德 行 为道 德 品 格

图 2 道德问题决策的整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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