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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极为重要。自２００

１年底美国安然公司轰然倒塌后，美国的世界通信、施乐等

大公司相继爆出会计丑闻。而我国也连续出现琼民源、红光

实业、ＳＴ郑百文、东方锅炉、大庆联谊及银广夏等上市公

司恶性会计造假事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国家审计

署公布了对１６家具有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实施质量检查的结果。在被抽查的３２份审计报

告中，有１４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２３份严重失实的审计

报告，涉及４１名注册会计师，造假金额达７１．４３亿元

，可见，我国会计造假也是惊人的。广泛的会计造假向世界

敲响了会计诚信危机的警钟，并引发了人们对会计诚信问题

的广泛关注。加强会计诚信和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上市公司

财务行为、遏制会计造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呼声日盛。

本文试从会计法律制度与会计职业道德的互补关系入手，就

构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框架结构作初步探讨。一、会计

法律制度缺陷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是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体现。重塑会计诚

信、规范会计行为不仅要靠法律制度作保证，还要靠职业道

德来实现。会计法律制度建设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两者缺一

不可、相辅相成。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法律规范的基础和重

要补充，它在制度无法弥补缺陷时起到修正作用，是会计法

治的人文基础；会计法律规范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制度



保障作用，是维护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手段。可见，会计职

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具有互补性，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会计

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而排斥会计职业道德的教化功能。经济

伦理学认为，经济交往必须由一种道德框架作为基础，现代

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道德框架就是诚信。会计诚信表达了会

计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即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把现实

经济活动反映出来，并忠实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服务。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会计执业机构和会计人员安身

立命之本，一旦缺失，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公允性

将无从谈起，这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加强会计诚

信建设已迫在眉睫。 会计制度缺陷也需要会计诚信机制来补

充。会计行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会计行为本身就需要

会计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会计制度是维护会计秩序乃至社会

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但是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博弈

论和信息经济学）所证明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合同得以执行

的唯一制度安排。即使是会计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会计制度

的不完备性也是存在的。会计制度规范和约束会计行为的首

要条件是制度的完备性，但现实中因会计制度制定者的“有

限理性”和会计环境的未来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制定完备的

会计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会计制度缺陷必然导致会计

诚信的缺失。当然，会计制度缺陷导致会计诚信缺失仅仅是

一种表面现象，其本质是造假者的不法利益驱动。 目前，会

计造假被查处概率较低，即使被发现，其所付代价也是很有

限的，造假成本与造假收益严重不对称，这无疑助长了会计

造假行为。因为对造假者而言，只要造假的预期成本大大低

于造假的预期收益，造假者就会产生有恃无恐进行博弈的冲



动和理由。一切造假者是从践踏道德开始的，从造假动机的

形成到造假过程的实施无不起始于道德的背离。而市场经济

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

经济有赖于运行的游戏规则，但仅仅有法规制度约束是不够

的，当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严肃的道德规范发生碰撞时，只有

诚信教育才能使天平倾向道德规范，因此会计诚信教育已成

为当务之急。为从根本上治理假账，必须使依法治理与以德

治理并重，加强会计诚信和职业道德建设，使会计诚信内化

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和内在品质。二、会计职业道德的内涵、

基本内容及特征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在长期会计工作中形成

的，具有习惯性、群众性等特点。它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社

会舆论、会计职业习惯、会计榜样感化等手段，使会计人员

从内心形成职业道德情感、信念、理想和是非善恶标准，自

觉以会计职业道德原则来约束自身行为，因而它是一种内在

的自我约束方式，它要求会计人员所达到的精神境界远远高

于法律规范的要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人员工作理念

、职业意识、业务行为作了全面规定，弥补了法律规范的空

缺。会计职业道德的确立与完善将从伦理道德导向上遏制会

计造假动机，对规范会计工作秩序将起到积极影响。 基于会

计职业的特殊性对职业道德的要求，会计学界长期以来一直

致力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的研究。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

程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对不

同国家会计职业产生了不同影响，各国会计职业道德也体现

了本国的特点。国际会计师联合会（ＩＦＡＣ）１９８０制

定的《国际会计职业道德准则》提出了会计专业机构道德准

则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正直、客观、独立、保密、技术标



准、业务能力、道德自律。美国会计师协会等职业团体确定

的会计职业道德包括正直、客观、独立、遵从、保密、披露

的相关性、职业胜任能力、对他人的责任感和没有不名誉行

为等内容。英国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是真实公允、客观公

正、职业能力和保密性。法国会计职业道德强调遵规守法、

诚实正直、真实公允、社会责任感。德国会计职业道德则强

调规避风险、高度稳健、恪尽职守、各负其责。 可见，虽然

各国会计职业性质是基本相同的，但因各国在政治经济体制

、文化背景、法律制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国

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规范也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社会进步和

经济发展对会计职业的共性要求。这无疑为构建我国会计职

业道德体系框架结构提供了借鉴。三、构建我国会计职业道

德体系框架结构的设想 我国《会计法》将会计职业道德以会

计大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求“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

，提高业务素质”。但目前尚未颁布一套标准的会计职业道

德准则，仅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有相关规定，但内容

笼统，未形成体系。笔者认为，可借鉴发达国家会计职业道

德中的共性内容，作为构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主体框

架，并充分体现本土文化背景、经济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等

层面对其的影响和要求。未来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应由职

业道德规范（准则）、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修养、职业

道德评价、职业道德监督构成。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会计职

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和标准，是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核心；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和修养是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途

径，道德教育是客观外在的推动力，道德修养是主观内在的

自我努力；会计职业道德评价和监督是推动会计职业道德健



康发展的保证。会计职业道德的各组成部分以会计职业道德

准则为核心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职业道德

体系。（一）制定一套可操作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 建立一套

由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学会等民间中介机构制定、颁布与

监督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体系，以实现会计行业自律。该准

则的基本内容包括会计人员处理经济业务时所采用的一般原

则、业务能力和职业责任等。会计人员在会计实践中应自觉

遵守该准则。１．一般原则，包括真实性、公正性、忠诚性

和正义感。①真实性，即要求会计人员如实记录、反映经济

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资料。违背

真实性原则，也就失去了会计存在的基础。②公正性，即要

求会计人员处理会计事项时遵守公正的道德标准，不偏不倚

地对待利益各方。美国会计学家斯科特（Ｏ．Ｒ．Ｓｃｏｔ

ｔ，１９４１）提出了会计公正性的著名标准，即：会计程

序对一切利害关系方面必须公正对待；财务报告毫不偏离地

作真实和正当的陈报；会计数据应该是公正无偏见和不偏不

倚的，而非为特定方面服务。③忠诚性，即作为委托人和代

理人中介的会计人员既要对管理当局忠诚，完成管理当局所

委托的责任，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又要对外部委托人忠

诚，客观反映管理当局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为其决策提供相

关信息。④正义感，即会计人员应以企业根本利益为重，对

管理当局的违规行为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做假牟利，应有

正义感，不畏强权，勇于披露真实会计信息。２．专业技术

能力，包括搞好服务、熟悉法规和职业判断力。①搞好服务

。会计人员应发挥职业优势，积极做好会计核算、会计监督

与决策，为单位提供相关政策咨询，为单位内部管理和投资



决策服务。②熟悉法规。会计人员应熟悉财经法律法规和国

家统一会计制度，并结合本职做好宣传，当前特别要掌握加

入ＷＴＯ后的新会计标准和业务。③职业判断力。加入ＷＴ

Ｏ后，我国会计理论与国际接轨、与国际交往的能力加强，

会计行使职业判断的空间日益增大，这就要求会计人员运用

其知识按基本会计原则作恰当的职业判断，以客观公正的态

度，选择委托人和代理人及个人利益均可接受的会计政策，

提供有关各方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３．职业责任，包括保

守秘密与开拓创新。①保守秘密。会计人员应保守本单位商

业秘密，除法律规定和单位领导人同意外，不得私自向外界

提供或泄露单位会计信息。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会计人

员要适应新形势，始终保持知识储备的新鲜度，不断改进工

作思路和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