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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一、会计造假的成因 1、利益驱动 利益的驱动

是会计造假的源动力，经济利益是最常见的和最基本的造假

动机，是造假者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造假者通过造假旨在

得到直接的或间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非法经济利益，另外

对政治利益的追逐也使造假者铤而走险，不顾后果。造假者

的逐利心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暴富的渴望，对物质财富和

富足生活的羡慕，对保官、升官平步青云的企盼，对出人头

地的向往。而当这一切通过正常渠道实现不了时，就公然违

犯国家法律政策，依靠做假帐来改变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个

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和分配关系，改变衡量其政

绩的各项经济指标。 2、监管不利 加强会计监管、控制财经

违纪历来是国家经济管理的基础，2000年7月1日开始实行的

新的《会计法》又特别明确了会计的责任，强化了对会计违

法的处罚，但监管效果还不尽人意。 ⑴法规不健全，打击力

度小。《会计法》虽然对会计违法行为都有了原则的规定，

但由于我国目前《会计法》没有细则，会计法规还不配套，

在操作上也没有历史基础，执行起来还有很多困难，司法机

关依照会计法规处理的案件很少，特别是普通的会计违法案

件很难得到应有的处罚。 ⑵监管机制不配套，监管不到位。

会计监管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会计法》在规定财政机关

为会计执法主体的同时，还规定了"财政、审计、税务、人民

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但就

目前实际情况看，作为会计执法主体的财政部门还没有一套

有效的执法监督系统，难以控制全社会的会计违法问题；审

计机关虽然能对大型项目和有关单位进行有效的审计监督，

但他所能够监督的范围和数量还是很小；税务机关涉及面比

较大，但一般只按照收税要求进行管理和检查；其他部门也

只是对所涉及的范围进行行业上的监督。这些监督管理部门

之间也缺乏必要的配合协作，难以实现共同"监督检查"的效

果。 ⑶利益与处罚不对等。包括会计造假在内的任何违法、

违纪行为也都承担着风险，一旦败露不但所求利益得不到还

会受到处罚，所以，造假者也考虑他的"风险报酬率"，他感

觉这个报酬率很高，他就会毫无顾及地冒险实施。马克思曾

说过：当利润达到300％时，资本家就会挺而走险。就我国目

前的会计监管状态看，造假的风险报酬率的确很高，成功机

遇很大，所以，造价现象很普遍也就不足为奇了。 3、会计

人员素质不高 随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知

识更新步伐加快，法规体系与国际接轨，需要会计人员学习

新法规、掌握新知识，塑造会计行业诚信理念，树立会计职

业道德观。但目前我国会计人员的实际水平不适应经济发展

的步伐，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职业判断的要求还有很大差

距，这也给会计造假提供可能。 二、会计造假的责任 会计造

假直接侵犯了国家和有关方的利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但会计造假一般体现在企业

或单位的财务活动中，除了单位要承担经济责任以外，谁来

为这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那？以往对这个问题很不明确

，1999年10月31日公布的新《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负



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明确了会计责任主体，其目的就是要理顺单位负责人与会

计机构、会计人员对于本单位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真实性、

完整性应负的责任，更加明确了责任人。一旦事发，单位负

责人难辞其咎，再也不能以"不懂业务""不了解情况"等借口来

推卸或减轻罪责。 单位负责人就是本单位的"一把手"和最高

负责人，统管本单位所有的工作，包括会计工作，当然应对

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质量负责。从单位负责人与会计机构、

会计人员之间对于本单位会计工作的职责划分看，单位负责

人是本单位会计工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会计机构、会计人

员是本单位会计工作的执行者和被管理者。被管理者直接对

管理者负责，管理者直接对社会负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二

者的关系和责任不能颠倒。至于单位负责人如何履行这一职

责，可以按照内部管理需要，将其对会计工作的责任在有关

人员之间进行适当分解，以在单位内部形成层层制约的会计

责任体系。 从目前市场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看，财会人员只

是一个被聘用、被领导、被胁从者的角色。-般来讲，会计人

员不会主动造假。现在有"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民谚

，一些单位主要领导为追逐政治或经济上的私利，指使或强

迫会计部门和会计人员弄虚作假；-些政府官员为完成经济指

标，强令下面虚报瞄报。琼民源案就是单位负责人指使本单

位会计人员弄虚作假的典型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会计

人员是不能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会计工作负责的。而只能由单

位负责人负责。 三、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会计造假问题 1、严

格会计人员管理制度，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水平 会计造假事件

的产生，也有一个过程，从造假念头的产生、执行、到假象



的出现，中间经历策划者、组织者与具体实施者。而为会计

人员又是主要、必不可缺的实施者，因此，提高会计人员素

质，保护好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是杜绝会计造假的重要条

件。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制度有会计执业资格考试，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等，要加强财会人员和企

业管理人员的财会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对财会工作的管理水

平。 2、强化单位负责人的责任，约束高管人员行为 就会计

造假而言，从各方面强化约束单位负责人的行为是非常必要

的，目前的约束手段还远远不够。尽管单位负责人承诺对财

务报表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但会计造假还是层出不穷，

因此应该制定出这方面的具体可行的办法，使单位负责人个

人对其会计造假行为承担更多的处罚，更多地追究其民事责

任和刑事责任，而不是只对单位进行经济处罚了事。 3、完

善会计法律体系，加强会计监督力度 《会计法》是会计管理

的法定基础，对规范会计核算加强会计监督起到了保障的作

用；逐步出台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专业性规章制度进一

步规范了会计管理体系，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问题新

矛盾的不断涌现，会计法律体系和会计规章制度还要不断地

完善，会计监督机制还要进一步强化。 财政部门肩负着会计

管理工作的主体作用，各级财政机关都要承担起这一历史重

任，切实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工作规范化。完善的审

计监督体系是实现会计规范化的保证，目前我国的审计监督

体系包括政府审计、企业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三个层次，社

会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将成为企业监督的重要力量，注册

会计师在审计企业效益、企业会计报表的同时，更要关注企

业会计造假现象。这些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监督审计力量都



要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监督网络。 

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主要途径：一是尽快制定《会计

法》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法律，提高《会计法》的可操作性

；二是强化财政机关的会计监督力度；三是加强各会计监督

部门的监管协作，逐步建立起一个高效的会计综合执法机构

。 有效的会计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各个方面

进行统一协调、综合平衡。它是保证会计工作有序运行的必

要手段，也是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要保证，最终达到

杜绝会计造假现象的发生。 【把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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