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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会计职业精神问题的研究

黄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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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探讨了新时代下会计职业精神的问题范式，着重分析了部分会计人员为谋取个人暴利、业务素质与

职业准则脱节以及不完善的行业发展环境等存在的问题。根源包括对职业精神重视不足、企业及实际控制人的利益驱动、

内外部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会计造假风险收益高于成本、惩治力度不够。最后提出建设会计职业精神的路径，包括加强教

育和培训、强化企业治理和内部监督、改善会计师事务所的内外部监督以及加强打击会计造假行为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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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blem paradigm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spirit in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ome accounting personnel seeking personal profi t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the imperfect industr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root causes include insuffi  cient emphasis on professional ethics, 
driven by the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and actual controllers, imperfect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accounting 
fraud risks and benefi ts exceeding costs, as well as insuffi  cient punishment. Finally, the path to building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accounting is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nhanc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supervision, 
improv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of accounting fi rms, and strengthening eff orts to combat accounting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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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的经济环境中，会计职业的重要性愈发凸

显。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会计

行业所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复杂和多样化。传统的会计职

业精神范式在这一变革中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需求。因

此，有必要对新时代下的会计职业精神问题进行深入的

研究，以寻求更符合时代背景和实践需求的发展路径[1]

。一方面，随着数字化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广泛应用，会

计专业的工作方式、内容和要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会计从业者的工作方式和思

维模式，同时也为职业精神的内涵提出了新的挑战。另

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活

动频繁发生，会计信息的规范、透明度和有效性都面临

更为严峻的考验，这也使得会计职业精神的要求日益提

高。当前，社会对高素质会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而其关键不仅在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更在于其道德

品质、职业操守和团队合作能力。因此，新时代下构建

符合时代特点和社会需求的会计职业精神范式研究，对

于高校会计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企业人才选拔及评

价制度的构建、政府监管机制的完善等方面均具有重要

意义。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新时代下的会计职业精

神，才能更好地解决会计行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升

会计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37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12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1  会计职业精神的内涵

会计职业精神作为一个重要的职业品质，具有深远的内

涵和价值。在新时代下，会计职业精神的内涵不仅包括传

统的职业道德、专业操守等方面，还应当具备创新意识、

数字化能力以及全球视野等新要素。会计职业精神体现了

从业者对职业道德的坚守和信念，在处理财务信息、数据

报告等工作中始终秉持诚实、透明、公正的原则。会计职

业精神强调专业操守和责任担当，要求从业者对自己的工

作负责、勤勉尽职，确保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准确可靠，符

合法规和行业标准[2]。此外，在新时代背景下，会计职业精

神还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意识和数字化能力，以

适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同时，全球化

要求具备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也成为会计职业精神的新内涵。

2  会计职业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部分会计人员为一己私欲牟取暴利

部分会计人员为一己私欲牟取暴利，这一问题在会计职

业中并不罕见。个别从业者因个人私利而违规操作、篡改

账目，甚至涉及财务造假，损害了企业和社会的利益，使

得信任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这种以谋取个人利益为中

心的行为，严重背离了会计职业精神应有的道德底线和专

业操守。在实践中，一些会计人员因为面临利益诱惑而产

生失足行为，对待企业财务数据不够谨慎，忽视了自身所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严重损害了

会计从业者的整体形象，也给整个会计行业蒙上了沉重的

阴影。

2.2  部分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跟不上职业准则的要求

部分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跟不上职业准则的要求，是会

计职业精神方面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一

些从业者因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胜任复杂的

会计工作，导致错误汇报财务数据、不当处理财务信息等

问题频发。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真实

性，损害了企业和相关各方的利益，对公司经营及社会经

济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会计从业者的业务素质不达标源自

于教育体系的不足和培训机制的薄弱，也受到工作环境和

公司制度的影响，导致其未能深入理解和遵循职业准则以

及伦理规范[3]。此外，部分会计人员缺乏主动学习和进步的

态度，对新的会计法规和标准了解不足，无法及时更新自

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导致与职业准则要求脱节。

2.3  会计行业发展环境不够健全

会计行业发展环境不够健全，是会计职业精神方面存在

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下，会计行

业所处的政策法规、市场竞争和监管体系等方面都存在一

定程度的不完善和混乱，给会计人员的专业发展和职业操

守带来了挑战与困扰。例如，由于会计法规的频繁调整和

修改，部分会计人员难以及时跟进最新政策要求，导致实

际操作中存在误解和纠纷；又如，监管体系的不严格执行

和弱化，使得一些从业者产生侥幸心理，放松对自身行为

的审慎性和自律性。此外，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信息不对称

也会导致会计人员在处理账务和公开财务信息时出现不当

行为，缺乏客观公正性和诚信度，损害了企业和社会的信

任。因此，发展环境不够健全造成会计从业者不清晰职业

规范，缺乏明确准则和标杆，导致职业道德滑坡和失范现

象的蔓延。

3  会计职业精神问题产生的根源

3.1  对职业精神重视程度低，会计职业精神建设不完善

对会计职业精神重视程度低、会计职业精神建设不完

善，是会计职业精神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一些企

业和机构中，对会计职业精神的培养和弘扬并未引起足够

的重视，导致许多会计人员缺乏清晰的职业理念和操守。

一些企业和机构存在功利化倾向，更加看重员工的业绩和

经济收益，而忽略了对其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培养和倡

导。这使得会计人员过度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职

业伦理的核心地位和价值观的塑造。其次，对会计职业精

神建设的投入也不足，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制度机制的

建设，使得职业精神教育和培训形同虚设。加之外部环境

中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行业协会组织不够健全等原因，

导致会计人员缺乏对专业操守的必要认识和自我约束意

识。由此可见，会计职业精神建设不完善的根源主要来自

于对职业精神的轻视和忽略，以及缺乏有效的教育培训和

制度机制的支持。

3.2  企业及实际控制人具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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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职业精神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是企业及实际控制人

具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动机。在商业环境中，许多企业及实际

控制人往往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且将企业长期发展和社

会责任放在次要位置。他们对会计报表和财务信息进行操

纵，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会计职业道德

和规范。由于企业及实际控制人在组织决策中拥有权力和资

源，这将对会计人员的职业精神和操守产生深远影响。会计

人员受到来自企业或管理层的压力，被要求提供不符合实际

情况的财务信息，甚至涉及违法违规的行为。

3.3  会计师事务所等内、外部监督机制有待完善

会计职业精神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是会计师事务所等

内、外部监督机制有待完善。在当前的环境下，内部和外部

监督机制对于会计职业精神的塑造和维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然而，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监督制度不够完善，存在

一些不尽职和失责行为。这包括审计过程中的疏忽大意，对

重要信息的遗漏或误判等情况[4]。同时，外部监督机制也有

待进一步完善。监管机构在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中存在一

些漏洞或管理不周，未能及时发现或阻止一些违规行为，从

而导致了一些职业操守偏离实践。这种情况会削弱会计人员

的职业道德观念和职业信誉，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3.4  会计造假的风险收益大大高于风险成本，惩治力

度不够

会计职业精神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是会计造假的风险收

益大大高于风险成本，而惩治力度不够。在一些情况下，会

计造假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公司股价暴涨、管理层获

得高额奖金等。由于这种风险收益远大于风险成本，某些人

会冒险进行会计造假行为。与此同时，当前的惩治力度不足

以制约这种行为。即使发生了会计造假，受到的处罚也相对

轻微，只是支付一定数额的罚款或面临短期内的行政处罚，

很少引起刑事诉讼。这样的低惩治力度使得一些人愿意冒险

实施会计造假行为，因为他们认为风险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因此，会计造假的风险收益大大高于风险成本，再加上不够

严厉的惩罚，成为会计职业精神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

4  会计职业精神建设基本路径

4.1  加强会计职业精神教育和培训

教育培训需要注重道德伦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全面提

升。通过系统的职业操守教育，帮助会计从业人员深入了解

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对于行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鼓励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秉持诚实、诚信、透明的原则，坚守

职业操守。培训内容应包括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入解读，使

从业人员牢固树立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提高审慎意识，并

倡导从业人员时刻保持独立思考、客观公正的态度。此外，

还应强调技术更新和实务操作的培训，以确保会计师们具备

最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保证工作质量和准确性，更好地履

行职业职责。最后，培训需多元化和持续性。不仅可以通过

举办专业讲座、研讨会等方式进行传统的面对面教学，还可

以借助网络平台、移动应用等技术手段，为会计从业人员提

供在线学习和培训资源，从而方便灵活地开展教育活动，满

足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从业人员的学习需求。

4.2  强化企业治理和内部监督机制

企业治理是公司组织结构、决策机制和管理流程的安

排，通过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加强内部控制，可以有效规范

会计从业人员的行为，减少违规事件发生的性。加强企业治

理可以通过明确权责关系、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

风险管理体系等方式，促进公司管理层和从业人员更加自觉

地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操守要求，提高治理透明度和效率。

此外，强化内部监督机制也是关键，包括建立有效的审计和

监督机制、设立独立审计委员会、加强内部审查和自查程序

等，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行为，提升公司内部控制水

平，增强内部员工对违规行为的警惕性和反应能力，进而保

障会计信息的质量和真实性。

4.3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内外部监督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内外部监督是建设会计职业精神的

基本路径之一。在内部监督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应建立完善

的内部审计机制和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从业人员严格遵守职

业准则和法律法规，提升服务质量和诚信度。通过制定严格

的审计程序和标准，强调独立性和专业判断力，推动从业人

员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履行职责，降低违规风险。

同时，加强员工培训和教育，重视道德伦理和职业操守的传

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良好的内部文化氛围。在外

部监督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应当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和评估

机制，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定期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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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惩责措施。此

外，加强与其他监管机构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形成联动监

管，进一步提高监督效能，确保会计从业人员恪守职业操

守，履行职业责任。

4.4  加强对会计造假行为的打击力度

加强对会计造假行为的打击力度是建设会计职业精神的

基本路径之一。会计造假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投资者利

益和整个行业形象，因此需要加大查处力度，以震慑违规

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的监测和检查机制，及

时发现和阻止会计造假行为。通过加强对公司财务信息披

露和审计报告的审核，强化内部控制的审查和评价，提高

对违规行为的排查和识别能力。应当建立严格的违规惩罚

机制，对会计造假行为严厉打击，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可

以采取公开谴责、罚款、吊销执照等手段，增加违规成本

并降低违规收益，提升企业对违规行为的风险认识，从而

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

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会计职业精神的建设愈发重要。

唯有通过教育培训、完善监督机制和加大打击力度，才能

构建健康的会计职业精神体系，促进会计行业的良性发

展，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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