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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诚信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负责人是企业发展的领导者、指挥者，企业负责人的会计诚信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企业负

责人会计诚信，是指企业负责人带领本企业客观公正的反映经济活动，对外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报表，促进自身形成诚信品质，履行诚

信义务的活动。本文首先从国内外研究成果着手研究了当前会计诚信发展现状，分析了企业负责人会计诚信出现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促

进企业负责人会计诚信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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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会计行业诚信缺失现象严重，特别是国际上频频曝出财

务舞弊案例。一些国际上著名的公司为了公司利润，会通过股权

置换、实物资产等各种形式对利润进行调节，并借助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等的调节对年报进行粉饰，借助对存货价值的调节操

纵利润，导致企业对外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比如安然事件、南

方保健、世界通讯、泰科公司等通过虚构巨额利润、向会计师事

务所递交虚假资料、粉饰财务报表以骗取银行贷款为目的等手段

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如何改变会计诚信的现状是值得我们思考

的重大课题。

（一）国内研究综述

首先，在加强高校会计诚信教育研究方面。张凤玲等人（2022）

认为高校以大学生为教育对象，应当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机制五个方面来完善会计诚信教育。

胡玲（2021）指出高校加强会计诚信教育从“全员共识”“全过

程融入”“全方位评价”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法。王彤彤等人

（2020）首先分析了诚信与伦理的关系，提出高校应当把会计职

业道德与会计伦理相区分，加强会计伦理教育等。刘慧等（2012）

以学生为主体，将会计诚信教育融入专业化课程，形成独特的会

计诚信教育模式。汪燕芳等（2011）认为目前高校会计诚信教育

达不到教学目标，必须从课程设置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

行改革才可以。

其次，在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诚信研究方面。王喜娥（2020）

为提高商业银行会计人员的诚信水平，需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建立商业银行会计人员的诚信档案。张洪（2019）指出从加强会

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品质、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来推进会计诚信教

育，践行会计诚信原则。刘发顺（2015）指出从一些财务造假的

典型案例和按照不同的培训对象分层次培训，进行会计人员的诚

信教育。

最后，加强会计诚信的其他观点。卢锐等人（2022）以瑞幸

公司为案例，再次重申了会计诚信，杜绝财务造假是在企业的财

务活动中至关重要。对现在的上市公司具有很重要的警示作用。

朱卫品（2019）以浙江省为例提出加强会计诚信教育需要政府从

顶层制度设计，加强部门协作，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加速信息化，

实施会计信用评价，推动会计信用信息的应用等六个方面开展。

崔东颖等人（2019）以江苏雅百特因涉嫌虚构海外工程项目、虚

构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为例，深入分析江苏雅百

特舞弊案的成因，舞弊手法并针对性地提出反舞弊策略之一即提

升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刘建秋（2010）提出会计诚信具有

市场成本与市场收益，二者决定了会计诚信在市场经济中的均衡，

签约双方应当本着互相信任的原则，具有契约精神，维系签约双

方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就是会计诚信的目标。

（二）国外研究综述

西方国家的财务造假案例，冲击着西方的资本市场，越来

越多的上市公司倒闭，促使西方国家逐步认识到会计诚信的重要

性。Ronald F.Duska（2011）指出应做好商业铺垫，做好会计诚信

为会计伦理教育打好基础。Dechow（2007）仔细研究了 1982 年

至 2005 年间被美国证监会查处的企业中有 55% 比例的企业均有

企业财务造假行为，这种造假行为能够为企业增加相应的会计利

润。Malcolm  Smith（2006）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会计

诚信问题，为企业财务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提供新的思路。Suzy 

Wetlaufer（2001）在文章中警示人们，提高自身能力应从自身的

道德建设做起，加强个人诚信行为。国外教材也十分重视会计诚

信教育，会计诚信教育属于会计伦理学科。如《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1998 年年第四版）及《基本会计原理》（Fundamental 

Accounting Principles）（1994 年）是美国欧文出版公司出版的两

本高校教材，其序言中指出类会计伦理是会计学应当重视的最基

本的原理。

二、企业负责人会计诚信出现的问题

（一）强调会计人员诚信教育，忽视单位负责人诚信教育

企业日常的会计活动更多的只强调会计人员的会计诚信品质。

但是会计工作人员是直接服从于企业负责人，可以说在日常的财

务活动中，企业负责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指挥者，会计工作人员

只是具有财务会计专业知识的执行者罢了。所以企业应当一改往

日强调会计人员诚信教育而忽视单位负责人诚信教育的做事风格。

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专法律空子，不想方设法降低成本，

虚抬企业利润，保持优良作风，把诚实守信作为安身立命的原则，

促进企业自身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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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企业的监督活动、评估风险机制、内部的环境运营等方面构

成了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为了杜绝企

业财务舞弊、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发生。而内部控制体系的不健全，

是导致企业会计诚信的首要原因。内部控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就

是股权控制过于集中，企业的大股东在企业的控制权占有绝对的

优势，也就是企业的负责人利用这种优势不是独立行使监督权，

而是顺势敛财，把本属于企业的公共财产变为己有，制造财务舞

弊事件；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的另一个表现之一就是内部控制机

构形同虚设，只是做表面文章，应付检查而已，企业负责人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机构，为企业财务活动的开

展铺路。

（三）违反会计诚信的市场经济成本与收益的不均衡

造成企业负责人敢于财务造假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

低导致的。根据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定格处罚也只有 60 万人民币。

60 万对于一个资金链庞大的企业来说就是九牛一毛。而从收益的

角度来说，企业若成功的瞒天过海带来的可能是企业上市、不间

断的投资资金注入，以及企业负责人名利双收的社会地位。较低

的违法成本与高昂的利益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一些企业在企业负

责人的带领下宁愿铤而走险，这就是严重的会计诚信的经济成本

与经济收益的严重不匹配。

三、加强企业负责人会计诚信的几点建议

（一）支持会计诚信行为良好的企业

将企业年检，会计证书注册登记等与会计诚信评价结合。具

体讲，将企业的诚信评价结果作为年检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讲

诚信的企业要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优惠，如放宽监管力度、优先

信贷等；将诚信评价结果作为评价企业负责人的重要依据。对那

些信誉高、信用程度高的单位以及相关人员，给予确定较高级别

的信用评价和激励，让其得到社会广泛的认知，获得较高的经济

利益。

（二）加强对企业的内外部监管

企业是会计信息产出和发布的主要会计主体，其内部控制建

设和执行的好坏、公司治理是否科学规范，直接影响到会计诚信

问题。企业负责人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避免企业内部控制形同

虚设，把好职业道德观念，对企业的资产、财务信息、企业的人员、

工作流程以及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行使好自身的权

利；在外部监督方面，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提升对企业监

督的有效性，加强工商、税务、审计、财务等部门的联系，对企

业形成全面的监督体制。

（三）实行诚信评价“一票否决制”，加大惩处力度

企业在申报项目或者企业年检等，应当与企业负责人的会计

诚信挂钩，注重企业负责人的会计诚信考核。个人在申报项目、

晋升职称、提拔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制”，一旦发现企业负责

人有会计不诚信行为，应当取消其一切提升的机会。根据财务造

假程度、虚构利润的金额大小来决定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提

高财务处罚资金，提高失信成本。

（四）企业负责人定期参加会计诚信教育培训

企业负责人虽然是企业决策的主要制定者，但是也应当潜下

心来，学习会计诚信教育相关内容，财政部在制定继续教育培训

方案时可以在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课程中增加会计诚信教育培训

课程，并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也是培训对象之一，必须完成相应

学时，通过会计诚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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