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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判断训练在《财务会计案例分析》课程的应用

潘皓青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福建漳州　363105

摘　要：新型商业模式和交易模式不断涌现，对财务会计人员合理运用职业判断处理经济业务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本文

在《财务会计案例分析》课程融入职业判断训练，展示实际应用的教学案例，总结出该教学设计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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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会计职业判断的含义及影响因素

财务会计职业判断是指由“具备专业知识、拥有丰富

经验的会计人员以客观和正直的态度，在会计职业准则框

架内，对会计和财务报告问题所作出的高水平判断”（1985 

CICA）。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财务会计职业判断水平

受到判断主体—财务会计人员、判断客体—财务会计问题

两个方面的影响。

从判断主体看，首先，财务会计人员对会计理论、会

计准则和制度，以及行业会计惯例、计算机操作技能及数

据技术等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是保证其做出合理职业判

断的基础条件；其次，会计人员在从事会计职业时，以“道

德当身 , 故不以物惑”的自律原则为基础，将会计职业道德

中他律的部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是做出合理职业判

断的必要条件。

2.	大学本科财务会计职业判断训练的必要性

2.1 年龄的因素

根据“三水平六阶段”理论，18 到 21 岁的大学本科生

在年龄上正好处于道德认知的后习俗水平时期，该时期是

从以社会契约为价值取向的阶段五向以普遍道德原则为价

值取向的阶段六发展的过程中，其在情感、思维、身体发育、

道德认知等方面正在趋于成熟 , 人格的整合、自我同一性的

获得完成较好 , 若在这个时期正确对大学本科生进行职业道

德教育 , 有助于帮助大学本科生形成稳定的职业道德人格和

社会良知，学生未来整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发

展将更加合理。

2.2 现有财务会计教学的缺陷

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目前本科会计专业课程在会

计专业知识上开设的课程较为齐全，从财务会计职业道德

的方面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有《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

德》一门课程，然而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该课程并未将

会计专业知识与会计职业道德置于组织真实业务场景中展

开教与学，故学生在遇到需要进行职业判断的会计问题时，

依旧思路混乱，无法形成清晰判断逻辑。

3.《财务会计案例分析》课程会计职业判断训练—教

学示例

3.1 真实场景呈现（时长：10 分钟）

教师引入企业实务案例，向学生呈现真实的企业财务

会计事件场景，力图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呈现与所学内容

高度关联的真实世界情景。示例如下：

2014 年 12 月，上市公司 ZSYE 收购 XYZ 水产品有限公

司股份，使其成为子公司，ZSYE 在 2015 年 3 月委托 A 会计

师事务所对 XYZ201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事务所在审计

的过程中，发现 XYZ 原大股东张某占用公司大量资金。

2015 年 7 月 30 日，XYZ 董 事 长 宗 某、ZSYE 总 会 计

师王某、事务所合伙人李某和证券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某在

ZSYE 会议室开会讨论 XYZ 公司资金被占用一事 , 同时确定

XYZ 对原大股东张某的“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2.2 亿元。隔日，

XYZ 时任总经理助理吴某将更新的试算平衡表及调整分录

通过邮件发送至 ZSYE 总会计师王某等人。

2015 年 8 月 21 日，XYZ 原大股东张某在四份《2014

年度财务信息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其 2014 年以及之前年

度占用公司资金的事实以及金额为 2.2 亿元。

2015 年 8 月 26 日，ZSYE 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

半年度报告。

2015 年 8 月 28 日，ZSYE 披露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同时 ZSYE 董事会及监事会称尚未收到纸板签字的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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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生识别是否存在职业判断困境（10 分钟）

学生了解自己看到场景事件后所触发的情感，判断自

己是否感受到困境，是否对自己的职业判断构成困扰。在

学生对自己是否存在职业判断困境识别完毕之后，教师需

要搜集学生识别后的不同认识以及真实情感的信息。

1、学生假设自己是场景中 ZSYE 的总会计师王某，有

权利确定上市公司 ZSYE2015 年半年度最终披露的财务报告

数据。

2、学生思考，若作为 ZSYE 的总会计师王某，在确定

2015 年半年报财务数据时是否存在职业判断困境。

3、教师采访 6 名同学（男生 3 名、女生 3 名），让其

向全班同学分享他们的思考结果。 

在采访的六名同学中，有两名女生表示其能够直接确

定 ZSYE 公司 2015 年半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的财务数据，

不存在职业判断困境；另外四名同学（两名男生、两名女生）

均表示其在 2015 年半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的“其他应收

款—张某”项目的确认和计量金额是维持第一季度的 0.84

亿元，还是 2.2 亿元出现犹豫。

3.3 学生独自思考并进行第一次职业判断（15 分钟）

学生结合已有的原认知，梳理做出首次职业判断会考

虑的因素，进行第一次决策。在此步骤中，教师设置投票

或者问卷，搜集学生首次职业判断的结果及其职业判断考

虑的因素等相关信息。

表 1：学生首次职业判断结果

选择 男生 占男生数比 女生 占女生数
比 总人数 占全班比

0.84 亿 4 44.40% 6 24% 10 29%

2.2 亿 5 55.60% 19 76% 24 71%

合计 9 100% 25 100% 34 100%

资料来源：教师课堂现场收集

从表 1 可以看出，首次职业判断中，选择 2.2 亿元学生

人数较多，占全班总人数的 71%；从性别的角度看男生中

选择 2.2 亿元的比例低于女生大约 20%。另外，教师还搜集

了 34 名学生做出首次职业判断的考虑因素，其中选择 0.84

亿元的学生普遍考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未收到纸板的

签字确认书，缺乏原始凭证；第二个是董事长授意。选择 2.2

亿元的学生考虑的因素主要是其作为公司的总会计师，知

悉欠款人的欠款金额实际为 2.2 亿元。

3.4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进行第二次职业判断（10 分钟）

教师根据首次职业判断的结果，将学生分组，分别坐

在教室的不同地点。每一位同学均需要跟做出相同判断和

不同判断的伙伴交流其做出判断的原因。该步骤要求每一

位同学获取其他同学的观点和他们做出职业判断时考虑的

因素。

教师搜集学生的第二次决策结果以及决策时考虑的因

素，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学生第二次职业判断结果

选择 男生 占男生数比 女生 占女生数
比 总人数 占全班比

0.84 亿 4 44.40% 8 32% 12 35%

2.2 亿 5 55.60% 17 68% 22 65%

合计 9 100% 25 100% 34 100%

资料来源：教师课堂现场收集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过与判断相同以及判断不同的同

伴交流，部分学生的职业判断发生变化。有两名同学的第

二次职业判断从原本选择 2.2 亿元变更为 0.84 亿元，并且

这两名同学均为女生。

3.5 教师和学生共同搭建财务会计职业判断决策框架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2019 年发布的《国际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提出了职业道德概念框架，要求财务会

计人员沿着“识别—评价—应对”的总体思路解决职业判

断的问题。教师借鉴该框架以及思路与学生一起梳理并搭

建财务会计职业判断决策的逻辑框架，形成以下六个步骤，

如图 1 所示。

图 1：财务会计职业判断决策框架

第一步，识别财务会计问题。

本案例中财务会计人员面对的财务会计问题是，2015

年半年报中“其他应收款”项目计量的金额是 0.84 亿元还

是 2.2 亿元？

第二步，明确利益相关者。

本案例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股东、董事长、总会计

师（学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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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判断问题的重要性。

从性质上看，该项目涉及子公司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

金的信息；

从金额上看，上述金额占 ZSYE 总资产的比重约为

6.9%—17.9%；

故根据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重要性原则，该问题可

能对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性。  

第四步，分析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选择 0.84 亿元的结果是公司利

润增加，对公司股价影响小。给股东带来较好的短期利益，

公司内部作为管理者的董事长以及总会计师自己也必然会

因为较好的业绩和股价表现收获不错的短期利益，但同时

可能带来违规处罚以及失业的风险，这些风险会导致利益

相关者丧失部分的经济利益；而选择 2.2 亿元，利益相关者

将丧失短期利益，但不会产生处罚以及失业的风险。

从非经济利益的角度看，选择 0.84 亿元可能会因为不

当会计处理让董事长和总会计师丧失职业声誉以及个人声

誉，而选择 2.2 亿元会让其避免声誉的不良影响。

故选择 0.84 亿元会让利益相关者获得短期利益最优，

选择 2.2 亿元会让利益相关者获得长期利益以及声誉最优。

第五步，重现法规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提出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虽然《公

司法》中对于勤勉义务未作详细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仍然形成了带有一定共性的判断规则，首先高级管理人员

的履职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要求；是否符

合特定岗位的职责要求；是否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是否

为增强决策合理性而采取必要措施。

其次，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要求财务会计人员做

到坚持准则，其要求会计人员在面对财务会计问题时必须

要坚持《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中关于会计信息质量

八个特性的信息披露要求。

第六步，做出职业判断。

3.6 学生做出最后的决策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职业判断决策框架的搭建

后，再次思考自己作为场景中的重要角色，面对场景问题

时的最终职业判断是什么。

表 3：学生最终职业判断结果

选择 男生 占比 女生 占比 总人数 占全班比

0.84 亿 0 0 0 0% 0 0%

2.2 亿 9 100% 25 100% 34 100%

合计 9 100% 25 100% 34 100%

资料来源：教师课堂现场收集

从表 3 可以看出，经过师生共同搭建会计职业判断的

逻辑框架之后，学生最终的职业判断决策结果是不再有学

生选择 0.84 亿元，所有学生均选择 2.2 亿元作为其最终判

断结果。

3.7 教师呈现案例公司财务人员的职业判断及经济后果

经过学生三次的职业判断之后，教师向学生呈现案例

的真实场景中的实际判断，以及 ZSYE 总会计师王某最终的

职业判断带来的经济后果，即公司以及本人遭到了证券监

管部门对其会计处理的质疑、警告以及经济处分。

3.8 学生反思并反馈

教师引导学生梳理三次职业判断的结果，并且与案例

主角实际判断结果进行对比，启发学生思考案例公司总会

计师王某在进行职业判断时，会计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上存在什么问题；在会计职业道德上缺失哪些方面；其做

出的职业判断损害了哪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4.	教学设计亮点

4.1 引导学生识别问题

识别问题是清晰自己的疑问，这是一切职业行动的基

础，学生若缺乏识别问题的能力，必然会导致未来职业行

动方向的错误，从而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该教学设计引

入企业实际案例，引导学生进入一个真实的职业场景中，

通过呈现企业真实事件，激发学生思考、发现并识别会计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4.2 激活学生原始认知

每个学生的先前原有认知和经验都是独特的，其受到

原生家庭、生活经验、专业知识水平、内在情绪、原有价

值观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学生会形成对当前职业

判断问题的独立理解与自我判断。通过职业判断训练首次

判断的教学设计中，能够激活学生对自身原始认知和经验

的全面梳理，更加清晰的认识自我。

4.3 促进学生反思认知差异

虽然学生的首次职业判断主要基于自我的个体判断，

但其与意见相同或者不同的同伴交流以及教师引导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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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可以让学生在交流中会发现彼此观点的差异，并进

行主动思考认知的差异，此时学生的原有认知可能被打破。

通过上述职业判断训练第二次判断的教学设计，学生将经

历原有认知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学生提升职业判断

能力。

4.4 及时反馈学生的认知

该教学设计的每一个步骤都要求教师在学生思考并做

出判断之后，立刻收集学生各个阶段判断的结果以及判断

时的考虑因素，学生信息的及时获取有利于教师第一时间

了解学生的原始认知以及后续变化，这些信息给教师在本

次课程后续的开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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