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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 
◆范雄艳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摘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提高，资金流动性

变强，会计核算变得更加复杂繁琐，对会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诚实

守信、廉洁自律、提高技能等职业道德基本规范也变得愈发重要。基于
此，本文分析了会计人员道德修养不够的原因，并提出了有效的改进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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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并建设能让市场机制有效、
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节有度的现代化经济体制和机制。而会
计职业道德不仅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专门人员在履行会计行为时
所应遵守的道德标准，更维系着社会经济秩序。加强会计人员的
职业道德修养有助于加强会计诚信建设，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帮
助决策者做出合理有效的决策，加快现代经济化进程。为此，在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我们必须加强职业道德素养。 

一、加强职业道德素养的意义 
进入新时代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等不充

分的发展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我们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且使
市场主体在创新转型中迸发活力。由于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产品
和服务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不像
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引导，所以会计经济信息的传递就需保证客
观、清晰、谨慎。 

但是，尽管有着比较完善的会计准则，会计人员为了获得更
多自身的利益，作假事件频发，不仅影响了投资者、债券人决策，
更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经济体系。为了保证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市
场经济稳固发展，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成为了必不可少且
极度关键的一步。 

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缺乏原因 
（一）外界诱惑力极大以及上级领导的强制 
虚假的会计信息，可以减少税收的征收，吸引其他企业的投

资，以此给企业带来极大的利益。而在企业收益增加的同时，愿
意作假的会计人员会得到青睐，加薪升职，给予奖金等奖励，其
自身利益的提高成为了作假的动机；不愿意作假的会计人员忌惮
领导的权力，为保护工作，往往屈服，被迫作假。 

（二）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2017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

于修改会计法的决定，取消会计从业资格证，规定“会计人员应
当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但对专业能力并没有
一个很好的阐述，不同人、不同企业都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导
致从业人员素质依旧不高。 

（三）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不高 
绝大多数人在学习的时候，往往会只重视专业知识而忽略职

业道德修养。不仅仅只是自身存在这样的问题，学校与培训机构
在教育过程中也会倾向知识教育。因为缺乏一定的职业道德培
养，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往往会慌乱无张，特别在国家利益、集体
利益与个人冲突的时候，就会出现违背职业会计道德的情况。 

（四）监督管理制度并未非常完善 
《会计法》中对会计监督做出了相关规定，建立了会计监督

秩序，所谓百密一疏，仍然会存在漏洞，会计人员总会有机可乘。
而外部监督机构包括工商管理、税务机关、审计机关等部门缺乏
有力的手段和措施，很难遏制住违法乱纪的行为并对其加以惩
戒。 

三、有效加强道德修养的具体措施 
（一）会计人员自觉提升自我修养 
作为个体，我们有义务履行《会计法》，不得伪造、变造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不得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不得隐匿或者
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及账簿。自觉做到诚实守信、

客观公正、廉洁自律、恪守规则、勤勉敬业、提高职能、参与管
理、强化服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自我修养。不断进行自
我批评教育，提升自身思想道德境界，最终将职业道德原则转化
为自己的道德信念，将职业道德上升为自身内在的习惯。 

（二）企业积极引导会计人员提高职业道德 
首先企业自身需要作出表率，形成优良道德风尚。其次，企

业有必要组织并开展职业道德教育，通过教育帮助他们思想认知
上发生改变，并且有效提升会计人员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最后，
建立激励制度，对具有突出贡献的人给予表彰，当付出与回报成
比例时，就能够充分调动会计人员的积极性，遵守职业道德情况
也会得到根本上的好转。 

（三）强化会计职业道德监督 
完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建立职业道德规范，建立完善的奖

惩制度，并且实施保护机制，从而提高会计人员道德修养。首先，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避免出现假账；完善外部监督体制，对
其违法行为进行披露。伪造会计凭证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并进行相应处罚。其次，实行奖励机制，单位和个人都有
权利检举违法行为，实施多方位监督，保证会计信息的合法性。
最后，不仅要保护检举者的个人隐私以防止恶意报复，而且要保
护被迫做假账者的自身利益，维护社会正义。 

四、结论 
总而言之，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会计人员的自身要求随之变高。会计职业道
德在会计人员进行各项活动中起到一个很好的约束作用，完善道
德标准，提高职业操守，改善社会风气，稳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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