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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资格考试为

中国会计行业创新发展添薪续力

——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改革发展回顾与展望

冯卫东■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考试）

评价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社

会选拔评价出大批优秀会计人才，为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升

会计行业竞争力和加强会计队伍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会计资格考试伴随改革开

放不断完善，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

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会计人才

支撑

（一）考试制度日臻完善，激发了

广大会计人员的进取精神，大批优秀

会计人才脱颖而出

早在1963年，国务院发布的《会

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中就提出“对会

计人员应当根据本人的工作能力，确

定技术职称和等级”，但这一规定直到

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才得以实施。1981

年，首次开展了新中国会计职称评定

工作。1986年，原中央职称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转发财政部《会计专业职务

试行条例》，决定改革会计职称评定

制度，实行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1992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原人事部）联合印发《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2001年重新修

订），决定对会计员、助理会计师、会

计师职务资格实行“以考代评”，对高

级会计师职务资格实行考试与评审相

结合。1992年，首次举行会计员、助

理会计师、会计师资格考试。2003年，

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开始试点。

2006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考

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考上的硬气，考不上的服气”，全

国会计资格考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会

计人员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促使大

批优秀会计人才脱颖而出，改善了我

国会计队伍知识结构，提高了会计职

业的“含金量”。截至2018年 10月，累

计有722万余人通过考试取得了初、中

级会计资格或高级会计师评审资格，

其中，初级510万余人，中级196万余

人，高级16万余人。

（二）考试社会公信度持续提升，

吸引力不断增强，是我国报考人数最

多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会计资格考试自 1992 年实施以

来，考生报名人数持续增长，是我国

报考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1992年，因首次实行会计

资格考试，广大考生报考意愿强烈，

初级资格（会计员、助理会师）考试报

名人数为 182.86 万人，中级资格（会

计师）考试报名人数为57.62万人。自

1993年至 2011年，初级资格报考人数

均保持在100万人左右，中级资格报

考人数保持在50万人左右。2012年以

后，考试报名人数增长较大。2017年，

初级资格报名人数为186.90万人，中

级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为113.76 万人，

高级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为5.46万人 ；

2018年，因取消会计从业资格行政许

可等原因，初级资格考试报考人数创

历史新高，达到403.68 万人，中级资

格考试报名人数达到135.41万人，高

级资格考试报考人数为5.56万人。

截至2018年 10月，累计报名人数

达4 665万余人次。考生人数的持续增

长既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会计人才

需求的不断提升，也反映出社会和广

大会计人员对考试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三）考试内容与时俱进，助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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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会计改革的贯彻落实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工作

已经从传统“把关守口”转变到生财、

聚财、用财之道。会计资格考试在考

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方面与时俱进，

突出实务性，适应财税会计改革和经

济发展对会计人才的新要求。

1992年，在会计资格考试创立之

初，考试分为会计员、助理会计师、会

计师三个级别，助理会计师实务和会计

师实务分设企业会计类和预算会计类

考试科目。助理会计师和会计师考试

分为甲、乙种考试。甲种考试为具备规

定学历的会计人员参加的考试；不具

备规定学历的会计人员须先参加乙种

考试合格后，方能参加相应的甲种考

试。这种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不具备规

定学历的会计人员打通了职务资格晋

升通道。1996年，助理会计师和会计师

考试科目分别增设了成本会计、管理会

计；将甲、乙种考试改为A、B两类考

试。A类为具备规定学历人员的考试，

B类为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的考试。

1999年，调整考试级别，将原会计员和

助理会计师资格合并为初级资格，原会

计师资格改称为中级资格，并取消A、

B类考试分类，同时将企业会计类和预

算会计类实务科目，合并为会计实务科

目；将管理会计科目调为财务管理科

目。2000年，取消初级资格的成本会计

科目，将中级资格的“中级财务会计”

科目调整为“中级会计实务（一）”和“中

级会计实务（二）”。2003年，高级会计

师资格考评结合考试试点，考试科目为

高级会计实务。2005年，将“中级会计

实务（一）”和“中级会计实务（二）”两

个科目合并调整为“中级会计实务”科

目，并一直保持至今。

以上考试类别、考试科目和内容

的改革和调整，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及用人单位对会计人才

的需求，突出实务性，更好地服务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 

（四）考试管理与服务不断创新，

实现从传统纸质考试到无纸化考试的

跨越

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会计

资格考试在健全完善考务规则的同

时，积极采用信息技术整合优化考试

流程，不断提升考试信息化水平。如

1996年，将信息化技术引入考试管理，

在山东、河北等5省（区、市）的报名

环节引入“光电阅读机”试点。2001年，

在广东、湖北等8省（区、市）的报名、

评卷环节引入扫描读卡多功能一体机

试点。2002 年，开展网上报名试点。

2009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吉林4

个省（市）开展网上评卷试点。从1996

年到 2011年，会计资格考试完成了从

手工作业到全面实现网上报名、网上

缴费、网上编排考场、网上打印准考

证、网上查询证书的跨越，方便了广

大考生，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会计资

格考试信息化的脚步也从未停歇。2012

年，北京等7个省（市）开展了初级资

格无纸化考试改革试点。2014年，初级

会计资格无纸化考试全面实行。2017

年，中级会计资格无纸化考试全面实

行。2018年，高级会计资格无纸化考试

在全国展开。至此，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初、中、高级全部完成了无纸化考

试改革，实现了从报名、考试到评卷、

成绩发布的全过程网络信息化管理。

（五）开展考试后跟踪评价，不断

提高考试服务价值

为了适应财税改革和经济社会发

展对会计人才的新要求，积极探索考

试后跟踪评价机制，将考试与考生职

业发展结合起来，2008年，财政部会

计资格评价中心开展了考试年度“金

银榜”发布制度和“优秀考生跟踪评价

计划”。2009年，全国会计资格考试合

格人员信息数据库和证书查询系统上

线运行。2012年，财政部会计资格评

价中心搭建网上 “会计人才超市”并上

线运行，为用人单位和会计人才牵线

搭桥。2015年，开展市场主体需求和

会计人才供求信息调查，发布《会计人

才供求状况报告》。截至2018年 10月，

已有2.3万人加入优秀考生跟踪评价计

划 ，1.4万人加入“会计人才交流超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资格考

试评价改革实践始终坚持服务财税改

革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会计人才队伍建设，坚持遵循会计

人才成长规律，坚持公正和安全底线 ， 

坚持以服务考生为中心，坚持借鉴国

际经验、立足国情实际、探索符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会计人才选拔

评价制度机制。这些在改革实践中积

累的宝贵经验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

在保证考试公平公正的同时，我们还

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加以完善，应进一

步加强对考生能力的考核、对业绩的

评价以及对职业道德的要求，还应改

进和提升考试组织方式和服务能力，

使考试服务更专业和友好。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推

进会计资格考试转型升级，不断提

升考试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友好性

一是积极推进会计资格考试改

革，不断提高考试科学化水平。2017

年 1月、2018 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分类

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确立了职称制度是我国专业技

术人才评价和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制

度，提出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提高

评价科学化水平。会计资格考试是会

计队伍建设的一项源头工程，承载着

为国家选拔优秀会计人才、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重大责任。会计资格评价中

心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下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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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在本成员单位授权透支限额内进行

透支支付，每日营业终了从主账户划转

资金补平透支额度。“法人账户透支”是

指承办银行根据公司信用评级及资金

需求情况，授予公司日法人账户透支额

度，安徽中烟在法人账户透支额度（可

将“资金池”内全部账户可用资金及法

人账户透支可用额度之和作为整池共享

额度，以共享额度为限额进行支付）内

分配或调整成员账户日间透支额度，对

于主账户资金未能补平透支额度的情

况，按照短期贷款处理。运行实施一年

后，将境内子公司纳入“资金池”业务

管控范围，并增加“委托贷款、资金计

价”功能，合理确定占有资金计价方式，

这意味着境内子公司成员单位一旦发生

自有资金无法满足业务需求的情况，可

向安徽中烟申请超额资金。

四、构建“1+4 资金池”管控

模式的难点与应对策略

在构建“1+4资金池”管控模式时，

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系统对接、

资金计价、效果评判方面。

1.系统对接。在资金管理系统方

面，构建“1+4资金池”管控模式后，安

徽中烟使用的“行业资金监管系统”已

针对工商银行“银企互联接口”开发“资

金池”业务支付额度调整功能，目前银

企双方正在开展技术测试对接。但是，

工商银行“资金池”业务使用的“企业网

银”系统为标准化产品，针对安徽中烟

实际需求存在不适配情况。对此，安徽

中烟广泛征集所属各单位意见，并与工

商银行多次沟通对接，对系统进行定制

调试。另外，由于安泰物流公司、再造

烟叶公司等2家境内子公司未使用“行

业资金监管系统”，而公司一级主账户

是与“行业资金监管系统”对接，因而

“资金池”业务只能在农业银行“银企通”

平台系统开展。对此，安徽中烟采用“双

系统”并行方式进行解决。在核算系统

方面，由于境内子公司与安徽中烟核算

系统不一致，造成取数困难、信息滞后

等情况，安徽中烟拟于2019年统一境内

子公司核算软件，实现统一会计核算口

径、统一会计科目、统一会计编码、统

一报表口径“四个统一”，为资金管理提

供有效支撑。

2.资金计价。境内子公司作为独立

法人，在“资金池”业务下，资金归集和

委托贷款存在计价问题，计价方案直接

影响双方实际利益。基于“公平互利、

协商一致、利益共享”的原则，安徽中

烟承诺境内子公司归集资金的利息收入

不低于存入安徽烟草资金管理中心或金

融机构的利息收入，委托贷款的资金成

本不高于从安徽烟草资金管理中心或金

融机构的贷款成本，切实保障境内子公

司利益。

3.效果评判。“1+4资金池”管控模

式的实施效果集中体现在“三高”现象

的缓解，但是“三高”现象的替代指标

是静态指标，无法反映模式实施的动态

情况。对此，安徽中烟建立了三级“1+4

资金池”管控模式应用成效动态评价系

统；一级指标为应用成效；二级指标分

解为效率指标和成本指标；三级指标中，

将效率指标分解为资金存量和资金回笼

率，将成本指标分解为银行短期借款和

财务费用，按月进行统计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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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案例

（上接12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坚持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财税改革和广大

会计人员为目标，积极推进修订完善

会计资格考试评价制度，研究完善会

计人才能力框架和考试内容，突出职

业道德要求和能力、业绩导向，引导、

激发会计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积

极开展试题研发创新，推进题库建设，

更客观地考查被测考生的知识和技能，

更有效地评估考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考试信度和效度，

使会计资格考试成为社会各界认可、

国际同业认同、用人单位信赖的品牌。

二是加快实施“互联网+考试”行

动计划，使考试更加公正和友好。现代

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深刻

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样，

对会计资格考试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通过实施“互联网+考试”行动计划，

在全面推进无纸化考试改革的基础上，

开展初级资格考试的多批次、常态化

改革，增加考生的选择机会；运用信

息网络技术实现考务管理精细化，优

化无纸化考试系统，适应不同级别考

试阅读和答题的需要，提升界面友好

度，方便考生顺利完成考试；依托测

试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创新组卷模式，

积极研究无纸化线性动态考试和自适

应考试；完善考试信息平台，发挥全

国会计资格评价网窗口作用，为社会

和广大考生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是创新和拓展考试服务产品，不

断提升考试服务价值。“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格只是

会计从业者职业成长的一个阶梯，仍需

要不断学习与实践。因此，会计资格评

价中心将继续以考生为本，积极创新

拓展考试服务产品，延伸考试评价服

务链，通过推进“优秀考生跟踪评价计

划”，将考试与考生职业发展结合起来，

助力会计人才成长；开展市场主体需

求和会计人才供给信息调查，建立会计

人才供求动态数据库，定期发布全国会

计人才供求状况报告，引导社会资源合

理配置；借力网站平台等媒介，不断提

升网上“会计人才超市”影响力，使用

人单位需求和会计人才供给信息更加

通畅，会计人才交流更加活跃，实现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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