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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资格考试与评价工作回顾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

面
对 10 年浩劫留下的濒临崩溃

的国民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确立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

其中重点工作之一就是要培养干部和专

业 人 才，以 适应改革开放后现代化 建设

对会计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为此，国

家 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 定，采取 各

种有效措施，积 极探索并不断加 强对专

业技 术人 员的选拔和评价工 作。在这项

工 作中，会计人 员评价历经了会计干部

技术职称评定、会计专业职务聘任、会

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 三个阶段，规 范、

透明、公 开、公正的会计人才考试与评

价制度逐步形成。

一、会计干部技术职称评定
（1978-1983年）

1978年 9月，国务院发布了《 会计人

员职权条例》，首次规 定对会计人 员评

定技术职称。从 1978年末开始，部分地

区、部门和单位 根据《 会计人 员职权条

例》的原则规 定，陆续开展了会计职称评

定工作。1981 年3 月，财政部按照国家的

统一部署，与当时的国家人事局一道，拟

定并报经国务院批转了《 会计干部技术

职称暂行规 定》，会计干部技术职称评

定工 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使该

项工 作顺利进行，在原劳动人 事部的支

持和 配 合下，财政部于 1983 年 5月拟 定

并发布 了《 会计干部技术职称考核评定

工作若干问题的具体规 定》。

截止 到 1983 年 9 月国 家决 定暂停

各系列职 称评定工 作 时，会计 系列 共

评定会计师 5 万人、助理会计师 1 1.8 万

人、会计员31.2 万人 ，分别占 当时应评

定职 称 人 数的 3.7% 、8.6 % 、23% 。通

过开展会计干部技术职称的评定工 作，

增强 了会计人员在 经 济建设中的责任

感，提 高了他 们的社会地位，调动了他

们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的

积极性，促 进了会计人才的成长和会计

工 作的发展。

二、会计专业职务聘任（1986-
1988年）

经过三年的停顿，财政部根据国家

职称改 革工 作的统一部署，于 1986 年

4 月拟定并报经国家职称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批准转发了《 会计专业职务试 行条

例》和《 关于 < 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 >

的实施意见》，将会计干部技术职称评

定制度改 为会计专业职务评聘制度。这

项改革既 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又注意

从 会计队伍的实际状况出发制定有关政

策。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部分会计人

员不具备《 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规

定的学历，为使他 们能有参加专业职务

评聘的机会，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同意将财政部拟定的《 关于不具备规

定学历的会计人 员评审、聘任（ 任 命）会

计专业职务的暂行规 定》印发执 行，从

而促进了会计系列专业职务评聘工 作顺

利、健康地发展。截至 1988 年底，全国

评聘的高级会计师为10 719人，会计师

243 696 人，助理会计师 758 022人，会

计员1 135 714 人 ，即在规定实施会计专

业职务评聘的会计人 员中，有47.95% 的

同志解决了专业职务问题。

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1992年至今）

（一）实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

的意义

根据 1990 年 5月 22日国务院第100

次总理办公 会 议 精神，人事部（原）以

（ 1990）4 号文件发布了《企事业单位评聘

专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暂行规 定》，要

求各专业职务系列必 须严格按照中央、

国务院有关文件和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

例，开展经常性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

作，并且 宣布首次评聘中制定的与 专业

技术职务试行条例 不符的规 定和扩大

范围、放宽条件、降低标准的有关文件，

一律停止执 行。同时 提出今后凡全国统

一组织资格考试的 不再进行专业技术资

格的评审工作。

从 会计队伍的实际出发，使专业技

术职务评聘工作经常化，实行全国统一

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制度，已是势

在必行。

1.实行会计资格考试制度，是建立

正常的选拔会计人 才机制的需要。1988

年底，全国有 900 多万会计人员，其中，

在全民所有制和县以 上集体所有制单位

工作的会计人 员有 450万，具备中专以 上

学历的只占 27.2%（ 具备大专以 上学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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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7.8% ）；在农村的 450 多万会计人员

中，具备中专以 上学历的仅 5.8% 。这意

味着，会计专业职务评聘工作转入经常

化 后，按照有关文件要求，会计队伍中

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因不具备规 定学历将

与职称无缘。这种状况，与我国会计专

业当时教育招生规模不能满足需要有关，

并在短 期内很 难改 变。因此，会计专业

职务评审办法如 不改 变，将严重挫伤 会

计人员的积极性。实行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 考试制度，为在职的不具备规 定学历

的会计人员开辟一条道路，是切合会计

队伍 实际的一种比较 客观、公 正 的评

价、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有效办法。

2.实行会计资格 考试制度，是提高

会计人员素质的需要。自实行会计技术

职称评定和会计专业职务聘任 制度以

来，广大会计人员学习专业知 识的积极

性 不断提高，他 们一方面接 受中专或中

专以 上的学历教育，另一方面在评聘专

业职务中参加中专或中专以 上水平的岗

位知 识 培训。实行会计资格考试制度，

有利于引导和规 范教学内容，提 高教学

质量，促进没有正 规学历的会计人员刻

苦自学，从 而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3.实践证明，实行会计资格 考试制

度，是克服单纯评聘工作中某些缺陷的

有效措施。以 往单纯的专业职务评聘办

法，除学历、资历是“硬指标”外，规 定的

各项任职条件在评审和考核中都难以量

化，从 而导致了以 学历、资历论高低的

倾向，使一大批自学成才和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会计人员不能正常地参加 专业

职务的评聘。因此，从 会计队伍的实际

出发，将任职资格的评审办法调整为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 办法，同时，将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的确认与职务的聘任 分

开，既有利于公 平合理地选拔会计人才，

又能较好地解决单纯会计专业职务评聘

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基于此种认识，从 1990 年开始，人

事部（原）和有关部门对计算机 软件人

员、统计员、经济员进行了资格考试。在

此基础上，1992年，人事部（原）同财政

部又在范围更大、层次更广、人员更多的

会计系列实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二）会计资格考试的发展沿革

1992 年 3月，经过多方调研 论 证，

财政部、人事部（原）决 定自1992年起

实行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 全国统一考试

制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以 下简称会

计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后，不再进

行相应会计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

作。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获得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的会计人员，表明其已具备

相应会计专业职务的水平和能力。获得

的专业技术资格不与工资待遇挂钩，单

位在岗位需要时，根据有关规 定，按照

德才兼备的原则，从 获得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的会计人员中择优 聘任。即以 考试

代替评审（以 考代评），通过公 开、公 平、

公正的考试制度，杜绝专业职务评聘中

存在的扩大范围、放 宽条件、降低标准

的现象，以确保会计队伍的质量。

从 1992年至 2008 年底，除 1995 年

因为考试政 策调整停考一年外，每年均

组织一次考试，全国共组织 16 次会计资

格 考试，报名参加 会计资格考试的人数

累计达 2 287 万人次。其中，有 1 463万

人次实际 参加 了考试，累计有 243万人

通过初级资格 考试，122 万人通过中级

资格考试，共 365万人取得了合格证书。

这些会计人员在为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

管理，提 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 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会计资格考试政策调整、考试种

类等方面来划分，会计资格 考试可以 分

为以 下几个阶段。

1 . 1992- 1994 年

1992 年 3 月 21 日，财政部、人事部

（原）联合下发《 关于印发 < 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暂行规 定 > 和 < 实施办法 >

的通知》（（92）财会字第05号）。会计资

格 考试设 置会计员、助理会计师、会计

师三个层次，其中助理会计师和会计师

实行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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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试

科目必 须一次通过。对于不具备规 定学

历的会计人员，欲取得助理会计师或者

会计师资格，必 须首先参加 乙种考试，

取得规 定档次的乙种考试合格证书（乙

种考试 成绩可以 单独 累积）后，方可参

加相应的甲种考试。

这个阶段 在考务管理上 采用手工

报名，信息采集、阅卷判分等工作，用计

算机录入相关信息。

2 . 1996- 1998 年

1995年 6月 20 日，财政部、人事部

（原）联合下发《 关于调整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 考试种类、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字 [1995]20 号），

规 定除会计员资格 考试仍按原来规 定

执行外，助理会计师、会计师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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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设 A、B 两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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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变了原来规定的不具备规 定

学历的会计人 员必 须先参加乙种考试，

合格后才能参加甲种考试的办法，参加

A、B 类考试的合格者均可直接获得相应

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这一期间，开发了基于 D os 平台操

作系统的第一个考务管理信息系统，在

考试报名工作中引入光标阅读机（读卡

机），实现了考生报名信息规范填写、批

量采集。在阅卷环 节也采用光标阅读机

进行客观试题答题卡的阅卷，有效地提

高了阅卷效率、缩短 了阅卷时间，提高了

阅卷质量。这一代考务管理信息系统是

部、省、地（市）一个版 本，实行权限管

理，单机阅卷。

3. 1999-2000 年

1997 年 9月 5 日，财 政部、人事部

（原）联 合下发《 关于调整会计 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财会字

[1997]31 号），决 定从 1999 年起，将原

三 个级 别的考试，合并为 两 个级 别考

试，即：将会计员和助理会计师考试合

并为初级资格考试，中级资格（即会计

师）考试不 变。另外从 1999年起，取消

B 类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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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1-2004 年

2000 年 9月 8日，财政部、人事部

（原）联合印发《 关于修订印发< 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 及其实施办

法的通知》（财会 [2001]11号）。在考试

科目方面，中级资格 考试科目增加一科

为四 科，由原来的必 须一年全科通过改

为可以 两年累计通过；初级资格考试减

为两科，仍为一年内必须同时通过。

这一阶段 考务管理信息系统在前一

代版 本的基础上，通过对考务管理业务

分析，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 进。在报名

信息采集上采用了多功能扫描设备，实

现了考生报 名信息与照片的同时采集，

起到了防止考生替考、方便监考的作用。

在阅卷处理上，开发了基于局域网的阅

卷模式，极大地提高了阅卷效率，增加

了阅卷控制，同时使 用了双 头阅卷机，

减少了阅卷环节，提高了阅卷准确度。

5. 2005-2008 年

2004年 8月 2日，财政部办公厅、人

事部办公厅（原）联 合印发《 关于调整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科目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办会 [2004]25号，对会计资格

考试科目等作了进一步调整，一是将中

级会计实务（一）、中级会计实务（二）两

个科目合并为中级会计实务科目，财务

管理、经济法科目不 变，中级资格 考试

仍然为两年累计合格；二是允许符合规

定条件的港澳居民参加会计资格考试。

随 着网络 技 术的发展，从 2005年

开始，会计资格考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

实现了网络报名模式，方便了考生报名。

基于互联网的考生报名系统，支持政策

查询、公告、考试安排、照片采集、电子

支付等服务功能，实现了高效节约的管

理模式。随着网上报名系统的全面推广，

全国会计资格考试开始 进入了 In ternet

网络时代。与此同时，会计资格考试考

务管理软件也在不断地改进、完善。系

统已分为 ：地市级报名，省级阅卷（成绩

管理、阅卷），省级 编排考场，部级统计

分析，部级 验收等几 个模块，管理系统

更加细化、规范。

在总结中、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经验

的基础上，从 2003年起，高级会计资格

考试也由单纯评审转为考（试）与评（审）

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三）会计资格 考试组织机构的变

迁

1992年，由财政部、人事部（现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成立了全国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 室（办公 室设在财政部会计司）。2001

年，经中编办批 复，财政部党组批准成

立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由全国会

计考办和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共同

负责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

四、会计资格考试的特点与会

计人才评价工作的未来展望

17年会计资格 考试的发展体现出

如下几 个特点 ：一是从实际出发，合理

设 置和调整考试级 别与科目。随着会计

人员学历教育的普及和专业知 识水平的

提高，逐步取消了为不具备规 定学历会

计人员所设的乙种考试和 B 类考试，考

试级 别也由会计员、助理会计师、会计

师三个级 别简化 为初、中级资格 两个级

别，逐渐与经济师等其他系列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相一致；考虑到会计人员工作

繁忙的实际，将中级资格由一年通过改

为三科两年累计通过，便于会计人 员根

据工作实际安排学习。二是命题内容紧

扣最新的会计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的变化。以 此促 进会计人 员的在职

学习，使得会计资格考试教材成为许多

高校会计类专业指定教材或参考教材，

使会计资格成为社会公 认含金量较高的

专业技术资格，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

三是考务管理手段 不断进步，由最初的

手工报名、手工命题、手工阅卷发展到

今天的网络 报名、客观题由机 器读卡、

计算机解码阅卷等。

展望新的历 史时期，如 何建立和健

全科学合理的会计人才评价机制，同时

继续完善会计资格考试评价制度，使得

这种制度评价出来的会计人员符合社会

需要，优秀会计人 才都能通过这种评价

脱颖而出，最终建立以能力考核为重点，

德、能、勤、绩、廉全面考察为目标的科

学评价体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

而光荣的历史任 务。在今后较长一个时

期，我们将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不断创新会计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建

立客观、公正、公 平、严格的资格考试制

度和科学、公 开、透明并接 受社会公 众

监督的人才评价制度，重点选拔和培养

一批高层次和高技能会计人才，更好地

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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