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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会计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1.发展环境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

变。会计部门作为组织内部的业务核算

单元，由于涉及财务数据等核心机密,

往往较为封闭，与外部的信息交流有

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点正发生

着改变。从企业外部看，在经济全球化

的背景下，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经

贸往来和资本流动中，会计信息的交流

手段、交流频次和质量要求已经大大突

破了自我封闭的边界。从企业内部看，财

务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交流和交融对

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可或缺。

2.发展模式从单层次向多层次转

变。在经营主体仅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情

况下，会计文化的形成范围仅覆盖一个

职能部门，具有层次单一、整体统一的

文化特征。但集团所管辖的企业是具有

跨地区、跨国界、跨所有制、跨行业等

特征的综合体，为适应管理层级不断延

伸扩大的需要，会计文化必然要形成以

“母文化”为主、结合各分支机构实际情

况的“子文化”或“亚文化”为补充的“会

计文化集”。

3.建设主体从局部参与向全员参与

转变。在传统观念下，会计文化的建设

仅仅是财务部门的职责，更准确地说是

会计从业人员的职责，但随着企业外部

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公司治理、企业财务

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广泛使用的成本

管理、全面预算管理已经让企业各部门

全体员工都参与其中，会计文化的边界

已经非常模糊。

（二）我国会计文化的构建路径

1.建立健全会计制度体系——	制度

基础。会计工作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约束，健全的制度体系和良好

的运行机制是保障会计工作的制度基

础，会计工作的外部环境变化要求我国

会计改革和会计文化体系的发展做到与

时俱进。在这种要求下，我国会计改革

的目的应是建立一套适应经济全球化、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制度体

系。在推动会计制度体系的建设过程中，

要高度重视文化对变革的推动力，立足

管理实践，大胆创新，以会计改革引领

会计制度体系的完善。

2.建设高素质会计队伍——	智力基

础。会计从业人员是提升企业综合竞争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会计文化

的主体。因此，培养和塑造一支优秀的

会计人才队伍、强化会计人员的综合素

质是会计文化的智力基础。同时，良好

的会计文化又对会计队伍的提升起到促

进作用，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方式规

范和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调动广大会

计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会计队伍

能够真正践行现代企业文明，从而不断

提高会计管理效率和效益。目前，我国

会计队伍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距离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会计文化

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尽快通过各类

管理主体、各种组织形式，提升从业人

员的职业道德，加快完善知识结构，全

面提高综合能力，为会计文化建设注入

新的活力。

3.营造尊崇职业道德的氛围——	价

值取向。会计职业道德是指会计从业人

员在从事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体现

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

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这些准则和规范

包括会计的职业规律、职业观念和职

业原则等。会计职业道德既是对会计人

员从业行为的约束性规范，又是会计行

业对社会所应负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

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是凝聚从业人员共

同价值观的核心，这些道德的基本要求

包括：敬业爱岗，诚实守信，廉洁自律，

奉公守法，公正严明，坚持准则等。建设

会计文化需要形成尊崇职业道德的良好

氛围，从精神层面筑牢会计人员的道德

底线。

4.加快实现与企业文化的交融——

融合机制。会计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会计文化的建设离不开企业

文化的支撑和培育。所以，在构建会计

文化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

将会计文化的构建工作纳入企业文化建

设的大范畴之内。

5.实施惩戒与自我修正机制——	反

馈机制。会计文化建设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不断调整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各种偏差，以保证积极、健康的发展

方向，这就需要在会计文化的建设过程

中建立一种反馈机制，通过对违法违规

的惩戒，不断督导从业人员进行自我修

正。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应以《会计法》

为核心法律体系，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及

配套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对会计造

假行为的惩处，通过法律的力量净化从

业队伍，形成对违法、违纪行为的免疫				

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

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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