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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法》修订专栏

一、《会计法》修订要明确的

几个重点问题

1. 会计人员的管理问题。按照国务

院“放管服”的要求，建议取消会计从业

资格。因此，此次《会计法》修订将取消

会计从业资格，这就意味着今后会计从

业人员不再需要从业资格。那么，会计

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是否与其岗位相匹

配是由用人单位、会计人员自律组织还

是会计主管部门来界定应明确，并且以

什么作为衡量标准还应该具体化。

2.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问题。会计从

业资格取消之前，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

育具有一定强制性，不按规定完成会影

响人员调转、职称晋级考试等。如果会

计从业资格行政许可被取消了，以“会

计从业资格证”为基础的诸如会计人员

信息采集、人员调转、职称考试、继续

教育等管理措施就缺少了依存的根基。

会计主管部门只能对拥有会计专业技术

职称的这部分会计人员进行有效管理，

而这个群体仅占会计从业人员的 28%

左右，那么另外的会计人员如何管理？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接受教育是个人行

为，不应该带强制性，那么今后是否还

有必要进行继续教育？如有必要 , 该如

何进行继续教育？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

明确。

3. 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和覆盖范

围。一是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根据《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等要求，不管

是企业还是行政事业单位都要建立和实

施内部控制。因此，内部控制的实施主

体应该比较广泛，而不能局限于国企或

纳入政府预算的行政事业单位，还应涵

盖政府非盈利性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等。

二是覆盖范围。业界对内部控制的覆盖

范围究竟是单位的全部经济活动还是各

种业务活动一直存有争议。有些学者认

为，单位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如果全

面覆盖单位的各种业务活动，一是做不

到，二是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是对

全面性原则的误读，在实施会计监督中，

可能会因操作性不强导致法不责众的问

题。因此，《会计法》修订应该对此问题

进行考虑。

4. 财务与会计的关系问题。《会计专

业职务试行条例》规定专业职务任职条

件之一是担负一定范围和职责的财务会

计工作。但长期以来，财务人员与会计

人员的关系一直很模糊，在修订《会计

法》时应明确会计人员的范围究竟包括

哪些。

二、对《会计法》修订的几点

建议

1. 强化对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督。目

前，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发生，代理记

账机构呈较快发展的态势，但在监管中

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实际工作中，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虽然对代理记账资

格的申请、取得和管理进行了规范，但

对其执业质量的监管和退出机制却未

作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在实施监管中缺

乏依据。因此，建议此次《会计法》修订

应增加规范代理记账服务机构的相关条

款，强化对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管，亦为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令第 80 号）提供上位法的支撑。

2. 通过成立会计人员自律组织来加

强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从业资格行政

许可被取消后，以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为

基础的会计人员管理模式亟需转型，可

通过会计人员自律性组织规范会计人员

的执业行为，建立会计人员诚信档案，

维护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可

以探索委托会计人员自律组织来进行会

计专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测评和组织继续

教育等工作的机制。

3. 赋予会计委派制度法律依据。财

政部、监察部《关于试行会计委派制度

工作的意见》，明确在党政机关、财政拨

款的事业单位和有政府授权收费或罚没

职能的事业单位，继续试行会计委派制

度，但一直没有法律进行明确，导致会

计委派制存在着国家法律层面依据不足

的问题。因此，可以借此次《会计法》修

订予以规范。

4. 在会计人员章节增加会计人才队

伍建设的相关条款。加强会计人才队伍

建设，培养高层次会计人才，关系到会

计行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也有助于确

保会计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职能的有

效发挥。目前，财政部设有全国会计领

军（后备）人才培养工程及特殊支持计

划，部分省市也出台了相关高端会计人

才培养规划。以重庆为例，目前全市已

招录培养地方会计领军 237 人，首期和

第二期共 80 人毕业。因此，建议《会计

法》可增加有关会计人才培养的条款，

以加强会计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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