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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有着 20 多年从业经验的

会计人员，现从个人视角谈谈《会计法》

的要点并提出几点改进建议。

（一）《会计法》的几个要点

要点一 ：明确了单位负责人的主体

责任

《会计法》第四条规定 ：“单位负责

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

实性、完整性负责。”可别小看这一平常

简短的条文，却是单位主要领导对财务

会计工作重视的根本保障。如果没有这

一条，单位“一把手”完全可以以“财务

会计问题专业性太强，我不懂”为由，或

是对财务会计工作不闻不问，或是迫于

业绩考核压力向财务会计人员提出无理

要求。这一条为财务会计工作开展提供

了法律保障。

要点二 ：明确了财政部门是会计工

作主管部门

《会计法》第七条规定 ：“国务院财

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有了这一

条，从事财务会计工作的人员就有了归

属感，找到了自己的“娘家”。财政部门

组织的学习培训，财务会计人员就可以

理直气壮地参加，也为大家的进步成长

创造了机会。当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可

以到财政部门的网站去查找资料依据，

甚至可以找财政部门当面咨询。

要点三 ：明确了财务会计工作岗位

职责不相容的要求

《会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出纳

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

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

作。”这条法规清晰、明确，在企业的各

项管理检查中都是必查事项，同时，也

间接对财务人员的编制安排、人员保障

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改进建议

建议一 ：在规范从事财务会计工作

人员行为的同时，更应强调单位法人的

主体责任，为财务会计人员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和保障

走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大门，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不做假账”的警戒石，可

见，做假账现象客观存在，不容小觑。试

想，哪个财务会计人员主观上愿意做假

账呢？做假账势必造成工作量加大、技

术难度提高，而且还要冒很大的经济和

法律风险。那到底谁是做假账的始作俑

者呢？答案不言自明，做假账的理由也

是形形色色。因此，强化财务会计人员

所在法人单位的主体责任（如与企业信

用评级、业务资质挂钩等），明确单位主

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才是从根本上解

决假账问题的正确之道。

建议二 ：细化培训和继续教育

在业财融合的大背景下，财务会

计人员的基础会计处理工作更多地被

财务信息系统所替代，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需投入到公司的经济运行分析、

投融资管理、财务风险管控、财税政策

研究以及经济形势预判等方面的工作，

而且财务服务和管理职能要随企业的

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而变。因此，对财

务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需要不断加强。

具体来说，设计出完善的继续教育课

程模块体系，并针对工业企业、金融、

商贸、建筑施工等各行各业分行业进

行细化，同时，在法定最低继续教育学

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领域的重点工

作提出专业提升的学习要求。此外，在

保障继续教育制度有效执行方面，会

计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审计监察、银监、

证监、保监、食监、药监等其他监管部

门的联动和信息共享，将财务会计的

基础保障和管理工作融入各项工作的

监督管理之中，对于违法违规的个人

和单位应制定明确的惩处措施，对法

人单位主体和单位主要负责人也应进

一步加大惩处力度。

建议三 ：提高《会计法》的认知和

重视程度，加大宣传力度

《会计法》要成为企业经济领域的

基础大法，需要提高企业对《会计法》的

认知和重视程度。因此，在《会计法》修

订之后，除了组织广大财务会计人员学

习掌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强制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学习，为了确保学习效果，

学习之后应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落到实

处。比如组织严格的考试验收，要求单

位主要负责人写出学习体会，在全体职

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上宣读庄严承诺

等，让企业的广大员工成为《会计法》有

效执行的监督者和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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