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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法规制度建设  促总会计师换新颜

——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

本刊记者  ★孙 蕊★

近年来，我国总会计师队伍建设有了明显加 强，总会计师

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据中国总会

计师协会连续两年对我国总会计师队伍 现状的调查表明，在

总会计师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本刊

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汪

建熙。

采访中，汪建熙委员首先分析了我国总会计师管理机制和

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他说，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认识不到位。

这主要是指对建立和完善总会计师制度的重要意义及总会计

师应有的地位作用缺乏足够认识。在现职总会计师中，有 79%

为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但同时是党组（党委）成员的仅占 21% ，

是董事会成员的仅占 19% 。二是组织不到位。全国仍有30% 左

右的企事业单位没有配备总会计师。三是职能不到位。未能准

确界定总会计师应有的职权和责任，现职总会计师仍以传统的

财务会计管理职能为主的占 70% ，仅有 30% 左右的总会计师

负责或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和战略管理，80% 的总会计师认为自

身“权小责大”。四 是管理不到位。对总会计师的履职情况缺乏

督察与评估，导致因奖惩失度影响总会计师作用的正常发挥。

五是素质不到位。40% 的现职总会计师，其思想观念、知识结

构、决策与管理能力等，都不能完全适应岗位要求。他以 所在

的中投公 司为例谈到，中投公 司自去年成立至今还没有C FO ，

原因就在于现有机制中要找到一位熟悉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资

本市场以 及各种复杂金融产品的专业人士有一定难度。

汪建熙委员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会计信

息失真、财务管理水平难以 适应市场化、国际化需要等问题，

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和有中国特色总会计师制度的建立。他认

为，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特别是与《 总

会计师条例》及相关法规的滞后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 总会计师条例》是1990 年发布的，实施以 来

起到了提升财会人员作用的效果，但当时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

时期，因此其内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都带有计划经济的痕

迹，欠缺之处在于只 关注企业内部价值运动过程，而对企业外

部，特别是资本市场并不开放连通。现在的总会计师，已经不

能再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从原苏联引进的概念了，形势的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都赋予了总会计师这

一概念新的内涵，原有的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首先，

我国正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各方面的规章制

度，包括会计法规制度都必须逐步跟上发展需求。其次，入世

以 后，我国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全球经济

的关联度越来越高，更多的时候 是与外国企业在同一个舞台上

竞争。因此我国企业不论是销售产品 还是在境外投资、设 立机

构，都需要有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则。再次，现代企业的

价值运作打破了企业自身的内环，不再仅限于对企业内部价值

运动过程的关注，而是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更多地介入到了

资本市场。在这种模式下，资本市场与企业的战略有很 大的关

系，甚至可能影响到企业运营方向或是经营模式的变化。

他介绍说，与原苏联的总会计师概念相比，西方与之相应

的首席财务官制度与资本市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首席财务

官的职能也扩大许多。C FO 不仅熟悉企业内部价值运动过程，

对外特别是与资本市场也紧密相联，西方企业普遍将资产证券

化的做 法便说明了这一点。从国际惯例看，美国于 2002 年7月

签署了旨在结束道德标准低下和利润虚假时代的企业改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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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提出了新的更及时的信息披露要

求，在公 司治理方面对财务负责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后，不

少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作法。为此，我国应根据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按照国际惯例尽

快修订《 总会计师条例》，并予以 立法。这也是全面落实依法

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汪建熙委员说，关于加 强总会计师机制建设的问题，早已

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在理论界特别是实务界呼声也越来

越高。早在 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西藏代表团张佑 才、徐守盛等 92位代

表就提出了《 关于加强中国总会计师体制和机制建设的议案》；

2007年 3月，在全国政协第十届五次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杨

崇春委员又提出了《 关于深化改革我国总会计师队伍及其管理

体制的提案》。上述提案都对总会计师立法问题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得到了全国人 大、全国政协的支持，其中有些意见现已

得到采纳。不过虽然中国总会计师队伍建设有了加强，体制机

制建设有了新的进展，执业环境和条件得到了改善，但问题依

然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未能跟上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步伐、总会计师工作未能从 法律层面上得到根本解

决的结果。

根据专家的调查和论证意见，在新形势下我国总会计师

不仅是企业财务和会计工作的主管，而且是企业全面运营全

面发展的主要策划者、决策者与组织者之一，是企业领导班子

的核心 成员。他的职能、作用、权限、责任，应该与发达国家的

首席财务官趋同。只有这样，才能确立我国总会计师在企业中

应有的地位，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成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合

作伙伴，为企业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汪

建熙委员呼吁尽快修订《 总会计师条例》，将其列入立法议事

日程，同时将制定《 中国总会计师法》尽早纳入人大立法规 划，

以 立法确立总会计师的地位、职能、作用、权限、责任，完善

准入、退出和监督机制，从 法律层面上完善和推动我国总会计

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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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谐  谋发展  桃李谱新篇

——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伍中信

本刊记者  ★武献杰★

高校通过扩招、并校、办大学城等一系列措施为国家高等

教育从 精英型到大众型教育转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很 大贡

献，但是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高校的负债问题已经

影响到了高校的发展；会计的学科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来

自教育界的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伍中信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建议，只有针对这些问题不

断改革和完善，采取合适的方式化 解高校负债问题，加强会计

学科的建设，才能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高校负债向何处去

一、化解高校负债

针对某些高校的高负债问题，伍中信委员认 为，高等教育

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事，高校负债有历史和现实

等多方面的原因，单凭高校自身难以解决。学校靠借新债还旧

债的滚动 方式也只能暂时解决 欠款问题，随 着学校收费的取

消，还款来源受阻，高校被银行认 定为投资的高风险行业，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专题报道
	加快法规制度建设  促总会计师换新颜——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