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证时代”征文

我看考证

李建国

据中国会计视野网站统计，目前与财会相关的资格和职

称考试有23种之多。每年，数十万的会计人从紧张繁忙的工

作和生活中，抽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资格

和职称考试中来，被戏称 “考证一族”。自从与会计结了缘 ，

笔者本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考证大军中的一员。几年考

证， 有付出也有收获，有心酸也有欣慰，但更多的是对考证

行为本身的思考：为什么要考证？考的结果怎样？考过了又能

怎样？下面就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做个梳理，并将此文送给与我

一样， 在考证征途中奋进的朋友们。

为什么考证？

仔细分析， 选择考证的人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生活所迫型。会计作为就业面比较广的专业之一，招生

情况一直比较火爆。从中专、 大专到本科；从财经院校、 综

合性大学到理工科院校，几乎都开设有财会专业甚至注册会

计师方向专业。除此之外，社会办的大大小小的会计培训班

更是数不胜数。所有这些都为财会人才的饱和作出了 “贡

献”
， 增加了财会人员的就业压力。同时， 由于现代经济主

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财会法规和会计准则也随之频繁地推

出、修订、补充和完善， 这些又将那些基本功不扎实的会计

们推向了风口浪尖。高素质财会人才的大量需求和逐渐吃香

与一般会计的下岗、失业所形成的冰火两重天 ，让丢下书本

多年的会计们不得不放下打得发亮的算盘，抓起了冰冷的鼠

标、 捧起了厚重的考试教材。

现实压力型。这部分群体更多地体现在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里的助理人员身上。众所周知，助

理人员在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地位、收入甚至工作量都和审

计师、评估师等有资格的人员相差悬殊。你可以一年、 两年

做助理，不可能也不应该永远做助理，否则你的能力肯定会

受到怀疑。所以 ， 不管你愿不愿意， 只要还在这个行当里 ，

你就不得不考了又考。这也算是为 “荣誉” 而战吧！

提高素质型。有不少人所在的单位不错，或在所在的单

位做得不错，没有考证的必要，但出于通过考证增加知识以

提高自身能力 、 素质的目的， 也加入到考证大军中来。

证明能力型。有些人觉得有些证含金量还挺高的，同学、

同事都考过了，得到了羡慕和尊重，也得到了更多就业机会，

自己的脑筋又不比别人差，既然别人能考过 ，那自己为什么

不能？

盲从型。这些人可能没有多大目的性 ，但觉得大家都在

考， 挺好玩，于是也凑凑热闹、 试试水深。就像民主革命初

期，有人大叫：
“ 革命了！

” 就有人喊：“同去 ， 同去！” 于是

乎 ， 又为本已浩浩荡荡、 风烟滚滚的考证洪流再推波助澜。

考证的结果

考证的结果只有两种， 成功与失败。考证不像种地，种

地忙活了一年，到了秋天你收了一石，我好歹也要收个三五

斗。但考证不同 ，出成绩的时候也是最悲壮的时候。考了 60

分以上拿到合格证的人自然是兴高采烈，但通过一年、两年、

三年的付出仍考不过甚至只差0 .5分的人可就不那么好过了，

怨天、 怨地、怨自己！

这时候通过考试选拔 “人才” 的 “弊端” 往往是被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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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时候。诚然，一分的差别就可能使两个人面临完全不

同的命运 ，这公平吗？这合理吗？但天下没有绝对的公平、完

全的合理。面对失败又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擦干眼角的泪花

甚或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行或悬崖勒马 ，另寻光明道。前者可

歌可泣，后者值得赞许。毕竟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条条大

路通罗马，我们要走的路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 ，更大

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怎样通过考证？

既然加入了考证队伍，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考试取得证书

就成了重要问题。仔细分析 ，能否通过大体受以下两种因素

影响。

第一 ，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开考的年限（据说越早考的

越容易过）
、题目的难易程度（上年容易的下年就难，反之亦

然）、工作的繁忙程度（决定了自己的可支配考试复习时间）、

家务的劳累程度（这里男同志好像相对具有优势）、运气成分

（其实也就是好多解释不清楚的诸如同样的付出 ，你考60我

考 59 之类原因的集合体）。

第二 ，内部因素。包括态度和兴趣、 努力与付出、 学习

方法、 临场技巧、 总体投入、 自身条件等。

态度很关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你重视了它、舍

得为其下大力气、 花大本钱，才有通过考试的可能。在学习

中 ，方法和技巧也至关重要 ，有了好的学习方法就可以事半

功倍，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

想必很是遗憾，只有具备临场经验，自己的知识才能淋漓尽

致地发挥在答卷上；立大志者成中志 ， 立中志者成小志 ， 立

小志者不得志 ，所以为了保证自己能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

桥就要有足够的付出 ，这里看的就是总体的投入，包括时间、

心力甚至金钱等。然而 ，即便这些都做到了 ， 最后还难免失

败，这就要看最后一 条，也就是自身条件了。说真的 ， 并非

所有的人对音乐都灵感 ，并非所有的人对书画都有天赋 ，所

以不是每个人只要努力就能成为音乐家和画家。同样，并非

所有的人对数字都有兴趣，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会计。

如果已经尽了努力最后还是发现考证对自己有难度，那就说

明这样的考试不适合自己 ， 就应该果断地放弃。

考证的成本

任何一 项收益的取得都是要付出成本的 ， 考证也不例

外。为了考证要付出很多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金钱。

时间。当别人呼朋唤友去游山玩水的时候 ，当情侣们在

公园卿卿我我、耳鬓厮磨的时候 ，当别人全家围坐在电视机

前欢声笑语、享受天伦的时候 ，我们的考生不得不舍掉这些 ，

而去发奋苦读、 挑灯夜战。这里 ， 我不得不说，考证者不必

对此心存抱怨， 锲而不舍是绝对必要的成本付出。

金钱。考证除了最基本的报名费、 考务费、教材费、 资

料费以及参加考试的交通费、食宿费，更多的是培训费、辅

导费和串讲费。当然也有没参加辅导就考过的，但那毕竟是

少数。就拿 C PA 来说吧，不少人的考试成本有四五千块，在

某些地区这也许是个人全年的工资，对于没有工作的考生来

说更是不得不为其寻寻觅觅。这种高成本在增加生活负担的

同时，也增加了考试的精神压力和考不过所带来的失落和痛

苦。然而 ，千万不能因或有失落和痛苦，就不去应付这项必

要的成本支出。

关于考证的争论

关于是否要考证和是否值得花大力气去考证的争论很

多，也很激烈。正方意见就是，考证可以学到最新、最有用

的知识，可以提高自身素质，可以给自己增加更多更好的就

业机会，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身价值，可以显示最

起码从形式上显示或证明自己的实力甚至是能力。而反方则

认为 ，与其花大量的时间去考证还不如好好钻研业务，努力

工作，这样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更大 ， 于己也不亏 ，考证是在

浪费青春和资源。

不可否认，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只说明了过去的努力和付

出 ，尤其是考试难度逐渐加大的今天 ，通过考试能证明的更

多的是一个人的毅力而非能力。有些人毫无目的地考一大堆

证书 ，是对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但我觉得对大多数人

来说，通过考试，实实在在学到了对工作有用的知识，而如

果不是为了考证，人们总有各种借口放弃学习这些知识。所

以考证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知识的更新。但要注意的是 ，考

证不是提高素质、能力 、价值的惟一 途径， 更多的是需要自

己以后更加辛苦地工作和学习！考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考证

是过程，而非我们追求的最终结果！

回顾自己的考证历程， 我对考证的看法是要有选择地

考，要注意考证的相关性、时效性和经济性。对于和专业比

较接近的证可以考 ，这样可以降低考证的边际成本或提高边

际收益；要考在一段时间里不过时的证，这里的过时包括经

济性过时和政策性过时；最后就是考证的收益要和成本配

比，经济上入不敷出的证即使再好看、再好考也不要考；通

过考试既学了知识，又增加了收入 ，同时为所服务的组织乃

至整个社会做了贡献， 这样的证当然是要考的。

呼唤理性考证，更祝福在考证路上的朋友一路走好！

（作者单位 ：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云 南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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