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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被企业视为“守门员”的财会人员，还是传统上被

称作“不吃皇粮的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会计人一直处于

微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风口浪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与会计变革的加速，会计人工作压力问题日渐突出。会计人

承受工作压力后，不仅自己身心受损，产生消极的 “情感宣

泄”，甚至影响到同事及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所以，会计人压

力问题，不仅是会计人个体的问题，也是会计人群体的问题，

并涉及有关方面。为此，2005年5月 ，中国会计视野网站与

ACCA合作发起了“会计人工作压力现状调查”，以期用真实数

据描述中国会计人的压力情况，并引起各界对中国会计人工

作压力问题的关注。本次网上调查共有1 527人参与投票，剔除

不合理样本47个，共获得有效样本1 480个。

一、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压力源：工作压力居首位

压力是一个复合体，来自包括工作、家庭与生活、社会等

各方面。调查显示，会计人压力的最主要来源是工作，被选率

达到80% ；其次是家庭与生活，被选率为32% ；来自社会的被选

率为26%。
进一步分析显示，性别、年龄与婚姻状况等不同，压力源

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就性别而言，男性压力来自于家庭与生

活、社会的比率分别为35% 与31% ，高于女性的30% 与21% ；而

女性压力来自于工作的比率为82% ，高于男性的78%。就年龄

而言，随着年龄增加，工作压力呈增加趋势，25岁及以下为

74% ，26岁至40岁为81% ，41岁至50岁为86% ；而来自家庭与生

活、社会的压力，则随年龄增加有降低的趋势。就婚姻状况而

言，已婚会计人来自工作方面的压力更多，为82% ，而未婚人士

为77% ；而未婚人士来自家庭、生活与社会的压力更多。

据分析，压力源差异在地域规模、单位类型和层级身份方

面也有显现。总体来说，城市规模越大，会计人来自工作的压

力越大；会计中介机构与民营企业中会计人来自工作的压力

更多；同一单位，中层管理人员来自工作的压力更多。

以上差异的形成，既有普遍性因素，也有会计行业的特有

因素。如年龄较大的会计人，精力会分散于家庭等方面，且会

计行业知识更新快，所以工作压力增加；但另一方面，时间精

力更多地分配于家庭，也必然有更多的来自家庭的欢乐，这在

一定程度上抵销了来自生活与社会的压力，所以来自家庭、生

活与社会的压力降低。而婚姻导致压力源差异的原因与此类

似，已婚人士精力分散，导致工作压力更多，但有更多的家庭

欢乐来抵销生活社会方面的压力。地域导致工作源的差异，则

是由人才密集度、工作要求程度等原因造成的。

（
二

）工作压力源：知识更新第一，工作强度第二

工作压力来源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是人际关系；二是职

场竞争；三是职业风险；四是工作强度；五是知识更新。调查显

示，工作压力源的被选情况由多到少分别是知识更新、工作强

度、职业风险、职场竞争和人际关系，被选率分别为50% 、48% 、

39% 、36% 和34%。

进一步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不同，工作压力源

的情况也不同，其分布差异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年龄越大，来自职业风险的工作压力越大，来自职场竞

争的压力越小。就工作压力来自于职业风险的被选率而言，30

岁以下为34% ，31岁至35岁为45% ，36岁至40岁为48% ，41岁至

50岁为55% ；而工作压力来自于职场竞争的被选率情况是，30

岁以下为37% ，31岁至35岁为36% ，36岁至40岁为32% ，41岁至

50岁为24%。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年龄

的增加，会计人的思想自然由开拓转向保守，进而更加关注职

业风险；二是年龄愈大，会计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也会愈高，且

工作趋于稳定，这样，来自职场竞争的压力会变小，但地位高

责任大，来自职业风险的压力变大。

2、与女性相比，男性工作压力来自工作强度与职业风险

较多，而女性来自人际关系的压力较高。工作强度与人际关系

方面的差异，可以用传统观念影响与女性家庭职能来解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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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工作压力源中在职业风险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男

女在组织中的身份不同有关，在组织的中高层管理者中，男性

的比例要高于女性；而中高层管理者来自职业风险的压力远

远多于普通工作人员与基础管理人员。

3、未婚会计人来自工作强度与职场竞争的压力较多，而

已婚会计人来自职业风险与人际关系的压力较多。这种特点

的形成，一方面，与会计人精力与时间分配有关，未婚会计人

的精力与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所以来自工作强度的压

力较多，而已婚会计人要顾及家庭，社会交往活动减少，人际

关系压力增多；另一方面，则是由年龄差异决定，总体上，已婚

人士的年龄要大于未婚人士的年龄，两者在组织中的身份以

及心态等也存在差异，从而产生源自职场竞争、职业风险方面

的压力差异。

4、单位类型不同，工作压力源情况不同。在工作强度压力

方面，由多到少分别是会计中介机构、股份制公司、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与民营企业；职场竞争方面，最大的

是外资企业，最小的是行政事业单位；职业风险方面，民营企

业最大，会计中介次之，外资与股份制公司最小；知识更新方

面，会计中介机构最大，行政事业单位与股份制公司最小，除

会计中介机构外，其他差距不大；人际关系方面，行政事业单

位最大，国有企业次之，会计中介机构最小。

5、组织中地位不同，工作压力来源情况也不同。职位越

高，来自于职业风险的工作压力越大，高层管理人员职业风险

选择率高达59% ，而普通工作人员的选择率仅为33% ；另一方

面，职位越低，来自于工作强度与职场竞争的压力越大。

6、地域方面的差异。直辖市会计人员来自工作强度的压

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直辖市及省会城市来自职场竞争的压

力明显高于地级市与县城农村；县城农村会计人来自人际关

系的压力明显高于其他大城市。北京、上海与广东三地的比较

情况是，上海会计人来自职场竞争的压力明显高于北京与广

东，但来自人际关系的压力较低。

7、学历方面的差异。硕士及以上学历会计人来自职场竞

争与职业风险的压力较其他学历更多，导致这种特点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部分群体学历高，对自己的要求高，对未

来的定位高，进而竞争压力大；另一方面，高学历，会计人在组

织中的身份较高，从而来自职业风险的压力多。

（三）工作压力程度：介于“压力明显”与“压力大”之间

对于工作压力程度，调查问卷设计了六个档次，分别是

“没有压力”、“略有压力”、“压力明显”、“压力大”、“很大压力”

与“极大压力”。调查显示工作压力程度处于“压力明显”与“压

力大”之间，并趋向于后者。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工作压力感受程度有以下几方面的

特点：一是另类“性别歧视”，男性压力感受明显高于女性；二

是 “少年不知愁滋味”，30岁以下人士对压力感受程度低，而

36-40年龄段，压力程度最高；三是围城之惑，已婚人士压力

感受程度高于未婚人士；四是倒金字塔现象，学问越高，压力

越大，硕士及以上学历会计人压力程度最高；五是“高处不胜

寒”，组织中身份地位越高，压力感受越大；六是会计中介机构

压力感受度最高；七是繁华地多忧患，直辖市的压力感受程度

最高；八是首都不仅是首善之区，也是首压之最。
（四）周围人工作压力程度：一面镜子

一般而言，工作压力具有群体性的特点。本次调查问卷设

计了一项“根据你的观察，你周围的财会人员的工作压力程度

如何”的问题。调查显示，会计人感到周围会计人的压力比其

自己的压力大。
（五）工作压力发生频率：经常性感受

发生频率也是考察与衡量工作压力的一个角度。分析显

示，偶尔感受到压力的占22% ，经常性感受到压力的占58% ，持

续性感受到压力的占19%。
（六）承压后反应：情绪低落或情绪波动为主

会计人承受工作压力后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可能

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生理上的，或二者兼有。就承受压力后

的不良反应问题，本次调查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是“情绪低

落或情绪波动”、“厌倦工作”和“身体素质下降或欠佳”。调查

结果显示，情绪低落或情绪波动是主要的不良反应，被选率为

69% ，其他两项分别为47% 和38%。
进一步分析显示，相比之下，男性更容易身体疲劳，女性

更容易情绪反应与厌倦工作；在年龄方面，35岁以上的会计人

厌倦工作的反应较少，而25岁及以下的会计人身体素质下降

的反应较少，26岁至30岁的会计人容易情绪反应与厌倦工作；

组织中高层管理人员容易身体素质下降，但不容易厌倦工作，

普通工作人员更容易情绪化。
（七）减压方式：八成以上会计人选择自我调节

就会计人减压方式问题，本次调查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

是“自我调节”、“寻求周围人帮助”和“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
调查显示，采取第三种方式的寥寥无几，而选择自我调节的占

85% ，选择寻求周围人帮助的占35%。

二、主要结论

（一）会计人工作压力大

形成这种会计人工作重压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并且这些

原因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

一是当前我国会计事业正处在变革期。这种变革一方面

促成了大批新准则新制度的出台，使广大会计人面临着大量

的知识更新；另一方面，变革中出现的新方法新理念等，也冲

击着会计人的学习、工作与择业等传统观念。

二是会计人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广

大会计人面临着职场竞争的张大压力，进而不得不通过增加

工作强度、不断参加学习考试等来缓解竞争压力。
三是在会计变革与市场竞争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特有

的财会人员考试时代。目前国内财会行业从业人员面临的考

试纷繁复杂，各种从业资格与洋证书等，细数起来不下3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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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考试令会计人苦不堪言。

四是会计职业特有的角色冲突。这种角色冲突是多层面

的，以企业会计人员为例，存在遵守职业道德与满足所受聘企

业要求的冲突；既要充当企业财会管理“守门员”与“最后一道

防线”，又要与其他部门员工和睦相处；等等。角色冲突会导致

心理冲突，进而产生职业风险、人际关系、职场竞争等方面的

心理压力。
（二）会计人工作压力感受程度具有群体特殊性

本次调查显示，30岁以下会计人对压力感受程度小，而36

岁～40岁的人群压力程度最大。这与其他群体的压力特点有明

显差异，这种差异突出反映了会计人群体的特殊性。在会计变

革期，财会方面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涌现，原来传统上靠经验

取胜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年纪大的会计人也需不断地进行

知识更新，再加上可能是中高层管理人员身份，进而工作压力

更大。
当然，会计人工作压力具有群体特殊性的同时，也存在一

些普遍性的特征。如国企员工压力比外企大，企业中层管理人

员压力最高等。
（三）注册会计师压力特点突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压力特点突出，表现在几个方

面：一是工作压力程度与频率都高于其他机构；二是工作压力

来源于工作强度、知识更新和职业风险的较多，源于人际关系

的最少；三是减压方式以自我调节为主，寻求周围人帮助的比

率最低。形成这些突出特点的原因，可以从注册会计师自身特

点和外部经济环境来加以分析。

1、注册会计师行业自身特点决定了其特有的工作压力。

一方面，注册会计师商品属性与公正属性存在冲突，既要做好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警察”，又要获得合适的审计收费，这造成

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时的心理冲突，进而在审计工作中产生压

力。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知识更新的压

力。
2、外部经济环境对注册会计师的压力。审计环境是导致、

刺激和制约审计产生 、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包括经济环

境、法律环境、系统环境、科学文化环境与国际环境。经济环境

方面，目前一些企业存在着“管理者缺位”、“一股独大”等问

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审计风险增加，这种风险层层传递，

从而造成对注册会计师的压力；法律环境方面，目前经济领域

的法律尚不完善，虽然注册会计师目前是“搭便车”，追究民事

责任的情况尚不多见，但毕竟职业风险意识已开始增强，职业

风险的压力也逐渐增大；就系统环境中的会计环境而言，由于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存在制度的灰色区域，这使得注册会计师

面临大量的职业判断，进而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中产生压力。

（四）会计人男女压力差异显著

本次调查的男女样本比例相近，但就调查结果而言，两者

的差异却很大。压力源方面，男性压力来自于家庭生活与社会

的比率明显高于女性，而女性来自工作的压力高于男性；工作

压力源方面，男性工作压力来自工作强度与职业风险较多，但

女性人际关系的压力比男性多；工作压力感受程度方面，男性

压力感受明显高于女性；承受工作压力后的反应方面，男性更

容易身体疲劳，而女性更容易情绪反应与厌倦工作；就减压方

式来讲，男性比女性更多地选择自我调节方式，而女性选择寻

求周围人帮助的比率远远高于男性。

三、如何应对会计人压力现状

减缓会计人工作压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努

力，包括会计人自身，也包括组织中的管理者、学术界与政策

制定者等。

对于会计人，一方面，要科学认知自身压力情况。一位哲

学家说过：“人类不是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他们对问题

的看法所困扰。”而心理学中讲，一些压力源自于对事物缺乏

必要的认知。其实，一些压力对于会计人是没必要的，如对会

计准则的“恐多症”等，认识澄清后，压力自然缓解。另一方面，

要采取适当的减压方式。

对于组织中的管理者，应在了解本单位会计人压力情况

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压力管理。目前，职业压力管理在国内

尚被忽视。而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国际上对职业压力

管理已经进行了学术上的研究。80年代以后，压力管理有了更

为系统和科学的方法，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并有不少企业实施

了职业压力管理方案。就这方面的工作而言，我国的组织（包括

企业 、会计师事务所等）尚任重道远。

对于学术界，会计人压力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这一方面

是由于压力相关研究的跨学科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目前会

计领域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学者们尚无暇顾及会计人

压力这种边缘的课题。随着和谐社会与和谐会计等概念的提

出，会计人压力方面的研究亟待启动。
对于政策制定者，应在准则的制定实施，会计教育等方面

充分考虑会计人压力的问题。要一方面从人文入手，另一方面

从技术入手。令人欣慰的是，政策界对这两方面已有考虑，并

开始付诸实践。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指出，中国会计精神应当是

诚实守信的品格、客观公正的意识、开放广阔的胸襟和进取创

新的追求。其中诚实守信是灵魂，客观公正是根本，开放胸襟

是关键，进取创新是动力，四者构成了中国会计独特而丰富的

精神内核。这是从人文入手减轻会计人压力的良好开端。而在

技术方面，针对新审计准则，王军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论坛’

上回答与会者提问时指出，为了最大限度地便于大家更好地

理解与学习，在每一个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都专门邀请语言专

家参与制定工作，对准则文字进行把关和润色，力求文字表述

中国化与通俗易懂。中注协秘书长陈毓圭则说，在准备准则的

制定方案的同时，也制定了培训方案。这些措施都将有于缓解

会计人目前的工作压力。

（作者单位：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 江 苏盐城市盐都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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