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规范。
显然，对于上述第一、三类会计实务，中国将积极推进

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而对于上述第二、四类会计

实务，在中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还无法直接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实现趋同，或者还无法从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

找到现成答案。为此，我们一方面将积极争取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认可中国特殊的会计环境及其有关会计处理方法，

另一方面也将呼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制定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时，能够更多地考虑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又处

于转型经济时期的国家所面临的特殊会计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已经加入 W TO，并且正在以十分认真和

负责的态度履行加入 W TO 时的有关承诺，积极推进各项改

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已经是一

个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国外直

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到境

外发行股票、债券、兼并收购、投资设厂等，所以 ，不仅世界

经济的全球化需要有一个全球公认的会计准则，中国经济

的发展实际上也迫切需要一个全球公认的、又易于操作的

会计准则。为此，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

会制定全球公认会计准则的努力，财政部作为中国会计准

则的制定机构，也将积极参与有关工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

献。
（本文作者系财政部部长助理）

责任编 辑  崔 洁

本刊专稿

五 个 会 计 热点 问 题的 悖论

杨 勇  戎小红  刘 晨

编者按：2002年底，江苏省淮安市财政局举办了首届会计

职业道德辩论大赛，就 下面五 个热点问题组织正反方进

行了激烈辩论：会计到底为谁服务；会计信息失真是否是

职业道德的问题；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应以 何为突破口；不

做假账是对会计人员的最高要求还是基本要求；会计常

在河边走是否难免会湿鞋。从这五 个悖论我们可以 看出，

加 强会计诚信建设，任 重而道远；澄清对这几 个问题的认

识，既是开展会计诚信建设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需要，

也是做好现实财会工 作的需要。为此，本刊特意刊出本次

辩论赛获奖者——淮阴卷烟厂的一套辩词，以 作为 大家

批评、借鉴和讨论的“靶子”，欢迎理论、实务界尤其一线

财会工作者以 此作为参与的平台，对自己感兴趣的辩题

展开讨论（以 短评为主，字数以 500—1 000字为 宜）。本刊

将从2004年的第4期起，在“财会审论坛”栏目中分辩题刊

出大家针对以 上问题的不同看法，诚邀踊跃参与。

会计到底为谁服务？

正方：会计为所有者服务

结绳记事是会计的祖先，电算化软件是会计的现在。在
这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大家：会计究

竟为谁服务？服务对象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服务性质的不同。
在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会计服务究竟何去何从？我

方认 为：会计为所有者服务。理由如下：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看，会计是为所有者利益服务的。
会计作为人，是为所有者记 录并管理其经济业务的，而会计

信息作为信息产品 ，是用来为所有者的经济管理和投资决

策服务的。
其次，从法律关系上看，会计理应为所有者服务。会计

人员和所有者之间是一对一的雇佣关系，按照《劳动法》的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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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雇佣关 系双 方为一方出卖劳动力商品 、一方支付工 资

的对价关 系，具有财产性。这样的服务，是不 可以 转让的，更

是容不下第三者插足的。所以 会计只能为所有者服务。
再者，从经济关系上看，所有者是会计服务的最终对

象。企业的所有者是企业财产的最终拥有者，他们在享受着

企业利 润的 同时还承担 着企业

的经营风险 ，因此更关注企业的

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并以 此作

为未来决策的重要依据，他们决

定着企业发展的大方向。因此 ，

只 有企业的所有者才是企业真

正的主人，会计 当 然是为真正的

主人服务的，而 不是为同样是被

雇佣的经营者服务的。
最后 ，从监督职能上看，会

计 实际上是 经营者身边的监视

器。现 实中企业的经营者常常存

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由于经营者不拥有所有权，在其

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风险较低、

对自己有利但却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经营方针。如果会

计是为经营者服务的，显然与企业追求股 东财富最大化的

目标相背 离。会计只有全心 全意为所有者服务，才能做到保

护好企业的现在，创造好企业的未来。
只 有认识到会计是为 所有者服务的，才能真正保证企

业目标的实现；只有认识到会计是为所有者服务的，才能真

正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只 有认 识到会计是为所有者服务

的，才能真正保证会计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我方坚信：为所有者服务，是会计永恒的使命。

反方：会计为经营者服务

听了对方辩友的陈述，我想：经营者站在这儿肯定会感

到委屈，而我，则感到费解。对方辩友一直在说：会计，所有

者；所有者，会计。似乎当中早已没有经营者什么事儿 了。如
果连会计都不是为经营者服务的，那还要经营者做什么，难

道只是个美丽的摆设？这样的说 法显然违背事实，众 多的

C EO 们也绝不会认同的。所以 ，我方认 为：会计为经营者服

务。
首先，为经营者服务可以 让企业落地生根。经营者是企

业事务的具体执行者，每一项经济管理活动都需要经营者

的落实，而会计作为企业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做好基础性

的服务工作，可以 保证经营者的管理理念得到彻 底执行。会
计只 有为经营者服务，才能保证 经营者根据企业的 实际情

况制定出适合企业生存的计划，才能保证企业在行业中站

稳脚跟。
其次，为经营者服务可以 保证企业茁壮成长。经营者是

真正 经营管理企业的人，只 有他们才知道企业的经营现状

和经营环境，只 有他们才了解企业的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
会计只 有为他们服务，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经 济效益，才能

切 实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会计

只 有为经营者服务，才能保证经

营者 实事求是地制定 出有利 于

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才能保证

企业在行业中拥有一席之地。
最后 ，为经营者服务可以 促

成企业开花结果。大家知道，会

计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管理活 动，

在企业的运作过程 中，会计根据

企业的财务状 况、利润及现金流

量情况，可以 提出具有建设性的

专 业建议，经营者及 时予以 采

纳，并反馈于管理 ，将对企业盈

利大有裨益。而所有者由于不参

与经营管理 ，也只 能是“长袖难舞、鞭 长莫及”！会计只 有为

经营者服务，才能保证经营者的经营思想、工 作计划在企业

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和执行，才能确保企业在行业中立

于不败之地。
当会计向经营者汇报业绩的时候 ，当会计协助经营者

一同面对挑战的时候 ，当会计和经营者一起讨论企业出现

的财务问题的时候 ，会计人员是在全心全意地为经营者服

务的。

所以 ，我方认 为会计应该服务于经营者。

会计信息失真是源于

会计职业道德缺失吗？

正方：会计信息失真是职业道德问题

“安然”事件余波未平，美国的世通、施 乐，日本的O rix

等大公 司 又频频爆发新的丑闻，会计信息失真业已成为一

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 了会计信息的失

真？我方的观点是：会计信息失真是会计职 业道德问题。理

由如 下：

第一，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直接决定了会计信息

的质量。会计信息是经过加 工 或处理后的会计数据，会计人

员是其直接生产者，会计信息产品 出现问题，会计人员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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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逃其咎。会计界的先贤潘序伦先生曾经说过：“会计人员

的职业道德应以 品 德、责任、业务技术三方面合为一体。”因
此，会计从业人员的品 德是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首要因素。

第二，缺乏会计职业道德导致了技术性失真。但丁有句

名言：“一个知识 不全的人可以 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

不全的人，却难以 用知 识去弥补。”他还说 ：“能力不足 ，责任

可补，责任 不够，能力不能补。”由此可见，知识 和能力不是

问题，道德与责任 才是关键。只要会计人员具备了应有的职

业道德，技术水平就不会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

第三，缺乏会计职业道德导致 了违法性失真。一切造假

都是从出卖道德开始的，当失真开始践踏 法律的时候 ，会计

人员已经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动机的形成到过程的 实

施，都源于对道德的背离，对法律的蔑视。一个具有道德的

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则会把诚信与操守放在第一位，把法

律与法规放在第一位，做到“坚持准则，不做假账”。
第四 ，缺乏会计职业道德导致 了合法性 失真。合法性失

真是指利 用现行法律法规及制度、准则的不 完善去打擦边

球，虽 然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但却违背道德，因为投机本身

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综上所述，我方认 为：如 果每个会计人员都具有职业道

德，就能够从源头上保证会计信 息的质量，防 范失真，就能

够营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条件，使会计信息产

品的生产进入良性循环。雨果说过：“道德是社会的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职业道德是石 ，能敲出希望之 火；职业

道德是火，能点燃 生命之灯；职 业道德是灯，能照亮人类之

路；职业道德是路，能引导我们走向没有假账的明天！

因此，我方呼吁：“为 了您灵魂深处的安宁，为 了您个人

身家的安全，请提升您的职业道德素质，为 广 大信息使 用者

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吧！”

反方：会计信息失真不是职业道德问题

从红光实业的虚假上市到银广夏世 纪骗局的曝光，以

及美国能源 巨头安然公 司的轰然倒闭，已给全球经济增长

带来了 巨 大的不利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已成为社

会关注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会计信息失真，我方

认 为：会计信息失真是许多社会问题在会计上的综合反映 ，

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会计职 业道德问题。
首先，会计信息使 用群体的 不成熟是导致会计信息失

真的主要原因。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产品 ，也同样存在供

求关系。我国会计信息使 用群体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

的学历层次，再加 上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处在成长期，信息使

用群体的不成熟存在一定的 必然性。因此 出现 了严重造假

的上市公 司的股票反 而被炒作、被追捧的现象。
其次，会计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得力 ，是会计信息

失真的重要原因。财政、审计、税务、工 商等部门之间缺 少沟

通，难以 形成合力，导致 了对会计信息失真现 象重视不够，

处罚力度不够，降低 了法律的严肃性，使得信息失真有了滋

生的温床。

再次，在我国，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不 完善是导致会计

信 息 失 真的

另一原因。我
国 上 市公 司

存在 严 重 的

内部 人控 制

的现象。内部

人控 制 企 业

会 导致 企 业

没 有好 的 财

务管理制度，

没 有 严 格 的

审计 监督 制

度，最终导致 了财务失控和会计信息失真现 象的泛滥。
一棵树死 了，我们可以 说是树本身的原因，可要是成片

的林子都死 了，那就是生态环境出现问题了。会计信息失真

的现象如 此盛行，从说谎的产生到问题的蔓延，无一不是和

病态的社会行为、私利主义的道德规 范及不健全的管理体

制息息相关。如 果让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来“一肩担尽古今

愁”的话，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是“不尽长江滚滚流”！

综上所述，我方认 为：会计信息失真不是会计职业道德

问题。

单位内控建设应以何为突破口？

正方：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应以提高单位负责

人认识为突破口

内部控制是实现企业目标、提高经营效率、强化 企业体

制、提升企业竞争力不可或缺的机制。机制由人和制度构

成，那么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究竟该从何入手？马克思曾

说过：领导就像乐队的指挥，只有好的指挥才能使 乐队 演奏

出美妙和谐的音乐。因此我方认 为：单位 内部会计控制建设

应以 提高单位 负责人的认识 为 突破口。
首先，内部会计控制建设需要提高单位 负责人的认 识。

美国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 O SO ）在1992年发布的《内部控

制—整体框架》中指出：单位 负责人对内部控制 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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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会计控制体系是一个科学、严谨的体系，如 果领导人不

了解内控知识 ，不理解建立内控的意义 ，就会造成执行不

力，使得内部会计控制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 ，要想建立有

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单位负责人必须完整掌握内部会计控

制知识 ，深刻领会建设内部会计控制的精神实质，并坚决地

予以 执行，以 实现从上至下、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再者，只有单位负责人提高了认识，才能更好地建设内

部会计控制。会计作为一个内部职能部门，其工 作目标和工

作质量在很 大程度上受制于甚至直接决定于单位 负责人的

领导意向。因此，只 有提高了单位负责人的认 识，内部会计

控制建设 才不会成为一纸空文。他们会和自己的团队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 系，做 出表率，进而受到下属的爱戴；他 们会

制定出适合本单位的目标与程序，并实现 全员的理解、执

行；他们会公正地组织、协调各种关系，使之形成合力，实现

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管理。
最后，从我国企业现状出发，建设内部会计控制必须以

提高单位 负责人认 识为 突破口。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并不是

没有内部控制，而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其中最主要

的原因是单位 负责人理解不够，没有带头执行，甚至破坏既

定的内部控制程序，导致内部控制形同虚设。
因此，单位 负责人是企业的顶 梁柱，是员工的领头羊，

是制度的设计师，是做好内控的突破口！如果不提高单位负

责人的认识，就会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规章和行动的

不一致，使得内部会计控制变成一言堂。只 有提高单位负责

人的认识，才能保证员工的齐心 协力，保证制度的无往不

利，保证内控的最终胜利！

所以 ，我方认 为：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应以 提高单位

负责人认识 为突破口。

反方：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应以建章建制为突

破口

3 700多年前《汉谟拉比 法典》就已经刻在了黑 色的玄

武岩上，法治的历 史源远流长，法治的进程亘古未息。到 了

21世纪的今天，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 当 然要以 建章建制

为突破口。

从逻辑上讲，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应以 建章建制为

突破口。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要熬粥，先要有

米；要建房，先要有砖瓦。同样的道理，要建设 内部会计控

制，也得先建章建制。通过建立以 会计为中心 ，覆盖生产、经

营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种种方法与政策，才能实现内部会计

的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从本质上看，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应以 建章建制为

突破口。俗话说得好：“蛇打七寸，事看核心”，单位内部会计

控制的核心就是一系列政策和程序，因而其建设必须从建

章建制着手。只 有通过建章建制，才能形成一套科学的管理

手段和独立的核算系统，渗透于企业各个方面，实现对企业

内部的会计控制。
从事实来看，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应以 建章建制为

突破口。“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良莠不

齐，确 实也存在制度缺 失的情形，国 家也因此发布了《内部

会计控制规范》，要求各单位根据 自身的 实际情况，制定出

业务处理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实现 工 作过程的标准化和制

度化，以 此 约束员工 行为，维护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秩序，完

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实现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目标。
我方认 为，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并不能仅依靠提高单位

负责人的认识 来实现。美国开国总统 华盛顿曾经说过这样

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是靠不住的，只 有制度。”人有欲望，

容易受利益的驱动，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制度具有相

对稳定和公 平性，当人受到影响时，制度可以 起到制约、监

督的作用，从而保证企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对方辩

友主张以 提高单位负责人认识为突破口 ，事实上是本末倒

置，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通过建章建制来建设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具有强烈的现

实意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喊了 多年的口 号，它最

主要的意义就在于把过去的以 领导意志为中心 来管理企业

的经营模式转变成以 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为基础

的新的企业管理模式，而企业内部控制体 系又是现代企业

制度的核心，在这个核心 里，单位内部会计控制更是重中之

重。因此，通过建章建制来建设单位内部会计控制，乃是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需要。
综上所述，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应以 建章建制为突

破 口。

不做假账对会计人员

来说要求很高吗？

正方：不做假账是对会计人员的最高要求

从中国的琼民源、郑百文、银广夏到美国的安然、世通、

施乐，许多公 司接连不断地在用假账蒙骗着政府、投资者和

公 众，已经给 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假账已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事实胜于雄辩，因此，我方认 为：不

做假账是对会计人员的最高要求。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不做假账”是对会计人员人格境

界的最高要求。会计面对着“金”色的诱 惑，要做到不 为所

动，超然独立，树立“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操守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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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皆可抛”的信念，这无疑是对会计人员人格境界的最高

要求。
其次 ，从社会的 角度，“不做假账”是对会计人员职业道

德的最高要求。会计人员必 须从他人和社会利益出发，使自

己的会计职 业道德行为 完全符合社会和他人的要求，而“不

做假账” 不正是会计人员的职 业行为与社会要求的 完美统

一吗？

再者，从现 实的角度，“不做假 账”是对会计人员承受能

力的最高要求。“工 作我所欲也，道德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工 作而取道德者也”，这样的境界，说得容易，做 得

难啊！会计人员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恪 守职业道德往往意

味着现有工作对他的舍弃；恪守职 业道德还意味着要面对

新老板的责难；恪 守职业道德更意味 着他将承受流言的压

力。众口 可以 铄金，众口 也能颠倒黑白。会计人员最怕的就

是落得像妙玉 那样一个“欲洁何曾洁”的下场啊！

综上所述，“不做假 账”需要“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的

责任 感；“不做假账”还需要“吾将上下而 求索”的勇气；“不

做假账”更需要“众里寻他 千百度”的毅力。面对这样的高标

准、高要求，会计人员真想高呼一声：“不做假账，我是爱你

在心 口 难开呀。”虽然难，但爱了就爱了。会计人员是“衣带

渐宽”不会悔的，会计人员更是“消得人憔悴”也不会退的。
会计人员只 会 坚守这份 对诚信的 爱，对职 业的爱，对社会的

爱，会计人员 更会为 了这份爱，奉献 出 自己的青春，奉献 出

自己的心 血 ，甚至奉献 出 自己的生命！

反方：不做假账是对会计人员的基本要求

从中国的银 广夏、郑百 文、麦科特、蓝田 股份到美国的

安然、世通、施 乐 、莫克，会计造假就象多米诺 骨牌，接连不

断地倒塌。这不仅震惊了全球的会计职业界，更引起了全社

会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问题的关注。可对方辩友对此却视

而不见，置若罔闻。只 是一个劲地说：不做假账难，难于上青

天。可难就直接等于最高要求了吗？对方辩友的观点显然有

失偏颇。还是让我方来告诉大家：“不做假账”其实是对会计

人员的基本要求。
首先，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孟子云：“诚者，天之道

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孔子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管子则总结道：“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可见，诚信乃立身之

本，兴国之 源。2003年10月是全国第一个公 民道德建设 月，

主题就是：“建设诚信”。如此可见，诚信乃是做人的基本要

求。而做假账，则是对“诚信”的一种亵渎，也是会计人员对

自己人格的不尊重。
其次，“不做假账”是做会计人的基本要求。会计原则的

第一条就是真实性原则，它要求会计人员如 实地反映会计

信息。会计工作是对企业的经济业务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

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 工 作，会用到很多法律、法规、制度和

准则。如 果正确地运用这些制度准则，合理地实施 专业判

断，就会使会计对经济交易和事项的反映更真实、更合理；
但反过来，则会歪曲对经济事项真实的反映。因此，其工作

性 质决 定了每个会计人员 必 须以 诚信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以 职 业道德严格规 范自己，以“不做假账”严格约束自

己，使 自己的职业行为符合社会和会计工作的基本要求。
最后，“不做假账”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现在假账已

引起了会计职业界的诚信危机，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危及

到全球经济的安全，更助长了贪污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假账

不仅造成了经济活动无信可言、社会公 众无人可信，假账还

加 大了财政金融风险，影响了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步伐。从

这些危害来看，“不做假账”应该是对会计人的基本要求。
我们需要诚信，我们呼吁诚信，我们必须做到诚实守

信，不做假账，因为这是我们会计人生存的 源泉，也更是我

们的尊严。

所以 ，我方认 为：“不做假账” 是对会计人员的基本要

求。

会计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

正方：常在河边走，能够不湿鞋

第一，从哲学的 角度，常在河边走，不 湿鞋是能够做到

的。客观环境对人虽然具有影响，但人作为宇宙之精华、万

物之灵长，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他能够自觉抵制不良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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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条件，并积极改造旧 环境，创造新环境。另外，事物的 变化

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常在河边走，只 是外

因，外因最终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只要当 事人内心 具有坚

定的政治信念、牢固的法制观念、较高的道德修养和较强的

反腐蚀能力，并以 此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持应有的职业谨

慎，就能做到不湿鞋。

第二，从会计的角度，会计人员只要树立了正 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坚守职业道德，坚持准则，遵纪守法，

并时刻 自我警觉，用法律做我们的雨伞，用职业道德做 我们

的雨鞋，装备整齐，就可以 避免“湿鞋”。心 中坚守一方净土，

脚下自不会出现闪失。俄国著名作家克雷洛夫说 过：“守法

和有良心 的人，即使有迫切的需要也不会偷窃，可是，即使

把百万金元给了盗贼，也没法儿指望他从此 不偷不盗。”因

此 ，只要我们坚持原则，做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 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会做 到：常在

河边走，能够不湿鞋。

第三，从榜样的角度，只要身子正，影子就不会歪。世界

上有很 多坚决抵制假 账的英雄，如：世通的辛西亚、安然的

雪伦和联 邦调查局的柯琳，他 们一起被评为2002年《时代》

杂志的新闻人物；对我国会计人员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他 们

同样能够做到不湿鞋。

对方辩友，“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是一种可怕的毒

剂，会造成心 与身的错位，灵与肉的分离。指责社会的不足 ，

却回 避自己的道义；憎恨别人的贪婪，却宽容了自己的欲

望——结果就是：“好事是我干的，坏事是别人逼我干的”。
这种可笑的话 ，其实是“怨天尤人”的伎俩 ，“推卸责任”的手

段，“麻痹自己”的借口 ，更是“欺骗别人”的 工具。会计人员

能否不湿鞋，关键还在于对待“不湿鞋”的 态度。会计人只要

拥有正确的是非观、美丑观、荣辱观，就能做到心 不贪、手不

伸、嘴不馋、利不沾、色不迷。即使“常在河边走”，也能做到

“不湿鞋”。
所以 ，我方认 为：会计人员可以 做 到：常在河边走，能够

不湿鞋。

反方：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

对方辩友，如 果真的能不湿鞋，那安然、世通、安达信 为

何又纷纷落马？可不要告诉我说 那是他们自愿倒闭的哦。所

以 ，我方认 为：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
首先，让我告诉对方辩友几 个基本定义。第一，“会计”

在这里指的是会计从业人员，全中国有1 300多万的会计人

员，队 伍相当 庞大，而 不是单指一两个人；第二，“常在河边

走，难免不湿鞋”这句俗语里，“河”代表了危险的地方，对会

计而言，“河”指的就是可以 诱使会计人员违法乱纪的因素；

第三，“难免”，是指事实客观存在，无法完全避免；第四 ，“湿

鞋”是指那些出 卖职业道德、践踏 法律、用自己的良知换取

个人利益的行为。

那么，会计从业人员这个群体是如 何湿鞋的呢？

第一，利 益驱动，生存压 力 ，在理论上必 然导致 湿鞋成

为难以 避免的事 实。个人私欲的膨胀，理智的丧失，导致 了

贪污受贿，挪用公 款等犯 罪行为的发 生；高指标的要求，种

种利 益的驱动，诱出虚假 会计信息的产 生；虚假 业绩报告 ，

却引出“金凤凰”的到 来，使造假有了 生存的土壤；当良心希

望改正错误时，却又怕揭了 伤疤会更疼，导致 了错误的继

续，当 坚持原则反 而会丢掉工 作时，生存的本能告诉人们，

饭碗比 操守更重要。监督机制的不 完善，执法过程的不得

力，使得“不湿鞋”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攻破，这最终导致 了

有些会计人员“湿鞋”成为难以 避免的事实。

第二 ，事 实证明，湿鞋很 难避免。从“安达信”到“中天

勤”，从“安然”到“银广夏”，无论在制度较 为 完善的美国还

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会计人员丧失职 业道德、违法乱纪的

案件，仍时有发生，而且近几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同时

也说明，湿鞋的不是一、两 个，想让会计群体的每一个会计

人员都能不被私欲所诱惑、不被外界压 力所击倒，都能永远

坚持操守、遵纪守法，根本就是一件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世界很精彩，但这个世界也很无奈。事 实上，我们

无法改 变世界，我们只 能选择适应。会计人员倒是想：下班

我干净地走了，正 如 上班我清白地来，看一看鞋子没带走半

点水珠。但是，会计人员 无 法“一肩担尽古今愁，”更无 法阻

止那诱惑“不尽长江滚滚流”呀！

因此我方认 为：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
（作者单位：江苏淮阴卷烟厂）

责任编辑  刘黎静

建议·动态启事  

关 于本刊 与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
合作 为 优 秀 作者赠书的 启 事

为 了加 强《财务与会计》有关栏目建设以 及对作者

投稿的引导，加 强对作者的回 报，2004 年《财务与会计》

编辑部决定与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合作，为本刊优 秀作

者免费赠送一定价值的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图书。奖励名次为200 名，每名获奖者获赠图书价值 200

元。优 秀作者的产生原则是：1、凡 2004 年度在本刊发表

文章的作者均纳入评选范围；2、以“理财广场”、“我谈会

计诚信征 文”、“财会审论坛”、“交流驿站”、“会计人语”

栏目的作者为基础。关于优 秀作者的具体产生办法以 及

如何获得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免费赠书的具体操作办

法，本刊将在 2004年第2 期上作详细说明。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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