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和法律责任等。同时，要清理和修订涉及评估行业的法规

和部门规章，制定和完善与基本法律相配套的法规体系，营

造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在基本法律尚未出

台前，可先对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进行修订与

完善，这样，一方面可规范当前的评估行为，另一 方面可以

为正式立法创造条件。2、在修订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办法》的基础上，尽快实现“统一管理 、规范运作、科学分类 、

开放市场”，“建立平台式评估行业管理体制”，规范和统一

政府部门对评估行业的监督管理，营造资产评估行业健康

发展的政策环境。当前需要为评估行业确定统一的行政主

管部门，对评估中介服务市场实行统一 管理，制定管理制

度，规范不同评估执业资格的设立 、市场准入 、执业机构和

行业组织的行为，其它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行业组织和执

业机构进行政策性业务指导和执业质量监督。在平台式管

理体制下，规范行业管理行为和评估师执业行为，理顺各类

评估师之间的关系，在各类评估业务间实现相互融通和市

场开放。3、以 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统一的评估行业自

律组织，制定和完善评估行业的统一职业准则 、职业道德规

范及专业技术标准，建立完整的行业准则体系，提高评估执

业质量，维护评估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评估行业发

展，同时，加快行业制度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提高我国

评估机构在国际评估业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采访结束时，刘公勤委员表示，“作为唯一来自资产

评估行业的委员，我深感责任重大。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让

社会更好地倾听到资产评估师这个新兴行业的声音。”她还

说，“成熟的谷穗总是低垂着头”，她希望评估业界的执业人

员都能做到“诚信、务实”，共同推动整个评估行业的健康发

展。

特 约观 察

从 公 司 会计 欺 诈 案 件

反思会计和M B A 教育

盖 地

当前，许多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财务总监

（CFO）大多既有会计专业（实践）背景 、又有工商管理硕士

（M BA）学位，美国如此，我国也有这种趋势。但面对接连曝

光的会计欺诈案件，我们在从理论与实务 、制度与道德 、社

会环境与内部环境等方面进行探索 、反思的同时，是否也应

该对会计教育尤其是方兴未艾的 M BA 教育进行反思呢？

一、会计欺诈案件对美国会计和 M BA 教育的影

响

我们不能不承认，美国的会计教育走在世界前列。发端

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 M BA 教育，又是对国际教育的一

大贡献。长期以来，美国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容易，待遇

不菲；M BA 学位的获得者，尤其是名牌大学的 M BA ，更是备

受美国众多大公司的青睐。一时之间，“M BA”热遍美国，波

及世界（当然也包括我国）。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公司会计欺诈案件中，主谋

一 般都是 CEO（当然也需要 CFO 、董事会 、会计师事务所 、

投资银行以 及股票分析师等的“集体响应”和共同参与），而

大公司的 CEO 、CFO 们，一般又都是名牌大学的 M BA，这就

令人不能不反思其 M BA 教育。依笔者拙见，其教育至少存

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只看重其诱人的就业 、高薪而忽视道

德素质教育；二是在案例的选取上有偏颇，只选大公司的成

功案例，而缺少道德失范 、会计造假的反面案例，学生受到

的是比较片面的教育，毕业之后无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现实 、

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

随着大公司会计欺诈案件的接连曝光，曾几何时，炙手

可热的 M BA（包括名牌大学的 M BA ）就业率大幅降低。过

去，M BA 毕业前就有大批公司到学校招聘，每人都有几个

职位可供选择，就业率达 100 %。现在，美国顶尖的 30 所商

学院和管理学院中，有 1/3 的学校只有 60%（或更少）的学

生在毕业时找到工作；其平均起始年薪（包括签约奖金和其

他补贴） 也比 2000 年减少近 13% ，由 12.693 万美元降至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1.097 万美元。而过去的一些优厚待遇，如全额补回学费 、

配备豪华汽车等，都不复存在。与昔日的 辉煌”相比，可以

说，M BA 已风光不再。美国安普天润资产管理公司的 CEO

詹尼特·诺列加，曾在学习 M BA 学位课程时，突然转攻工业

心理学博士学位，她说：“M BA 就像是流行时尚一样，会随

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被人淡忘。”

目前，哈佛大学商学院因安然公司前 CEO 杰弗里·斯

基林是其校友而沉浸在自我反省之中，师生感到被“污染”。

在今年美国最佳商学院 、管理学院的排名中，勉强保住了第

三名 （尽管安然公司的前 CFO 安德鲁·法斯托曾是西北大

学凯洛格学院的 M BA ，但因该学院是毕业生具有最好的道

德素质的学校之一 而排名第一 名，第二名是芝加哥大学）。

现在，哈佛的克拉克院长已经开始推行两项创新措施：一是

组织一系列研讨会，探索“领导方式、价值观和公司管理方

面存在的复杂问题”；二是重新审查哈佛商学院的道德课

程，使学生在该课程中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案例所显示出

的错综复杂的道德困境。在商业道德问题上，哈佛商学院确

定了两项任务：一是在学生攻读 M BA 学位的两年里，向他

们灌输注重道德的价值观， 培养 “讲道德守纪律的领导人

员”；二是希望通过其教学人员对有关道德问题的研究和积

极参与公共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商业经营的理论思考

和实践。斯坦福大学（2000 年排名第 11 位，2002 年升至第

4 位）商学院也在大力改进院风，注重“领导才能”和“综合

管理”教育

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调查，学生们普遍赞扬能提供

坚实的综合管理教育的学校， 而招聘单位也更重视毕业生

具有广泛能力和道德方面领导才能的学校。

德勤会计公司近期宣布投入 100 万美元开发商业道德

系列课程（包括商业道德、个人道德、决策制定以及如何保

持个人信誉等），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课程既不是为目前

的会计专业和 M BA 在校生开设的，也不是为执业会计师开

设的，而是与“Junior Achievem en t”合作开发，为未来的商业

领导者——美国 300 万中小学生设计的。大部分课程将由

德勤公司的志愿者讲授，而且在今秋新学年将覆盖全美。我

们不能不佩服德勤公司决策者的远见卓识，他们放眼未来，

从娃娃抓起，也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二、对我国会计教育、M B A 教育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会计学历教育一路高歌、突飞猛

进，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几乎是“无会计专业不成

大学、无大学无会计专业”。本科扩招，研究生扩招，一 路飚

升，乐不可支。遥想上世纪 60 年代初，笔者在大学学习会计

时，会计专业的地位及学生的人数等状况，真是此一 时 、彼

一时，岂止“恍如隔世”，而确是隔世，让人感慨。我们由衷地

拥护改革开放，因为只有改革开放才使会计的地位大大提

高，才凸显会计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衷心希望

会计一 路走好，健康发展，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压力所折

腰。
我国引进 M BA 教育不过 10 年时间 ，但从去年起，

M BA 的就业率就开始下降。名牌大学 2003 年的 M BA 报名

人数也明显下降。去年 6月初，在北京某著名大学管理学院

举办的“M BA 实习与就业恳谈会”上，学院方与受邀企业之

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不妨摘录如下：

学院方：尽管我们学校的排名不是第一，但是我们的

M BA 绝对是最优秀的。有这么好的学生，我们还得拼命地

宣传自己，推销自己，感觉非常辛苦。（既然“绝对优秀”，又

何必“拼命推销”、自找“辛苦”？——笔者存疑）

我们的 M BA，月薪少于一万块的，我还不想“卖”呢！我

们觉得他们值这个数，你不要，学院留着自己用。（奇货可

居、待价而沽，可叹企业“有眼不识泰山”！——笔者暗想，

“供货方”是否还有这句内心独白？）

受邀企业：从 1999 年到 2001 年，贵校的 M BA 我们一

个也没招到。为什么你们就得要求月薪不低于一万块？今年

我们还是那句话，只能保证底薪不低于 2 000 元。（受邀企

业仍然坚持其底线，毫不退让！）

我们不是付不起钱，我们企业管理层的一些老员工，年

收入以数十万元计。工资的高低无所谓，关键是看他们值不

值这个数。（受邀企业的内心独白：不是付不起钱，关键是看

“物有所值”否。——笔者注）

由上述对话可以看出，人才供求双方存在巨大反差。窃

以为，作为人才教育方，我们是否有点自我感觉良好，缺乏

必要的反思呢？那么，会计教育 、M BA 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呢？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认识。从学校方面，主要有：一是办

学指导思想有待端正，不能太看重经济效益，只为赚钱，忽

视质量。二是师资队伍，尤其是 M BA 教育的师资，可能有相

当比例的教师自身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以其昏昏，难以使

人昭昭；加之浮躁之风较盛，难以沉下心来认真备课、演练、

授课和辅导。三是教材，适当引进固然必要，但缺少适应我

国国情的教材并非长远之计；案例选取也似有偏颇。从学生

方面，一是不能只看重那一纸证书和诱人的高报酬；二是应

该沉下心来刻苦读书、汲取知识和自我修养。用钱（或权）换

证书，后患无穷。教育尤其是高管人员的教育，应该稳步发

展，切不可急功近利，切不可“大跃进”。

卡尔·马克思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从

教育入手，改革固有模式，大力培养具有高尚职业操守、精

通专业 、视野开阔的财务与会计人才，应不失为公司会计欺

诈案件给我们的有益启迪。

（作者单位 ：天 津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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