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人语

会 计：在阳 光 与阴 霾 之间

车 走（北京）

检索2002年我国财会界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最多的大约

是以 下三个词语：假账、诚信和世界会计师大会。如 果说 国内

外一系列财务丑闻使社会公 众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失去了信

心 ，使会计人对会计发展方向的认知充满 了迷惘，则诚信价值

观的塑造在信用缺失的当下变得异常迫切。尽管诚信的阳光

正在驱散假账的阴霾，但万里晴空的“环保状 态”并未到来。世

界会计师大会（W COA）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举行，使全球会计

界的目光投向“转型经济国家会计改革的典范”——中国。

假 账

可靠的财务信息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虚假的财务信息必

然导致投资者决策的失误与社会资源的低效或无效 配置，使

会计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功能迷失。在我国，被广泛提及的黎

明股份、蓝田 股份、银广夏等系列造假案，曾使一些人寄希望

于美国式的会计体 系与监管模式。证券监管部门为此发布了

必须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我国上市公 司补充审计的做

法。然而，大洋彼岸却不甘寂寞，着实让国内某些公 司感受到

了“小巫见大巫”的震撼。石油 巨头安然公 司、电信业巨 头世界

通信公 司、办公设备巨 头施 乐公 司、制药 巨头默克公 司等纷纷

落马，甚至波及欧洲，包括法国威旺迪公 司在内的国际著名企

业也陷入假账丑闻的旋涡中。
假账的动机十分复杂，学术界提出了隐性分红动机、债务

契约动机、政策成本动机、政治敏感动机、税务动机、CEO 变动

动机、规避市场管制动机等。由于我国企业“一股独大”、“内部

人控制”问题严重以 及企业上市制度的特殊安排，还形成了具

有所谓“中国特色”的会计造假动机。
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不仅是高质量会计、审计准则的产物，

它更依赖一个具有支持作用的基础机制。因此，必须建立一套

成熟有效的监管机制，以 合理保证公 开披露的财务信息的真

实性。这套监管机制主要包括：（1）公 司治理机制——虚假财

务信息监管的内部制度安排，其核 心 是在大股东、中小股东和

经 理 层 之 间 建立 有效 的 制衡 、约 束制度；（2）独 立 审计机

制——虚假财务信息的外部制度安排，其核心在于保证 注册

会计师独立性的发挥，引导其恪 守社会公 众利益至上的 宗旨；

（3）惩戒机制——虚假财务信息监管的保障手段，其核心在于

增大揭露造假的概率，提升处罚力度。
假账赖以 存身的土壤，通常为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尤其

是高层管理人员的舞弊。据此 ，一个围绕内部控制设计、执行

与审核为主线的政策与程序体 系正在构建。

诚 信

《财务与会计》作为我国会计的核心媒体，总是敏锐 地把

握会计业的冷暖与脉动。2001年第7期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重塑社会信用基础”一文，透视了诚信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基础

性作用的 架构。2002年第2期，特别刊出了“诚信兮，归来”的专

稿，该 文第一次吹响了我国会计界诚信建设的号角，从诚信缺

失的成因到匡正 失信的举措，系统 阐述了诚信建设对于遏止

财务信息泛滥的时代主题。之后，又以“会计诚信与诚信会计”

一文，为2002年的诚信建设之 火添柴加 薪。
会计人诚信档案建立起来了，注册会计师开始前赴后继

地说“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900多家上市公 司的

领导人进行诚信 宣誓，以 保证公 司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
当今时代已将“知识”提升为资本，是否可以 把“诚信”也

提升为一种资本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

首先取决于诚信机制，其次 才是知识和技能。安然事件后，公

众质疑会计是诡计，注册会计师是魔术师，全美杂志以“我们

还能相信谁？”（Can we trust anybody anym ore？）、“他们知道

什 么？什 么时候 知 道的？”（W hat did they know？when did 
they know？）等为题，表示了莫名的无助与深刻的痛心。显然，

公众认 为真正的麻烦在于会计人诚信的缺失。
诚信首先表现为一种伦理 关 系，即诚实正 直的品德和持

续稳定的承诺关系。注册会计师作为“聪明人”可分为 两类，一

类是有智慧的；一类是耍小聪明的。大智慧的人意识到长远利

益的折现远大于短期利益，因此对建立良好的信 用记 录与履

行承诺信心十足；耍小聪明的人感到维护信 用需要付 出成本，

于是更看重眼前利益。小聪明与大智慧的区别在于对信 用投

资的大小。
信用这种投资的初 始成本很 高，并且还要将投资一直追

加 下去。当然会产生投资收益，只是回 报的周期可能让人不耐

烦。就像种树，总是比砍伐见效慢。这或许就是信用沙漠化的

原因。但无论外部的信用环境有多恶劣，你也没理由遗失诚

信，因为你是会计人！如 同 医生，不能由于病人的品 德不良而

做 出与救死扶伤相悖的行为，会计人也不能因信 用沙漠化 而

放弃维护诚信的积极性。
诚信还表现为是一个链条，会计界作为一个诚信链 ，环环

紧扣，首尾相连。一旦 业内有人从摧残诚信中获取超额利益，

自律的链条就会松垮。其他投资诚信的人会受到负面激励 ，恶

性连锁反应足以 导致诚信链的断裂。于是，我们可以 得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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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会计人的诚信靠自律来维护，而群体的诚信需他律来矫

正。建立个人诚信是从会计人的修养考虑，而维护行业诚信必

须基于一个系统。只 有让 大伪小信者受到抑制，败德失信者受

到驱逐，诚实守信者受到鼓舞，会计诚信 才不致成为镜花水

月。

W C O A 的展示

2002年11月，第 16届世界会计师 大会（W CO A）在我国香

港举行。这是首次在我国领土上举办的会计界奥林匹克盛会。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知识经济与会计师”。

我国的经济改革开放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极 大地推

进了会计的振兴与发展。从计划经济会计模式过渡到市场经

济会计模式，进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会计

改革之路，不仅是转轨经济国家的伟大实践，更是世界会计史

上的里程碑！本届 大会将集中展示我国会计的改革成果和注

册会计师的精神风貌。
“知识管理”、“审计师的重新定位”、“国际会计准则的严

峻挑战”、“审计师的独立性”等热点话题引起与会代表的浓厚

兴趣。
责任编辑  刘黎静

读者·作者·编者

激励与鞭策
——读 者 心 目 中 的 《 财 务 与 会 计 》

我选择，因为我喜欢

我从事财会工作十几年，《财务与会计》一直伴随着我。随

着社会的发展，机制的转换，我们 医院作为人事制度和分配制

度改革的试点单位，实行择优录取，竞聘上岗。在一次公 开招

聘中层干部的考试中，我通过了演讲、答辩及德、能、政、绩综

合素质的考试，聘任上了财务科副主任一职，我心 里非常自

豪。同时也深深感到，是《财务与会计》鼓励 我参加 了这次竞聘

并顺利过关。因为我通过阅读这本杂志，得到了知识的更新，

也掌握到了先进的信息和资料。还有，《财务与会计》就像我们

会计人的娘家人，烦闷的时候，可以 让心 灵得到慰藉。
——江西省南丰县中医院财务科  黄艳萍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 了《财务与会计》，从此就爱不释

手，并且暂时放弃了其他刊物。当收到 2002 年第5 期《财务与

会计》时，我被她深深地吸 引住 了，一口 气将所有文章通读了

一遍，有的精彩文章甚至读了 两三遍。读完之后，可以 说，有启

发，有所得。这本刊物，栏目很多，能适应各个层面的会计人的

口味，而且 办得很 活，内容又新颖。为了让更多的财会人员读

到这本刊物，我极力向我的朋友和同事推荐，并希望他们能为

《财务与会计》的做 大、做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江苏省滨海县八滩轧花厂  杨 建

作为《财务与会计》的忠实读者，我认 为她确 实有其独到

的一面，每年都会刊登许多有分量、高水平的文章。像“政策导

航”、“本刊专稿”、“特约观察”里 面的文章都不愧为上乘之作，

每每爱不释手，读了 又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连起同志作

为会计界的“诗人”，其付梓的文章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 实务

上都体现 出 了很深的造诣，而且其文笔流畅，富有诗意和哲

理，值得我学习和效法。
——河南省南召县小店供销社  高聚山

我是一名财会人员，也是《财务与会计》的忠实读者。我认

为《财务与会计》是一本很有吸引力的刊物，她既 是引导广 大

财会人员学习的好老师，又是广 大财会人员谈心交流的好朋

友。像我们基层财会人员，对一些小的意见与建议就特别感兴

趣。如 贵刊第 1 期 38 页刊登的《对双倍余额递减法倒数第二

年年初折余价值计算公 式的改进意见》一文，看了 以 后，对我

的工作很有启发。
——陕西省户县会计核算中心  王平理

会计的人文  人文的会计

12 年前，父亲去世的残酷现 实给了我很 大的打击。那时，

我在单位做经费会计，面对枯燥的阿拉伯数字，伴随着哀伤的

心情，情绪低 落到了极点。一个偶 然的机会，一位 同样从事会

计工作的朋友向我推荐了《财务与会计》。尽管她 不像一些生

活杂志那样引人注目，但是读过之后，才感觉：《财务与会计》

内容丰富，既 有财会理论知识，又有业务技术指导；既 有法规

介绍，又 有最新财会动态；既 有业务性的指导，又有人文关怀

……从此，工作之余，我有了新的寄托。我仔 细分析研究《财务

与会计》每期每篇文章的写作技巧，并且尝试着写一些论文或

随笔。如今，我已在大大小 小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各类文章近

400 篇，获得各种奖励 30 多次，连续四 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

者。面对书桌上一摞摞的《财务与会计》，我百感交集，感激，诉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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