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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人员 管理体制改革

之 我 见
吴国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会计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特

别是在改革会计核算制度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就。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的会计工作也存在秩序混乱、

信息失真等问题。许多单位和个人，利用假发票、假帐

本、假报表、假审计报告等达到逃避税收、截留财政收

入、侵占国有资产、骗取荣誉等非法目的。从“大检查”

每年都能查出巨额违纪金额来看，所存在的问题是严

重的、普遍的。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直接或间接与会

计工作有关，与会计人员的“配合”有关。那么，为什么

目前我国的会计工作发挥不了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的

应有作用呢？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会计人员管理体

制不完善无疑是重要因素。会计人员作为单位行政领

导人属下的一员，叫他监督自己的领导确有难言之隐。
因此，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已是客观必然。但如何

改革，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委派制”虽是一条思

路，但也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笔者认

为，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会计管

理的现状，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一是加强会计管理机构的建设；二是把单位行政

领导人作为会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三是对会计人员

和会计机构采取不同的形式管理，重点管理好会计师。

一、加强会计管理机构的建设

1.在职责权限上，应当赋予各级会计管理机构《会

计法》的执法权。对违反会计法规制度的单位和个人，

具有直接处罚权。如罚款、查封帐户、停业整顿、撤销会

计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等等。1985 年，《会计法》刚颁 布

时，许多会计人员发现本单位严重违法违纪问题或因

坚持原则受到打击报复时，都找财政部门申诉。最近几

年来，反映这类情况的很少了。主要是因为财政部门解

决不了什么问题，起不了靠山的作用。有人形象地说，

财政部门拿一根麻杆撑着会计人员的腰，不敢靠，一靠

就倒了。同样，财政部门的同志也想解决这些问题，把

会计管理机构办成会计人员的娘家，但力不从心，没那

么大的职权。靠宣传教育，靠协调商量，更要靠依法治

理。为此应当修改《会计法》，使其更具有操作性。
2.在干部的配备上，应当选拔素质较高，责任心、

事业心强的干部从事会计管理工作，并保持相对稳定。
在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单位，但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岗位。许多领导都说，选拔一个

称职的会计管理机构负责人不容易。会计管理干部首

先要责任心、事业心强。许多工作要靠自己去开拓，在

困难和问题面前，要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其次要有

较强的协调能力。管理一个地区的会计工作，接触面很

广，光靠行政手段不行，要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较好的

人际关系。再次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每一个会计管理

机构都应培养几名在会计法规制度和会计电算化业务

上的权威人士，负责本地区会计法规制度和会计电算

化业务的宣传、培训、咨询和检查指导等。目前许多会

计管理机构的人员配备数量不足，素质不高，不能适应

工作需要，应下力气抓好人才的选拔培养工作。
3.在管理经费上应予以保障。会计管理所需要的

业务经费不算多，但目前靠一事一议，打报告申请。省

市还好些，到县一级很困难。正常的会计管理业务经费

应当在财政总预算会计科目中增设一个 “会计管理业

务费”，列入预算基数，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举

办一些大型活动时，需要经费较多，再一次性申请。有

些地方财政较困难的，上级财政部门应在会计管理经

费上予以补贴（是否可从每年会计资格考试的报名费、

培训费、教材发行手续费及会计证考试报名费、培训费

等“有效”创收中解决一部分呢？——编者）。

二、把单位行政领导人列为会计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

我国的会计人员，在计划经济时代，既要为国家利

益负责，又要为企业利益负责，所谓具有“双重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又加上了职工个人利益，成了“三重身

份”，经常处于矛盾的焦点上，弄得里外受埋怨。笔者认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为，会计人员做为单位的一分子，在单位负责人领导之

下，就应当在法规允许范围内为本单位谋取利益，为单

位行政领导人负责。会计监督只能在本单位负责人领

导之下，对内部各部门、各单位和职工实行监督；对单位

负责人的监督应主要由外部监督机构来完成。例如审

计机关的任职中期审计，离任审计等等。当然单位行政

领导决策有失误或有违法违纪行为时，会计人员应本着

对领导负责的精神，向其说明、劝阻。当领导执意要办

时，会计人员应按领导指令办，其后果责任应由做出决

定的领导承担。会计人员只享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举

报权力和义务，而不应再强加于其它什么责任（以上所

言，作为一种改革思路无疑有它的合理性，但在目前外

部监督力量尚还薄弱，尚未形成制度化和现代企业制度

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仍应履行《会计法》赋

予的应有职责。——编者）

《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领导人领导会计机构、

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本法，保证会计资料的合法、

真实、准确、完整，保障会计人员的职权不受侵犯”。这

就明确规定了单位行政领导人是会计工作好坏的第一

责任人。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出现会计

基础工作混乱，会计核算不实，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外

部监督机关应首先追究单位行政领导人的责任。“不

懂”、“不清楚”、“不知道”等都不是推脱责任的理由。无

论财务会计工作出了多大问题，会计人员的处分都不应

高于单位行政领导人。即使纯属会计人员个人的问题，

也要追究单位行政领导人用人不当的责任。这样，对任

人唯亲或宁用蠢才不用人才的领导是一种警戒；对坚持

原则、忠言直谏的会计人员是一种鼓舞和勉励。如此一

来，今后专门用“糊涂”会计和“听话”会计的也许会少

些。

三、管理好会计师

笔者曾随团考察过美国的会计管理。美国会计管理

工作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之一，就是管理工作有重点。
要管就管严管细，不需要管或管不过来的就干脆不管。
例如会计人员的管理，就把会计师管住，从资格的取得，

到后读教育，从法规标准，到职业道德，规定得非常细，

执行得非常严，违反了就要受处罚，直至撤销资格，不予

年检注册。
在我国的会计专业职务中，会计师是比较重要的，

每一个独立核算单位都应有一名或数名会计师做为财

会机构的负责人或业务骨干，主持该单位的财务会计工

作或某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只要把会计师这一层次

的会计人员管明白了，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解决（靠几

千名会计管理干部管全国 1 200 万会计人员，管不好，

也管不起来）。笔者建议，政府应集中精力把会计师管

理好，把培养选拔和管理初级会计人才的工作交给各单

位的会计师去完成。为此，需要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1.把聘用会计师作为办企业的先决条件。会计工

作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无论宏观调控还是微观

管理都离不开真实、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因此，办企

业必须把选拔合格的会计师和建立规范的会计核算、会

计监督体系作为先决条件。所有企业，包括实行企业化

管理的事业单位，在工商登记注册、税务登记、财务登记

时，都必须持所聘会计师的任职资格证书来办理，否则

不予登记注册。业务简单的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

以不聘会计师，但必须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或经财政机关

批准的代理记帐机构代理记帐。实行这一措施，一是能

迅速提高会计师的社会地位，使会计工作普遍受到重

视；二是随意任用或随意解聘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的将大

大减少，因为这样的企业领导人将会受到抵制，无人应

聘；三是增强了会计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聘用的

机会和解聘的机会是同时存在的，必须努力工作，显示

出自己的才能，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做出贡献，才能巩

固自己的位置或找到更好的位置；四是促进了会计人才

的成长和流动，有利于克服论资排辈现象，促使会计人

员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水平，尽快取得相应任职资格。
2. 对会计师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提出严格要

求。我国已实行了会计师的任职资格考试制度，这是选

拔会计人才的一个好办法。今后会计人员管理的重点

应放到对已取得会计师任职资格人员的监督管理上。
应制定法规，对会计师的政治、业务素质、工作能力、职

业道德标准等提出具体的要求，并对违反这些法规规定

的，提出明确的、可操作的制裁措施。尤其要加强职业

道德教育。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标准，要高于其他行业的

职业道德标准；对违反职业道德标准的会计师的处罚，

要高于其违反业务标准的处罚。要对会计师实行年检

制度，年检不合格的，根据情节给予暂停或取消会计师

任职资格的处分。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放弃对初级会计

人员的管理，把工作重点放到对会计师的管理上，全国

各级财政机关中的会计管理机构一定能象交通警察管

理汽车司机一样，把会计师管理好，把会计工作秩序治

理好。
3.加强对会计师的后续教育。应当通过立法来规

定会计师每年必须接受继续教育的课时。会计管理机

构应根据本地区会计师的实际水平和工作需要，有计划

地安排继续教育内容并编写相应的教材。并要把接受

继续教育作为会计师年检的重要条件之一，促使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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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知识，跟上时代前进和经济发展的步伐。

四、采用不同的会计工作组织形式

我国会计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企业会计、行政单

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和财政总预算会计（包括税务会

计和国库会计）。应针对这四类会计的不同特点，采用

不同的会计工作组织形式：

1.对企业会计采取聘任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厂长、经理应有充分的自主权

（当然也包括财权和干部的任免权）。前面已谈到，企业

的行政领导人（法人代表）是本企业会计工作质量的第

一责任人，他有权在具备会计师任职资格的人员中选

聘本企业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行政领导有

聘任和解聘的权力，会计师有应聘和拒聘的权力。双方

的权力、义务、聘任期、待遇等都应由聘任合同规定之。
没有会计师，又没有委托代理记帐的企业，不能办理营

业执照。
2.对行政单位和小型事业单位采取财会工作站的

形式，集中统一进行财务会计管理和核算。目前，我国

省、市、县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都有几十个。大的厅局

有一二百人，小局只有十几个人，甚至还有不到十个人

的。对这些单位的经费（包括其所属的一些科研所、信

息中心等小型事业单位），应由财政部门负责组织财务

会计工作站，集中统一进行核算和管理。因这些单位的

会计工作业务量小，核算比较简单，每一个单位都设一

个会计、出纳无疑是一种浪费。集中统一的好处，一是

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二是有利于节约资金和杜绝

不正之风。几十个厅局的经费集中统一管理和核算，财

会工作站由财政部门管理，审计部门监督，按规定收

支，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必然杜绝。行政收费纳入财会

工作站管理，预算外乱收乱支，小金库，二本帐三本帐

的问题将大大减少。另外，把原来分散在各单位的银行

存款、库存现金集中到一个户头、一个金库中来，也减

少了资金占压和浪费。三是有利于实现会计电算化。集

中统一管理，核算业务量比较大，可以上微机等现代化

办公设备，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会计信息的质量。
3.对事业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采取双重任命的

制度。大中型事业单位（例如大中专院校、医院等）的会

计机构负责人应由本单位和同级财政部门共同任命，

或者由单位行政领导人在任命之前征得同级财政部门

的同意。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事业单位（包

括全额和差额拨款单位）花国家的钱，由财政拨款，必

须按国家规定办，不象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需要那么多

的变通和灵活。所以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应保持既对

国家负责又对本单位负责的双重身份。坚持原则的会

计人员应受到财政机关的保护，不得随意撤换。
4.财政总预算会计（包括税务和国库会计），其管

理和核算是由财政体制和财政分配制度来决定的，因此

应按财政管理体制和法规制度办理。
以上对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议论，纯属一孔之见，

抛出这块砖头，但愿引起大家的讨论，期望同行们拿出

更好的金言玉策。
（作者单位：吉林省财政厅会计处）

责任编辑  秦中艮

财会知识

新版普通发票的 特征

许太谊

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

围内更换使用具有统一防伪措施的新版普通发票。新版

普通发票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发票联采用专用水印纸印

制，水印图案为菱形，中间标有 SW 字样，发票联不加印底

纹；二是发票监制章和发票号码采用有色荧光油墨套印，

印色为大红色，在紫外线灯下呈橘红色反映。对目前尚不

具备使用带水印无碳压感纸条件的地区，可暂时使用无

水印普通无碳压感纸印制发票联，但发票监制章及发票

号码仍采用有色荧光油墨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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