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5年超过 6 000 万元。虽然他已步入古稀之年，但他

不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近

年来，有好多人劝他退休，他说：“一不退、二不休，财会

工作做到头。”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发出光和

热。
责任编辑  周文荣

会计人语

会计难当 执法者  但应争当 守法者

毛鸿文

《财务与会计》1996 年第 6 期刊登了张俊才同志

“《会计法》执法者何以执法”一文，提出了当前在经济领

域中尖锐复杂而又普遍遇到的难题。毫无疑问，解好这

道难题，对于深入开展党中央号召的“反腐倡廉”，对于

切实贯彻朱镕基副总理提出的“约法三章”，对于认真落

实国务院“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的要求都是非常有利

的。
会计在《会计法》中的位置如何界定？笔者认为浍

计难当执法者，只应争当守法者，但决不能当违法者。
这是因为，会计既无阻止违法的能力，更无处理违法的

权力，特别是对领导层的违法行为。如果要会计当执法

者，好比是要会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样，使他处

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

组织，它的经营活动是在《企业法》、《公司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法规的约束下进行的，企业只能守法经营，

照章纳税。和企业与企业法人既不是执法单位也不是

执法者一样，会计在《会计法》的约束下，按照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而进行的会计活动也不能称之为是执法者。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工商企业都将成为

“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会计作

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工具，会计人员作为企业的一员，对

企业和企业领导人负责是顺理成章的事，会计利益与企

业利益一致是正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相反，要会计

不考虑单位利益，不按领导人的意图办事，纯粹以执法

者的身份出现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必须强调一点，

维护单位利益也好，贯彻领导意图也好，会计不能以牺

牲国家利益为目的，搞假帐真做、真帐假算。否则，不仅

出卖了贞操，也将沦为违法者，自己把自己推到被告席

上了。
当企业领导人正欲违纪违法，会计又无能力制止，

执法者还不能到位的时候，虽说违法者这时的行为已经

丧失了领导资格，但他们确实正行使着领导职权，在这

个期间，会计应该怎么办？是通同作弊，同流合污？还是

坚持原则顶着不办？笔者认为，会计可用三步处理法，

即：首先，宣传讲解有关法规晓以利害，争取领导人收回

成命，改弦易辙；其次，若领导人一意孤行坚持要办，在

劝说无效、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会计只能在帐面上如实

反映；再次，若领导人不愿如实反映，坚持要会计作假

时，会计人员只有依据问题的性质，并选择适当的方式

向有关部门反映，争取自我保护。
《会计法》的执法者究竟是谁？是司法、监察、审计

机关和财检部门。他们既是守法者的保护伞，又是违法

者的审判官。社会中介组织如会计、律师事务所也是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如果这些中介组

织违法，也将受到执法机关的查处。
（作者单位：新疆哈密红星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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