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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与会计》 开展会计职业道德问 题的 讨论以

来，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文章，读后颇受启发。特别是

1986年第 7 期登载许明霞等同志的文章，对会计职业

道德的具体内容和表述方式进行了概括，对我 们这些

从事实际工作的会计人员更有帮助。但我 认为在其表

述方式方面还不够简炼、 准确。不能象医务工作者的

“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和 商 业工 作者的 “买卖公

平，童叟无欺”那样反映出从事会 计这一特定职业最

显著的与其它职业不同的道德规范。其 次，在包含的

内容方面，我觉得作为职业道德标 准，主要是指从事

这种特定职业的人，应具备的思想品德方面的内涵，而

不宜把怎样才能达到这些标 准而应 做的 努力 列入其

中。如许明霞同志一文里所列的 “热爱本职，坚守工

作岗位，虚心好学，精通本行业务”两条所要求的不仅

仅是会计人员，而是社会主义各行各 业的从 业人员均

应具备的基本品德。

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会计职业道德可以概括为

“如实反映，正确核算。严格监督，坚持原则。廉洁

奉公，忠于职守。”理由如下：

一、 “如实反映，正确核算”是《 会计法》 对会

计工作的最起码要求。

会计作为管理经济的工具和信息系统，都 要求核

算的数字真实、准确、完整。而要做 到这一点，必须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从历次财务大检查的情况来看，

除少数单位是因为管理基础薄弱，会计 人员业务水平

低而造成的数字不实、帐目混乱外，往往是一些企业为

了本单位的利益，有意弄虚作假造成的。如有的任意

改变原始记录，利用帐务处理 “技巧”进行违法活动；

有的对国家的 《成 本管理条 例》 置若罔闻，任意乱

摊、乱挤成本费用，搞所谓的 “书记成本”、“厂长

利润”；有的把 “待摊”、 “预提”等科目作为升降

成本利润的“调节器”，利用往来帐户作为 截留收入、

隐匿利润的“储存库”；还有极少数会计人员甚至为

领导出坏主意，想歪点子，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

公肥私、坑害国家。如此等等，足以 说明一个会计人员

如果没有“如实反映、正确核算”这一最基本的职业道

德，即使有很高的业务水平也可能给国家造成损失。

二、 “坚持原则，严格监督”是 《会计法》 赋予

会计人员的光荣职责。

《 会计法》 用五条内容来阐述会 计监督的性质、

内容和方法，充分说明会计监督的重要性。它不仅是

会计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国家赋予会计人员的光荣

职责。

在实践中，多数财会人员工 作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既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工

作矛盾，得到单位领导和职工群众的一致好评，有的

还被评为先进。但是，也有一些财会人员原则性不强，

怕伤了“和气”，怕 “穿小鞋”，怕打击报复，对明

显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也不敢抵制，不敢斗争，放弃

了会计监督的职责。结果是你好，我 好，大家都好。

我认为。这样的同志不能算好会计，因为他们缺乏会

计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思想品德，没有履行会 计监督这

一基本职责，丧失了会计人员的 职业道德。

三、 “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是会 计人员的基本

品德。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关系中的基本问题，是个

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商品经济社会

中，一切物质利益都表现为商品与货币，人们的道德

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待商品和货币的态度上。
会计人员是管钱、管物的，成天与钱 财物资打交道，

如果本身不能廉洁奉公，忠于职守，而是“近水楼台

先得月”，利用职务之便，贪小便宜，多拿多占，甚

至“见利忘义”贪污盗 窃 国 家资财，又 怎能 履 行

会计工作的职责呢？资本主义国家的 会计职 业道德尚

且把“廉正、客观”作为会计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 会计工作 者更 应该廉洁奉公，

忠于职守。也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原则，严格执行财

经纪律，同一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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