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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团结■

2021 年 7 月 9 日，在 收 到 中 国 财

政杂志社《财务与会计》编辑中心编

写的《会计先生》一书之后的第三天，

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了全书。感谢《财

务与会计》以“愿我们彼此照亮”的理

念汇集了 68 位会计先生“勤勉、睿智、

诚信、担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感悟，

全书充满了感人的会计故事、闪光的

智慧和满满的正能量，为广大会计人

提供了前行的动力和方向，我更是受

益匪浅。

一、工作感悟：金玉良言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刘天猛先

生在谈及工作感悟时，总结出以下几

点体会 ：一是要做好沟通工作 ；二是

要抓好制度建设 ；三是要高度重视信

息技术对财务管控的重要作用 ；四是

要发挥财务监督职能 ；五是要积极适

应当前的严格监管环境 ；六是要充分

利用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可以看

出，这是刘天猛先生在国有企业多年

宝贵工作经验的总结，没有会计职场

上的磨砺是提炼不出这些体会的。会

计作为一种职业，可以服务于任何组

织。那么，作为会计人，该如何为所在

的组织创造价值？这是大家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华为任正非先生说过 ：“财

经管理部要培养对业务作战最实用的

财务能力，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有

了基座，万丈高楼平地起。”另外，自

财政部 2014 年 10 月发布《关于全面推

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后，

各界对会计人员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便

多了很多期许。以下我结合会计人员

职业能力框架尝试解读刘天猛先生的

部分观点。

在讨论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框架

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会计的定位。

传统的财务会计注重所在单位业务的

核算，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则注重单

位价值的创造和提升。会计作为职能

部门固然有其自身的战略，但也要服

从于所在组织（包括企业和非盈利组

织）的整体战略，当然，组织的整体

战略受到其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或外资企业等）和所处发展阶段及

其治理结构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会

计的职能具有监督和服务的双重属

性，既要做好日常核算和财务管理中

的财务监督工作，还要为其他部门提

供增值型服务，以此提升内部客户满

意度。这就是刘天猛先生所强调的发

挥财务监督职能，尤其是在国有企业

面临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除了要做好自身监管工作外，还需要

借助外部中介的力量，在增强决策所

需基础信息的同时，建立起风险防火

墙。其次，作为组织的会计机构，需

要借助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及新技

术实现财务目标。在充满不确定性的

时代，组织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内外部

风险，只有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流程

和制度，才能将不确定性转化为机

遇（而非风险）。尤其是随着组织规模

的扩大和业务的发展，更需要摆脱对

管理层个别人的依赖，制度建设就变

得更为重要，而制度建设背后的组织

文化理念则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最

后，沟通无处不在，会计工作“有为

才有位”。唯有为所在组织的其他业

务部门提供积极的专业支持，得到他

们的认可，才能协同为组织创造更大

价值。

在 明 确 会 计 机 构 职 责 的 前 提

下，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要求便呼

之欲出。按照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

（CGMA）的 调 研 总 结，一 个 胜 任 的

会计人员，在数字化时代，一般需要

具备专业技能、商业技能、领导力、

影 响 力、数 字 技 能 和 职 业 道 德。虽

然，不同职级的会计从业人员对上述

六项技能和品质要求不尽不同，但都

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其中 ：专业

技能是会计人员的立身之本，需要具

备扎实的会计、税务、内控等专业知

识 ；商业技能提倡会计人员深入了

解所在组织的业务，是做好业财融合

以及和其他部门沟通的重要基础 ；

领导力和影响力是凭借自己的专业

 品读《会计先生》
启迪人生智慧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1 1888 

知识和人格魅力通过为其他部门和

组织创造价值来实现 ；数字技能则

是利用大数据这一工具为组织的可

持续发展赋能 ；职业道德是会计人

员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也是会计

人员成功的基石。

二、立足会计：跨界思维

陈玮先生作为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

创始合伙人，从会计学博士转做投资

多年，对会计和投资的理解无疑是非

常深刻的。在遵循投资界“投资就是

投人”的理念下，他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会计相面法”，即 ：通过股权结

构看创业者的胸怀 ；通过企业资产

看企业规模 ；通过收入看企业成长

速度 ；通过费用看企业的管理水平 ；

通过薪酬看员工待遇 ；通过利润看

企业效益 ；通过税收看企业的规范

水平。陈玮先生透过会计问题发现企

业的治理结构、管理水平、发展阶段、

诚信度和法律合规性，对企业和投资

者均具有较大启发。我从 2015 年 7 月

转行从事投资工作，对陈玮先生的总

结深有体会。

企业尤其是初创型企业的发展，

既受公司所选“赛道”和商业模式的

影响，更受创始人团队的影响，毕竟，

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商业模式以及日

常运营中的重要决定皆由创始人及

其核心团队决策。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背景下，创业团队越来越

追求合伙人的理念，也就是大家都有

适当的股份，在筹集公司启动资金的

同时，大家也能随着公司一起发展壮

大。如果创始人坚持“一股独大”，是

很难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公司的，“财

散人聚”既是公司快速发展的重要基

础，也是观察公司创始者人格魅力

的重要视角。此外，在日常投资工作

中，往往需要对被投资企业进行尽职

调查，在具体开展时，除进行常规的

财务分析之外，更要注重公司的规范

性，也即企业在过去发展过程中，会

计核算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及其解释的

规定？税务方面是否存在偷税、漏税

和罚款的情形？经营过程中是否有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会关注企

业的日常行为是否遵循社会伦理的一

贯要求。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

各种原因出现错误在所难免，但对于

主观恶意的违法违规，作为投资方来

说是不能容忍的，主要基于“既然你

以往可以主动干坏事，投资后一样还

会择机干”这样的理念。很多商业前

景一时看起来比较好的项目被我们公

司断然否定，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判断

是正确的。相信陈玮先生的总结对创

业者如何平衡好企业发展和合规性也

会有一定启发。

三、奉献社会：多彩人生

安永大中华区审计服务主管合伙

人王鹏程先生从会计教师转为审计工

作多年，对自己的“两栖”会计人生感

到很满意，他力求做到理论与实务相

结合，用专业成就梦想，以行动回馈

社会。在教育战线时，他桃李满天下 ；

从事审计时，坚守质量底线和价值创

造。经常到大学去做讲座，也一直坚

持在几所大学担任兼职导师，主动与

学生分享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反映出

会计人乐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实际上，

书中众多会计先生都在以不同的形式

用专业报国、服务社会，折射出会计

这一群体的家国情怀和高尚品格。

会计学中，“资产－负债 = 所有者

权益”这一恒等式反映了会计这一门

科学的艺术之美。将其放大到社会学

中，作为个体或者组织的价值可能在

于其付出大于回报（索取），这样社会

才是持续增值的，换句话说，整个社

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反之，社会又

如何能够进步呢？奉献社会时，不求

回报，短期看也许是吃亏了，但如果

换个角度来看，则未必如此。公司对

社会的贡献，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目

标的实现，还在于社会责任的承担。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众

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纷纷捐款捐

物，有的甚至转行生产口罩等医疗物

资，都体现了企业对社会公众的关心

和自身社会责任的履行。从财务角度

而言，也许利润受损、现金流减少，但

公益行为在客观上也宣传了企业的品

牌、提升了企业的声誉，也赢得了社

会公众的信任，对于公司的中长期发

展是大有裨益的。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会

计变革的节奏也在加快，除会计准则

的国际趋同以及财务与业务的深度融

合之外，还在于新经济新业务新模式

对会计行业带来的数字化挑战。会计

人只有以兼容并蓄的心态接受挑战，

勇于创新，才能实现会计的大发展。

正如本书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执行总

裁王国海先生所阐述的“平衡”理念，

这个世界充满了平衡，我们也要学会

平衡 ：人与自然之间互为因果，失掉

平衡将引起灾难 ；人与人之间彼此依

存，失掉平衡将产生对抗 ；不同产业

链的企业环环相扣，失掉平衡将产生

风险 ；会计审计始于平衡终于平衡。

平衡是会计的灵魂，是会计系统得以

构建和有序运行的基石。

常言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 ；行 万 里 路，不 如 名 师 指 路 ；名

师指路，不如自己领悟。希望通过品

读《会计先生》，会计人能够自我赋

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为中

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

贡献。
（作者单位 ：武汉晴川学院 /武汉烽

火与时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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