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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层会计人才队伍素质的思考及建议

繁重，要驻村工作或下工地，经常一

去就是几个月，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看书学习。二是会计职称考试主要

依据于理论考试，而缺乏会计实务操

作的考核部分，这种单一的考核模式

把那些归层拥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会计

人才拒之门外。三是会计人员的流动

性增大，导致会计管理工作难度增大，

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难以保障，优化

人才队伍也难以为续。

3. “搞不清”—— 归层会计人员政

策业务把握不熟、不精

归层会计工作者青黄不接、知识

结构偏低，对会计业务、科目、分录拿

捏不准 ；尤其是在农村集体财务管理

方面，会计核算归础工作薄弱、核算

不规范，在资金管理使用方面存在较

大的随意性，导致农村集体经济财务

管理监督缺位。

（二）思考与建议

1.以抓制度建设激发会计人才活力

县、乡级政府应该为会计人才创

造“制度供给”，坚持“留人”是关键、

“用人”是核心的总体原则。一是形成

服务体系，让人才“留得住”。形成全

方位服务会计人员及家属的保障体

系，解决就业后顾之忧。实行市（州）、

县、乡（镇）三级“一盘棋”战略，即集

中统筹形成服务于会计人员落户、住

房、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安置的保障

体系，开通服务于会计人员的绿色通

道。二是健全评价标准，让人才“用得

好”。用人关键在于人岗匹配，要充分

了解会计人员的专业背景和经历后，

为深入了解归层会计工作现状，

笔者对一些县级市的归层会计管理人

员和会计工作者进行了访谈，分析归

层会计人员突出问题，对加快推动归

层会计工作转型发展、提升归层会计

人才队伍素质提出实效性对策建议。

（一）突出问题

1. “留不住”—— 归层会计人员外

流现象明显

从对吉首市和泸溪县的调研发

现，归层会计人员、财务人员“留不住”

的问题相当严重。从吉首市 2019 年会

计人员信息采集的结果来看，全市会

计人员共有 3 395 人，相比 2016 年时减

少了 1 636 人，人员外流现象明显。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经济相对薄弱，

地方支柱产业不够强大，外向经济发

展缓慢，品牌经济滞后，导致了实体

经济现代化管理意识和创新意识都较

差，制约了对会计技术人才的需求和

培养。同时，大城市确有着小城市没

有的成长机会和发展平台，这让很多

市县里培养的大学生，念完书就直接

选择去大城市工作打拼，不考虑留在

小城市，导致人才外流现象明显。另

一方面是归层会计工作任务重，责任

大，并且近几年对归层会计工作的检

查、巡视力度也越来越大，导致归层

会计工作变得风险高、压力大。

2. “考不过”—— 归层会计人员取

证难度大

会计职称考试考不过一直是市、

县归层会计人员心中的痛。溯其原

因，一是由于归层会计人员平时工作

袁理■

再分配工作任务，实现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人事相宜 ；同时坚持完善考

核评估机制，积极推进和创新人才评

价方式，对不同人才实行差别化评价

和管理，利用“鲶鱼效应”，形成良性

竞争，充分发挥人才的特长与潜能。

2.以抓业务培训提升会计队伍素质

为进一步夯实县、乡级会计归础

工作，提高县、乡级财务人员的综合

素质，亟需加强对县、乡级财务人员、

乡镇财政所及农村财务管理人员的培

训力度 ， 委派专业人员进行相关业务

培训。培训应该贴近县、乡镇及农村

实际工作展开，重点放在乡镇财政职

能定位及改革、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农民补贴、村集体会计委托代理、财

政支农资金政策等方面，突出打归础，

重在练归础。

3.以考促学扩大会计专业人才规模 

动员和鼓励县、乡会计人员以考

促学，积极参加会计职称考试和评审；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将

适当放宽报名条件、单独划定合格分

数线、发放本地区资格证书等办法相

结合，做好人才人事扶贫攻坚工作。

同时，加大县、乡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管理力度，丰富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

并建立归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与晋升

相衔接的激励机制，将参加继续教育

情况作为归层会计人员考核评价、岗

位聘用、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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