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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与会计使命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伍中信

什么是和谐社会？虽

然理论界从不同的学
科视角给予了诠释，

但总的来说，和谐社
会是指全体人民各尽
其能 、 各得其所的
一种先进的社会文明

和稳定的社会秩序。

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确保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妥善协调好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

系。这就需要一套健全、有效的制度体系来激励与约束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以维护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的和谐程度与其文明程度和社会秩序的良好程度是

基本一致的。

产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一个社会的产权思想状况深刻地反映了同时代社会

的文明发展程度，而产权保护则是决定社会文明的根本制度保障。产权保护的前提是要清晰

界定产权，如果界定不清，产权保护也就无从谈起。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社会职能是专门为维护社会秩序而产生的，比如法律就是为保护产

权而产生的。凡是有人抢了或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均由其来纠正并实施惩罚。会计学不但具有保

护产权的作用，而且还具备界定产权的功能。一方面，会计通过记录经济业务处理流程，明晰地界定产权边界，以形成稳

定的社会秩序，为产权保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会计通过审计（包括注册会计师）活动，鉴证产权关系，监督与保护产权

主体的利益。实践表明，与其他学科工具相比，会计由于其自身所内涵的“核算和监督”两大职能，使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

功能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双重优势。因此，“反映产权关系、体现产权结构、维护产权意志”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会计在构

建和谐社会中责无旁贷的重大使命。

会计的本质是“受托责任”，会计的目标在于认定和解除这种“受托责任”。依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传统，它

既要维护委托人（所有权、债权等）的合法权益，又要明确受托人享有的权力（经营权等），会计学就是在这种产权利益

“折中”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成熟的。

古往今来，会计的发展与同时代的经济变迁息息相关，其在保障社会经济秩序、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

贾谊曾在《 治安策》中提到“凡例之计，为律者，计乱而天下治乱”；杨时展教授也深刻地指出“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

计乃治”；早在1962年，党中央就明确指出了会计工作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办经济离不开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

重要。”这些都是对会计在明确产权关系、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根本认识与评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产权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产权结构日益复杂，在市场化推动经济快

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分配不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不和谐因素。特别是受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经营

困难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计组织和人员更应牢记新形势下的使命，强化职业道德，增强受托责任，确保会计准则

在公司治理、财务报告及企业责任等领域得以有效实施，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以充分发挥会计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促

进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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