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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对会计规范进行理性分

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会计执业人员只有具备

高水准的职业道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会计

欺诈和会计造假，进而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客

观、真实的会计信息；才能使得会计在市场

经济中起到维护经济公平和提高经济效率

的作用。结论是既要完善会计规范，又要重

视会计道德建设。

一、引言

会计道德是指会计人员的善恶价值取

向，它由会计人员的道德素质所决定。会计

人员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于会计准

则、会计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能否得到正确

的贯彻执行、对于会计实务活动最终能否客

观、真实、可靠和准确地向利益相关者提供

会计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综观古今中外，凡是会计人员道德素质

较高的时候，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有关会

计规范就能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会计实务

就能客观、真实、可靠和准确地向利益相关

者提供会计信息；凡是会计人员道德素质较

差的时候，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有关会计

规范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会计实务

就不能客观、真实、可靠和准确的向利益相

关者提供会计信息。甚至可以说，会计人员

的道德素质是决定会计信息客观、真实、可

靠和准确的最主要的因素。

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从哲学的观点

看，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是对会

计实务进行指导的会计理论。会计理论的这

种指导性以及会计理论之所以为会计理论，

决定着其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相对局限性。

正是因为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是

有局限的，所以它才会发生变迁，才有对会

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进行创新的必

要，会计人员的主体性也才能获得了另一重

要的展示空间。

二、会计规范的理性分析

（一）资产与权益运动及由此形成的经

济关系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只是众多因素中

的一个。在这个众多因素组成的系统中，会

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所起的作用是

有限的。资产与权益运动的许多方面，其中

包括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何以产

生这样的问题，是它管不了也不应管的。由

于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形成和资

产与权益运动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之间

存在着单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因此在某些

方面，该矛盾就会表现出类似于哥德尔定律

描述的那种情形：一个理论在自身范围内是

自足的，但当追问至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元”

根据时，它便会出现问题，该问题在这一理

论自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是

从资产与权益运动演化而来的，它可以规

定、指导、强化、调节和控制既有资产与权益

运动，却不能决定资产与权益运动。资产与

权益运动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是市场经

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又要以经济活动为基

础。因此，在经济活动、资产与权益运动及由

此形成的经济关系和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

会计规范三者中，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

计规范是一个有着被决定方面的因素，它的

产生、性质由经济活动、资产与权益运动及

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所决定，它的功能因而

也不以会计人员的意愿为转移。当经济活

动、资产与权益运动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

发生变化时，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

范管不了的情况就会日益凸显出来。

另外，会计人员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会

计人，人的行为必然要受思想、意识的影响；

同时人又是有感情的，感情的交流在经济活

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在

人的心目中占有无法取代的地位。会计准

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可以硬性规定、指

导会计人怎样开展会计实务活动，却不能硬

性规定、指导会计人怎样思想，或者说它在

某些方面可以规定、指导会计人的观念；但

在另一方面，会计人的观念还受其他因素影

响。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作为规

定、指导或限制会计人行为的规则，是会计

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

础上。而对非理性的感情、观念，它便显得力

不从心，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会计准则、制度

和有关会计规范在感情、观念面前摆出一副

冷冰冰的架势，并因此而防止了感情、观念

带来的偏见。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会

计实务活动中碰到感情问题和观念问题时，

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运行起来就

磕磕碰碰，就会变通，甚至产生扭曲。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不让做的事情会

计人员却做了，而不惜承受严厉惩罚的代

价；为什么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

规定应该如何去做的事情会计人员却不做，

尽管这些事情对会计人员有好处而没有任

何惩罚的代价。得出的结论是，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对会计人员的行为约束

是不完全的。诺思曾指出：勤勉的、努力工作

的和凭良心做事的工人与懒惰的、工作偷懒

的和得过且过混日子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它

取决于用以减少逃避责任的意识形态观念

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他认为，这一观点

适用于说明偷盗、诈骗、白领犯罪和虚报开

支等通常所说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批评新古

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尽管有一整套不变

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这些规则

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着相当的局

限性。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才是

真正且最终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

要素。（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P51）

从诺思的分析当中，我们是否可以演绎得

出，财务欺诈、会计造假的消除，仅仅靠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是不够的，而最

关键的是会计人员必须有道德、有诚信。

（二）在会计实务当中，有许多财务欺

诈、会计造假案件的发生并非没有会计准

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而是会计人员不

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会计准则、制度

和有关会计规范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

段吗？应该说在会计实务中，有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却不执行、甚至去违背的

现象是相当普遍，其中一些还属于重大案

件。通过对这些重大案例的分析，不难发现：

这些案件的发生，并不是源于没有相关的会

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而是有相关

的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但却没

有执行。应该说，有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

计规范而不执行，反映了会计准则、制度和

有关会计规范的一个局限：会计准则、制度

和有关会计规范是有效力的，但并不是时时

处处都有实效。效力的意思是指，会计准则、

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是具有约束力，在会计

实务中确实可以发挥作用，会计人员应当遵

循和执行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

实效的意思是指，会计人员的行为符合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的要求，会计人员

实际上就是按照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

论会计道德与会计规范

———来自会计规范缺陷的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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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规定去做的，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

计规范在会计实务中确实被遵循和执行了。

实效只是效力的一个方面、一个条件，而不是

效力本身，不是效力的理由。我们不能因为会

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有时没有实效

而说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没有约

束力，没有效力，从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

段。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会计准则、制度和

有关会计规范有效力，就认为，它就必然有实

效，必然被执行。

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规定

着会计人员的行为，但会计人员遵循或不

遵循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的行

为，却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深入

分析会计人员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中遵

循或不遵循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

范的原因，可以发现，有些原因是源自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以外的因素，有

些原因则是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

范本身造成的。

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方法

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在一定范围内或一

定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和空

间范围中会计人员会进行财务欺诈、会计造

假，会不遵循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

范的原因。按照成本———收益分析法，人做

或不做某事，取决于他对该事情所获收益和

所付代价之比的计算，他做事之前总是选择

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事情来做。财务欺

诈、会计造假虽然有风险，但成本很低，有时

甚至边际成本等于零，但造假者获得的收益

却很大。正因为如此，财务欺诈、会计造假屡

禁不止，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可见，

对于那些能给人带来巨额收益的行为，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的约束是有限

的，它可以竭力防范，却无法根本杜绝。马克

思在谈到这类问题时曾经引用了约·邓宁说

过的一段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

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

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

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

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

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会犯任何罪行，甚

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

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2 卷，P266）

应该说，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

范自身的局限性是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

计规范失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使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在遏制财务欺

诈、会计造假面前失效，而且使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在激励员工积极性、约束

机会主义面前无力；它不仅使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不能有效地惩处欺诈、造

假行为，而且使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

规范不能有效地声张正义。在现实的会计实

务中，有一些问题，如贪污、挪用、偷税、漏税

等等，多数不是什么大问题，完全能够有效

地加以遏制和克服，但却由于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的局限，使它们成为“有

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而不执行”

的必然产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还有一些

情况，如调动员工积极性、保护相关利益者

权益等等，本来是容易做到的，也是国家有

关法律早已规定的，但却由于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不完善，使得这些方面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于正气迟迟不

能上升，而机会主义却肆意蔓延。

其实，有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

范而不执行的情况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就是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自

身存在的规则性和选择性的矛盾。会计准

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规定会计实务活

动，主要依靠规定什么“应 该 ”什 么“不 应

该”，从而把会计人员的行为限制在某一特

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之内。换句话说，

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主要依靠

规定会计人员的行为，从而达到实现会计

目标和保障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的目的。如

果我们从具体操作程序来看，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规定越详细越好。但会

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规定越细，意

味着会计人员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越小。会计人员越是遵守会计准则、制度和

有关会计规范，循规蹈矩于特定的“空间”

“时间”范围内，会计人员就越显得机械、呆

板，这显然不利于发挥会计人员的创造性、

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有利于发挥会计人员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角度看，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应当给会计人

员的选择、判断留出充分“空间”和“时间”，

使其能自己思考、选择和判断，在确保提供

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规范有序运行的基础上，自行地处理、

解决会计实务问题，并自己承担责任。正是

由于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所固

有的规则性和选择性矛盾，使得会计准则、

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也就为财务欺诈、会

计造假提供了机会，使违规行为成为可能。

因为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所固

有的规则性和选择性矛盾必然会导致一个

可能性的“空间”和“时间”，这样作为有限

理性的会计人员就可从中做出多种选择，

由于经济人必然会追求自身效用自大化，

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保证会计人员的选

择都是符合规则，相反，倒是可以肯定违规

行为却是不可避免。

此外，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会计准则、

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的规定性和选择性矛

盾并非是完全否定性的。为了说明这一点，

可以对比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强调规定

性，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可供会

计人员选择的范围和空间非常有限，因而

很少发生财务欺诈、会计造假的情况，但计

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市场经济体制强调

选择性，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中

的应如何及不应如何，很大程度上可以由

会计人员根据自身的利益和自己的判断自

主决定，因而财务欺诈、会计造假的情况时

有发生，但市场经济体制有效率。当然会计

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的规定性和选

择性是可以统一的，但问题在于，无论怎样

统一总要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所以矛盾是

始终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究竟选择何者

为主何者为辅，取决于财务会计的目标。目

前人们对财务会计目标虽然颇有争议，但

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却

是一致的，即将效率置于优先地位。这样，

在一个以效率作为优先，以选择作为主导

的改革环境中，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

规范的好与坏、优与劣，就不在于它规定的

如何具体与详细，而在于它能否在确保财

务会计提供有关会计信息的前提下，为会

计人员的选择提供多少可供发挥的空间和

时间。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会计实务活动

过程中，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不

是万能的，而没有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

计规范则是万万不能的。辩证地认识这个

问题，有助于防止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

计规范至上的工具主义、技术理性思潮；同

时对于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重

要性及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亦

不 应 该因 其 局 限 而 受 到 任 何 的 怀 疑 和 动

摇。 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范的局

限性，有些来自其外部，有些来自其内部。

对来自外部的原因，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

会计规范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通过会

计人员的道德素质来加以解决；而对那些

来自内部的原因，则可以通过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的修订、变迁予以完善。

规定性和选择性的矛盾，既是会计准则、制

度和有关会计规范局限性的原因，又是其

修订、变迁的动因。从哲学意义上讲，它们

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永远处于无止境的发

展、丰富、变化和循环之中；从历史意义上

讲，它们于不断发展、丰富、变化和循环之

际亦为完善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

范提供了新的契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会计人员只有

具备高水准的职业道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会计欺诈和会计造假，进而为利益相关者提

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同时也使得会计

在市场经济中能起到维护经济公平和提高

经济效率的作用。其实会计人员在会计活动

中具备职业道德、坚持诚信原则、弘扬诚信

精神不仅能维护会计行业声誉、提高会计信

息的效用，而且能有效地保证市场经济的公

平；反过来，市场经济的公平，又可以对提高

会计信息效用起到推动作用。为此，在完善

会计规范的同时，也要重视会计道德的建

设。只有这样，会计准则、制度和有关会计规

范才能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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