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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越来越多的会计事项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进行处

理,会计人员职业判断水平的问题日显紧迫。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得出:目前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存

在诸多问题,已不能适应会计专业学生职业判断能力培养的需要,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改革, 会计专业学生职

业判断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教材、教学和实践等各个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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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 ith accounting standard coming close to internat ional convention in China, more and more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s are needed

to deal with transact ions, which urge to enhance the abil ity of accountants! professional judgments. By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 ionnair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existed in Chinese tradit ional educat ion mode that it is hard to adapt the need of t raining accounting students!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judgments. Thu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training of account 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judgment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 every

chain of textbooks, lecturing and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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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2月 15日,财政部在北京举行了会计审

计准则体系发布会,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强化了

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提供决策有用会

计信息的新理念,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系,

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趋同,其中对某些交易或事项

不再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而是给出某些判断

的标准,这无疑赋予了会计人员更广阔的职业判断

空间。所以,培养与会计准则相适应的,具有独立判

断能力的会计人员显得更加紧迫。大学本科会计教

育属于岗前职业教育, 其教育目的决定了进行会计

职业判断教育的重要性。

  一、会计职业判断的涵义及其重要性

(一)会计职业判断的涵义

判断是 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肯定或否

定某种事物的存在, 或指明它是否有某种属性的

思维过程。任何事项只要具有不确定性, 就需要

判断。所谓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人员按照现有的

社会法律、法规和会计原则的要求,根据会计理财

环境和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经济业务性质等利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 对日常会计事项或

交易的处理以及会计报表的编制应采取的原则、

方法、程序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与选择的思维过

程。会计职业判断的存在是由会计理论和技术的

缺陷性、经济活动自身的模糊性,以及未来结果的

不确定性所决定的。

(二)会计职业判断的重要性

会计职业判断贯穿于会计工作的始终, 涉及

到会计工作的方方面面,在提供有用的决策会计

信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会计职业判断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目

前,在我国会计理论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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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观点是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 , 会计基本目

标是 满足会计信息需求 ,满足会计信息需求是

会计信息系统的价值所在。然而会计活动是在复

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的, 许多会计事项

经常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 而会计准则又不能

穷尽所有现实或潜在的交易事项, 所以会计人员

要客观地反映这些经济活动, 为了更好地为信息

需求者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就必须运用职业判断。

会计人员只有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 才能提高会

计信息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可靠性。

2. 会计职业判断贯穿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

报告的全过程。会计职业判断在会计实践工作中主

要表现为: (1)会计原则的选择和协调。会计核算原

则是会计处理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但会计原则对

会计业务的处理是指导性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某

项会计原则是否应当选择,怎样实现不同原则之间

的最佳组合,如何正确处理多个原则的优先选用顺

序等等,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

进行相应的选择与协调。如当交易和事项的经济实

质与其外在表现形式不相一致时,应注重经济实质,

应通过专业分析和判断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2)会计政策的选择,包括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

折旧方法、所得税核算方法等的选用。由于经济事

项的复杂性和各个企业的特殊性,企业可在允许的

范围内对同一经济事项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而现行会计制度没有对多种方法选用标准的具体规

定,会计人员只有在工作中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

诸多可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中,选择适合本企业具

体情况的会计处理方法,以使会计信息更真实地反

映企业经营状况。( 3)会计估计。在会计工作中,经

常需要利用最新信息对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项做

出判断,对未来事项是否发生及发生时间和影响予

以估计入账。例如,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及坏账损失

的确认、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与残值率的确定等,这些项

目必须通过会计人员合理预测与推断加以确认、计量,

才能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状况。

2007年新准则实施后,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

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但是, 目前我国会

计人员由于长期惯性思维的影响, 还缺乏独立进

行职业判断的能力。因此,对于在岗和即将进入

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进行职业判断能力的教育就

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要工作。高等会计教育是

培养会计高级专业人才的主要途径, 同时也是培

养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最适当的时机, 因此, 从高

等教育入手抓好会计人员岗前职业判断能力的培

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会计教育的现状

为了充分了解高等院校会计职业判断教育的

现状,笔者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为

参加 2006年 全国高等院校会计实验暨本科教学

研讨会 的 22 个省的 47所高校的教师代表。本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28份,回收 105份, 回收率为

82. 03% ,有效率为 100%。回收的 105份问卷中

22. 85%的教师专门从事实践教学, 23. 33%专门

从事实践教学, 46. 18%同时进行实践教学和理论

教学, 而且大多数调查对象是所在院校会计专业

的负责人或教学骨干,因此,可以认定本次调查问

卷的结果完全有效并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目前高校会计教学存在

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一)重理论灌输式教育,轻职业判断能力培养

目前多数学校会计教育还停留在传统的灌输

式的理论教育方面。在被调查的学校中有近一半

(48% )的高校仍然沿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 这种

侧重于课堂知识灌输, 学生完全生搬硬套课堂老

师的讲授,缺乏灵活性和变通性的教学方法,忽视

了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随着新会计准则的

颁布,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

68%的被调查高校已经认识到今后高校会计教育

应重点培养职业技能和职业判断能力。

(二)重专业能力教育,轻职业道德教育

目前, 高校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的不足表现在

道德教育课程有欠缺上。被调查的高校中, 76%

选择了职业道德教育课程的欠缺, 其中有 12%认

为职业道德课程的欠缺是目前课程设置存在的主

要不足,说明高校职业道德课程欠缺的现象比较

普遍,今后的教学改革中应予以重点加强。

(三)重课堂教育,轻实践环节教育

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会计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这一问题由于受经费、实习单位的限制,在各

高校实践教育环节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虽然实

践课程占总课时的比重并没有一个确切答案, 但

调查结果表明, 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实践课程应该

占总课时比重的 30% - 50%。, 而实际上 44 4%

被调查的高校实践课介于 10% - 30% , 16%高校

实践环节的教学不足 10%, 而且教学效果也不令

人满意。究其主要原因, 56. 5%的被调查对象认

为是由于缺少实习基地造成的; 24. 6%将其归因

于实践方法和手段落后; 3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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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经费紧张。这说明实习基地和实习经费已

经成为制约高校会计实践教学的瓶颈。

(四)重对教学对象的教育,轻教学资源的培养

教师是教学环节中不可缺少的资源, 合格的

教师首先应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方面的才

能。调查中发现,有 2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加强

教师的实践经验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首要方面, 这

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教师实践经验的缺乏,教师

本身缺乏实践经验, 在教学过程中就容易忽视对

职业判断教育意识的培养。

  三、培养学生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途径

以上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会计教学中还存在

着许多不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职业判断能力的因

素,这就要求教学单位适应客观环境需要,更新教学

观念,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将培养出会

计基础知识扎实、相关专业知识丰富、分析问题和判

断事物能力强的会计人才作为今后的工作目标。

(一)树立职业判断意识是培养学生职业判断

能力的前提

新准则对于会计事项的处理 留有更大的选择

空间,这不仅在客观上要求会计人员正确运用会计

职业判断处理经济业务事项,而且主观上也要求会

计人员树立职业判断意识。因此,在会计教学中,教

师首先在思想上应注意对学生职业判断意识的培

养,让学生了解什么是会计职业判断,为什么要进行

会计职业判断。这一意识的培养需要贯穿于日常的

会计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时刻提醒学生如何正确

运用职业判断选择恰当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

法,提供相关、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

(二)革新会计教学方式是培养学生职业判断

能力的基本保证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 许多知识与技能的有效

性在日益缩短。因此,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 必须

要改变传统的 一言堂 、满堂灌 的单向传输式

教学方法。传统的单向传输式教学方法的最大弊

端就在于重教轻学, 过度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了

对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启发和培养,而且

容易使学生对会计学习产生畏惧、厌倦和偷懒的

心理。因此,应改进教学方式,运用启发式教学、

实务演示、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角色扮演等多种

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达到教师与

学生的双向互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教师的教学能够 授

之以渔 , 使学生获得能够使其终生受益的学习能

力和学习意识,以便适应日益多变的社会环境。

(三)加强会计实践是培养学生职业判断能力

的重要途径

会计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需要注重加强对学

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两方面的培养,实践教学

是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手段。高等院校应

注重会计的实践、实习教学,安排好技能训练课程,

加大实践实习教学的比例。为解决实习经费不足的

问题,会计实习形式可采用校内模拟实习和校外岗

位实习两种。校内实习可以分为课程实习和学年实

习,包括校内模拟实验室进行的专题实训和简单的

综合实训练习。通过校内手工核算实验室了解和掌

握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通过电算化会计模拟实验

掌握电算化核算的操作方法;校外岗位实习包括假

期社会实践和学年、毕业实习。可以鼓励学生利用

假期到企业调查和实习,同时,应加强与各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的联系, 建立校外实习基地,让学生

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参与社会实践。另外,在

实践教学的环节设计上,可以实行定期的轮岗、换岗

制度,在实践方法的选择上,可以采取独立操作、小

组讨论等多种方法,克服实践教学中存在的手段和

方法落后的问题。

(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是培养学生职业判断

能力的重要保障

会计职业判断对各相关利益人的决策行为具有

鲜明的经济影响,因为不同的会计判断产生不同的

会计信息,而不同的会计信息带来的经济后果是不

同的,即会对企业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

结果。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恪守职业道德,自觉

抵制各种利益的诱惑, 确保会计判断所产生的会计

资料能客观、公允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高校学习阶段是大学生的职业情感、道德

观念、是非善恶判断标准初步形成的时期,所以在会

计教学中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比重。职业道德教

育应贯穿于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实际上,会计

人员职业判断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职业道德的权衡过

程,在形成职业判断能力的同时也考验了会计人员

的职业道德水平。此外,专门的法规课程,如#会计

法∃的学习;专题讲座与讨论,如邀请企业界成功人

士进行演讲;实施案例教学,如利用近年来发生的各

种经济案例等也是加强和提高学生法律意识和职业

道德意识的重要手段。

(五)更新教材内容是加强学生职业判断能力

的重要手段

目前, 大多数高校所用会计专业教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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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的讲解为主, 结合案例进

行分析和判断的内容较少,由此造成学生只了解

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的程序和内容, 但遇到实际

问题需要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职业判断时却不知所

措。这些学生一旦步入工作岗位, 也很难适应岗

位的实际要求。这种情况如果不从根源上加以改

变,新准则的实施必将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因

此,在大学教育中应当通过教材内容和教学过程

将职业判断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贯穿于始终,可以

借鉴国外经验, 如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培养专业教

材的优点, 将职业判断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贯穿于

专业学习的过程中, 在学习中培养学生的独立判

断能力和职业判断意识,使其步入社会后能够很

快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六)注重对专业教师的培养和开发

专业教师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经验对学生职

业判断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

求专业教师经常深入企业一线进行调研,应鼓励

教师到企业兼职,使教师及时了解实务发展情况,

积累实际经验, 以便于在向学生传授会计理论知

识的同时,与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应提倡聘

请实务界专家为高校的兼职教师, 可以学习国外

高校的经验,缩小专职教师的比例,扩大兼职教师

的比例。这样,既可以节约高校的开支,又可以解

决高校教师实践经验的不足和实习基地建设、实

习经费不足的问题。

总之, 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不是可以一蹴而

就的,需要从教材、教学和实践等各个环节进行综

合系统的培训才能实现。随着会计教学改革的深

入,相信高校培养的会计专门人才的素质会逐步

提高,会计专业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会逐渐加强,

他们将成为新准则实施的主力军, 并进一步推动

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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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基金征收

力度,通过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保证社会保障基金

的稳定提供。

( 2)开征社会保障税。可将目前征收的社会

保障费改征社会保障税, 设立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生育等税目,并按照社会保障项目所覆盖的社

会群体来确定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 从法律上保

证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供给。

(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保护生态环境、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 应当调整和完善现行的财税政策。

1. 增加资源节约投入。对促进资源节约的国

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的产业予以投资倾斜,

政府应增加财政投入,鼓励多渠道投资;还可以设

立中央对地方的资源节约专项基金, 提供优惠贷

款,以促使该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2. 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完善现行资源税和消

费税制度,积极筹备开征生态环境税;制订和充分

利用生态税收政策, 运用相关的税收优惠,促进资

源节约,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和节约型社会建设,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发展。

3. 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制订有利于循环经济

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优先购买节能产品和可再

利用产品; 不断扩大节能认证产品范围并从认证

的节能产品中,选择那些社会需求量大、节能效益

显著的产品纳入政府采购。

4. 健全环境保护法律。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 严格环境执法, 加强环境

监测,加强污染专项整治,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重点搞好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定期公布

环境状况信息,严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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