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计教育改革与发展          2004 年 10 月 22 日-24 日 

 25

中国会计教育中知识及技能要素的发展 
 

林志军 1，熊筱燕 2，刘明 3 

（1．香港浸会大学会计与法律系 2．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会计与财务管理系 3．香港浸会大学） 

 

【摘要】本文阐述了一项调查研究的结论，这项研究针对中国的本科会计教育改革, 其研究对象是中国会计从业

人员，会计教师以及会计专业的学生，研究的内容侧重于分析评估会计教育中所需注重的知识，技能以及教学方

法。调查表明虽然这三类受访者对不同知识和技能要素及其重要性有大致相同的认识，但他们的观点仍存在一些

分歧。另外，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培育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会计教育现状感到不满。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会计教

育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此外，通过与美国的类似研究对比分析，我们亦解释了在中美不同的经

济、 科学技术和文化背景下，两国受访者产生相同与不同看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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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各国会计教育均受到了剧烈的抨击。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诸多会计

专业团体为促进会计教育改革做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市场全球化的

增强，今天的会计人员已经由以前单纯的企业簿记人员、财务信息的制造者转变成为企业内部和

外部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各类信息服务的重要角色（Sundem 1992；Williams 1994；Albrecht and Sack 

2000）。这一改变,要求会计人员增强个人的专业知识及技能修养来满足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的要

求。然而，高校会计教育作为培养未来会计专业人才的主要方式却滞后于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尤

其是,  受到来自诸如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技能发展、教员发展、奖励体系以及战略指导等方面

存在问题的制约, 会计教育发展缓慢（AICPA 1998；Albrecht and Sack 2000）。因此，会计教育

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革命，特别是传统会计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更新必须包括扩充对未来会计专业

人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一些研究已经讨论了这样一个课题：在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下，

为了满足培养合格会计人员的需要，今天的会计教育必须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Albrecht & Sack（2000）研究了会计教育中技能要素发展的重要性，并试图分析会计从业人

员及会计专业教师是否都认同相关技能培育的必重性；以及会计及商科专业的学生是否也认同这

些技能的重要性。美国的另二位会计学者 Francisco & Kelly（2002）将上述研究进一步扩展，他

们发现在美国，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教师及会计专业学生对不同技能要素的重要性有些相似

的看法。特别是会计专业的学生对很多技能的重要性的认识与会计从业人员的见解是一致的。

（Albrecht and Sack 2000；Cummings et al. 2001；Burnnet 2003）的研究认为，在美国财务

会计、金融学、税务学、信息系统和审计/鉴证服务被认为是重要的会计专业知识学科，而分析性

/批判性思考、写作能力、语言交流能力和决策能力被会计从业人员普遍认为是 重要的技能要素。

经过多年的研究探讨，美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就会计教育改革这一重要问题形成较一致的

看法：会计教育必须跟上商业社会的发展，因此，会计专业教师必须清楚知道会计职业界对高校

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是什么，特别是会计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设计必须考虑会计人员在提供各项

专业服务时需要具备的知识和技能。Albrecht & Sack（2000）认为:“每个学校必须采用‘零基

础’教学法，——抛弃那些不再有用的课程，尽量使课程变得有价值。”换句话说，传统单一的会

计教育必将被商业、管理科学及其他社会或人文学科相结合的多学科教育所取代。除此以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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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展也必须包括在会计教育的内容之中。为了满足均衡发展知识和技能的需要，高校会计教学

方法也必须改变。为了实现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下会计教育改革的目标，应该在较大的范围内使

用一些创新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角色扮演、信息分析、公司实习、科技应用等（Gill 1998；

Boyce 1999；Albrecht and Sack 2000；Cummings et al. 2001；Lux 2002；Chabrow and Hayes 

2001）。 

我们知道，新中国于 1949 年成立以后，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国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

制。然而，在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制度下，会计工作过于简化，以至于中国会计教育亦长期落后

于发达国家（Ge and Lin 1993）。虽然，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

发展。计划经济已基本上被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所取代。会计职业也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正加快步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

经济环境的改变要求更多具备广泛的知识和技能的会计专业人员，同时也提出了会计教育改革的

需要（Chan and Rotenbery 1999；Jin and Li 2002），并且，中国会计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会计教育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会计实务, 亦缺乏足够的会计教育设施

来培养专业会计人员。
1 
会计课程的内容只是机械地解释官方会计准则或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行业

会计制度（以规则为基础）（Tang 1997），也缺少高质量的教科书。另外，称职的会计专业教师严

重不足，目前教师所应用的教学方法主要依赖于被动式教学并且收效甚微。而且, 关于交流技巧、

分析/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也长期被忽视。这种教育体制已难以满足培养高

层次专业会计人员的要求（Ge and Lin 1993；Chan and Rotenbery 1999；Jin and Li 2002）。 

为了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了解中国会计教育中知识及技能发展状况，我们调查了在中国现

行的过渡经济体制下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教师及会计专业学生对相关知识和技能要素及其重

要性的看法。我们相信实证地研究会计从业者、会计专业教师和会计专业学生对所需的知识和技

能要素及其重要性的看法或评估, 将对中国的会计教育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研究问题及方法 

    这一研究的重点是要调查中国各类利益相关人士对会计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要素

及其重要性的认知见解。随着高科技生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全球化，中国会计人

员的从业资格标准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在中国现有的经营环境下，界定会计人员须具备

哪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是十分关键的。很明显，中国的会计职业界对会计专业学生已有更高的期

望。另一方面，由于过时的计划经济以及落后的教育机制的持续影响，中国的会计教育，特别是

其会计课程內容和教学方法远不能满足新的要求。会计从业人员与会计专业教师对会计学生需掌

握的知识和技能要求可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方面的认知差异亦可指明中国会计教育中需要

的变革。另外，会计专业学生对于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态度也是影响会计教育发展的一个因素。

分析这些相关人士（即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教师和学生）对会计课程中的知识和技能要素的

认知见解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研究的问题可表述如下： 

    在中国新的经济环境下，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教师和学生认为会计专业人员应具备哪些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他们的看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必须指出：这些利益相关人士对会计专业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要素的认知并不等同于现

有会计教育所实际提供的内容。尤其是, 这些认知看法反映了对专业会计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的需

求(或期望)，然而现行的会计教育课程可能尚未提供对这些被认为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要素的有效

传授。验证理想(期望) 和现实之间就所需知识和技能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并不仅仅为了揭示现行

会计教育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为了指明 会计教育改革的方向。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研究

问题表述如下： 

                                                        
1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会计人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会计训练，见 Chan & Rotenber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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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教师和学生认同的会计教育所要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与现行会

计教育实务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两方面的差异有多大？ 

一个国家的会计教育将会受到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譬如说：中国和美国

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明显不同（如：发达与发展中水平），同时两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也存

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外部因素会影响两国会计专业人员对于会计教育中需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要

素及其重要性的评价。换句话说，对于经济、技术、文化因素影响的明确认识将有助于特定国家

会计教育改革方案的制定及成功实施。因此，我们要研究的 后一个问题可表述如下： 

中美两国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教师和学生对新形势下会计专业人员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要素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我们采用了 Francisco & Kelly（2002）的调查问卷来搜集数据。这一

调查问卷是由另一研究课题发展而来的，即由两位美国会计教授(Albrecht 和  Sack)于 2000 年

受美国四个主要会计职业机构资助进行的有关未来会计教育的研究中所设計与运用。这一调查问

卷包括一张由相关知识、技能和教学方法要素组成的表格,它要求受访者评判在会计专业学生的培

育中各项要素的重要性（或有效性）。用 1 到 5来评估每一项知识、技能和教学方法，例如：就培

养未来会计职业人才的重要性（有效性）而言，“1”代表“不重要”（或无效），而“5”代表“很

重要”（或很有效）。在比较了上述的 Albrecht & Sack (2000)和 Francisco & Kelly(2002)的研

究方法以后,我们对调查问卷作了些修改.我们要求受访者从两个不同方面评估来阐述他们的观点;

一方面（A 栏）列示对所需的相关知识、技能和教学方法的重要性（有效性）的评估(用 1 到 5 来

表示其重要性或有效性)，另一方面（B 栏）表示在中国现行的会计教育实务中能否提供所需的相

关知识和技能（“1”表示“不能提供”;“5”表示“完全可以提供” ）。我们的调查问卷列示于

附录。 

调查问卷被分发给一些有代表性的会计从业人员、教师和学生。会计从业人员的主体包括在

不同类型企业工作的会计人员、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和主管企业会计工作的政府财经官员。

受访的会计专业教师来自中国东南部的四所重点大学，学生样本则来自这四所大学的会计和审计

专业的在校学生。我们向会计从业人员发放了 500 份问卷，向会计专业教师和学生分别发出了 100

份和 1,500 份。回收的问卷有 1,104 份，其中会计从业人员 185 份，会计专业教师 43 份，会计学

生 876 份，分别占发出总数的 37.2%、43.0%和 58.4%。除去少量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回收的有效

问卷共 1,069 份，其中从业人员 181 份（占 36.4%），教师 43 份（占 43.0%），学生 845 份（占 36.4%）。

在受访者中，40.6%的会计从业人员和 52.0%的教师具有 6 到 10 年工作经验,31.2%的会计执业人员

和 28.5%的教师有着 10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在所有的有效问卷中，780 名受访者为男性（占 73%），

289 名为女性（占 27%）。 

结论与分析 

依据 Francisco & Kelly (2002)的分析，我们将调查问卷的问题分为知识、技能、教学方法

三组。表 1 分别描述了这三组问卷题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A 组、1B 组和 1C 组分别列出每一项知

识、技能及教学方法的平均得分和标准差。同时我们还根据平均得分排出了有关项目的次序。从

表 1 的第一列可看到，受访者认为财务会计、金融学、管理会计、税务学、商法、审计/鉴证服务、

职业道德、信息系统、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是 重要的十项知识要素； 重要的十种技能分别是

职业品行、计算机技能、外语水平、人际关系、决策能力、分析性/批判性思维、写作水平、团队

合作、领导才能和语言交流能力；同时信息分析、公司实习和案例分析被认为是在中国现有经济

环境下培训专业会计人才的 有效方法。另一方面，被受访者认为 不重要的知识是物流学、零

售学、数量方法、工程学和人力资源管理； 不重要的技能分别为销售技能、客户定位、应变能

力、谈判技巧和资源管理； 不重要的教学方法是书面作业和角色扮演。事实上，大多数的跨学

科课程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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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问卷统计数据及重要性排名 

1A 组 :   知识 

 总计 

(n=1069) 

 

排名 

从业人员 

 (n = 181) 

 

排名

教师 

(n = 43) 

 

排名

学生 

(n=845) 

 

排名 

F-值 #  

(P-值) 

财务会计 4.71 (0.61) 1 4.66 (0.61) 1 4.77 (0.75) 2 4.71 (0.61) 1 0.542 (.653) 

金融学  4.55 (0.77) 2 4.40 (0.81) 3 4.81 (0.55) 1 4.55 (0.76) 2 4.128 (.006)***

管理会计 4.47 (0.81) 3 4.39 (0.89) 4 4.67 (0.78) 3 4.47 (0.80) 3 1.612 (.185) 

税务学 4.44 (0.79) 4 4.51 (0.79) 2 4.49 (0.83) 4 4.44 (0.79) 4 1.661 (.174) 

商法 4.13 (0.95) 5 3.75 (1.12) 6 4.12 (0.79) 7 4.13 (0.91) 5 10.768(.000)***

审计/鉴证 4.12 (0.95) 6 3.63 (1.09) 7 4.16 (0.75) 6 4.12 (0.90) 6 15.308(.000)***

职业道德 3.99 (1.09) 7 3.82 (1.18) 5 4.21 (0.83) 5 3.99 (1.08) 7 2.340 (.072)* 

信息系统 3.71 (1.06) 8 3.62 (1.07) 8 3.84 (0.87)  8 3.68 (1.07) 9 0.557 (.644) 

国际贸易 3.69 (1.04) 9 3.27 (1.11) 12 3.44 (0.88) 12 3.70 (1.02) 8 11.081(.000)***

电子商务 3.67 (1.08) 10 3.24 (1.16) 13 3.49 (1.10)  11 3.67 (1.05) 10 9.17(.000)*** 

微观经济学 3.63 (1.10) 11 3.39 (1.16) 9 3.79 (1.10) 9 3.53 (1.08) 12 1.735(.158) 

市场营销 3.60 (1.04) 12 3.18 (1.11) 15 3.09 (1.13) 16 3.60 (1.00) 11 10.895(.000)***

宏观经济学 3.47 (1.09) 13 3.28 (1.18) 11 3.63 (0.93)  10 3.47 (1.07) 13 2.054 (.105) 

商业策略 3.41 (1.11) 14 3.20 (1.18) 14 3.26 (1.05) 14 3.41 (1.11) 14 2.148(.084)* 

人力资源管理 3.32 (1.09) 15 3.04 (1.21) 16 3.35 (1.11) 13 3.38 (1.06) 15 6.042(.000)*** 

工程学 3.29 (1.21) 16 3.29 (1.28) 10 2.86 (1.27)  18 3.29 (1.18) 18 2.962(.031)** 

统计/数量方法 3.28 (1.05) 17 3.00 (1.15) 17 3.12 (0.96) 15 3.31 (1.02) 16 5.836(.001)*** 

零售学 3.20 (1.04) 18 2.83 (1.15) 19 2.79 (1.08) 19 3.30 (1.00) 17 12.495(.000)***

物流学 3.13 (1.11) 19 2.92 (1.16) 18 2.86 (1.17) 17 3.13 (1.09) 19 3.566(.014)** 

1B 组:   技能  

          

职业品行 4.18 (1.01) 1 3.98 (1.08) 1 4.33 (0.97) 2 4.21 (0.99) 2 3.312 (.019)** 

计算机技术 4.11(0.95) 2 3.86 (1.16) 2 4.34 (0.75)  1 4.15 (0.90) 3 6.12 (.000)*** 

外语 4.09 (1.01) 3 3.45 (1.09) 9 4.14 (0.86) 3 4.22 (0.94) 1 32.692(.000)***

人际关系 3.94 (1.04) 4 3.55 (1.13) 7 3.67 (1.19)  7 4.03 (0.99) 5 11.9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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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能力 3.93 (1.04) 5 3.62 (1.11) 5 3.63 (1.16) 8 4.02 (0.99) 4 9339 (.000)*** 

分析性/批判性

思维 

3.88 (1.08) 6 3.78 (1.14) 4 3.86 (1.25) 5 3.91 (1.06) 6 0.720 (.540)  

写作能力 3.82 (1.00) 7 3.81 (1.03) 3 3.88 (1.05) 4 3.81 (0.99) 9 0.095 (.963) 

团队合作 3.81 (1.10) 8 3.59 (1.18) 6 3.51 (1.06) 11 3.87 (1.07) 7 4.999 (.002)***

领导才能 3.76 (0.98) 9 3.34 (1.16) 10 3.61 (0.98) 9 3.85 (0.92) 8 14.758(.000)***

语言表达能力 3.69 (1.07) 10 3.49 (1.09) 8 3.67 (1.13) 6 3.73 (1.07) 10 2.581 (.052)** 

企业家精神 3.61 (1.13) 11 3.17 (1.19) 14 3.23 (1.23) 13 3.71 (1.09) 11 15.028(.000)***

项目管理 3.60 (0.98) 12 3.29 (1.05) 11 3.58 (0.96) 10 3.67 (0.96) 13 8.563 (.000)***

商业决策模

拟 

3.58 (1.08) 13 3.19 (1.20) 13 3.34 (1.17)  12 3.68 (1.02) 12 11.202 (.000)***

资源管理 3.56 (1.08) 14 3.27 (1.20) 12 3.09 (1.25) 115 3.65 (1.03) 14 8.912 (.000)***

谈判技巧 3.48 (1.17) 15 3.16 (1.16) 15 3.21 (1.32)  14 3.57 (1.15) 15 7.488 (.000)***

应变能力 3.32 (1.12) 16 2.87 (1.22) 17 3.07 (1.18) 16 3.43 (1.07) 16 14.878(.000)***

客户定位 3.23 (1.06) 17 2.92 (1.14) 16 2.67 (1.13) 18 3.33 (1.02) 17 13.005(.000)***

推销技巧 3.00 (1.19) 18 2.56 (1.13) 18 2.63 (1.20) 17 3.12 (1.17) 18 13.621(.000)***

1C 组:   教育方法 

          

信息分析 4.45 (0.82) 1 4.26 (0.93) 1 4.77 (0.57) 1 4.48 (0.80) 1 5.953(.001)*** 

公司实习 4.20 (1.03) 2 3.64 (1.17) 3 4.35 (0.97) 2 4.31 (0.96) 2 23.399(.000)***

案例分析 4.11(0.99) 3 3.79 (1.19) 2 4.28 (1.08)  3 4.17 (0.93) 3 7.784(.000)*** 

科技应用 3.83 (1.08) 4 3.53 (1.04) 4 3.86 (1.21)  5 3.90 (1.08) 4 6.112(.000)*** 

激励 3.57 (1.15) 5 3.37 (1.28) 6 3.28 (1.30) 6 3.62 (1.10) 6 3.558(.014)** 

角色扮演 3.56 (1.14) 6 3.20 (1.17) 7 3.07 (1.26) 7 3.66 (1.10) 5 12.011(.000)*** 

书面作业 3.55 (1.06) 7 3.36 (1.14) 5 4.02 (0.89) 4 3.57 (1.04) 7 5.581(.001)*** 

 

§：平均分用 5 分制表示，“1”表示“不重要”（A，B 栏）或“无效”（C 栏），“5”表示“很重要”（A，B 栏）或“很有效”（C

栏）。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标准差。各项按其平均得分排列次序。 

＃：F 值和 P 值来自对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三组平均值的 ANOVA 测试。*---显著性水平为 0.10；**---显著性

水平为 0.05；***---显著性水平为 0.01。 

需要指出的是 1A 组中的每一项知识要素的平均分明显高于 1B 组中技能要素的得分。这说明

现在中国的会计教育仍然是更注重知识的传授，而技能的培养却被忽视了。因此，我们可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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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推断：目前中国的会计教育相对局限于传统的会计学科，而涉及企业管理和其他社会人文

领域的跨专业学科知识和技能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除了总体的平均分和标准差以外，表 1 还分别列示了三组被调查对象给出的平均分
 
。

1
 三组

受访者给每一项知识的得分和排名是有差异的。例如在五种 重要的知识中，会计专业教师认为

金融学 重要，而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专业学生则分别认为它应排在第三和第二位。受访的学生

认为商法的重要性在所有知识项目中应排在第五位，但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专业教师却没有将它

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ANOVA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这一显著性差异）。同样，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

专业教师将职业道德排在第五位，而学生则将它排在第七位。另一项存在明显分歧的是工程学，

会计从业人员将它排在第十位，而会计专业教师和学生只将它排在十八位。此外，三组受访者对

其他各项知识的排名也有很大不同。同时，虽然这三组受访者均认为物流学和零售学是 不重要

的，但他们给 不重要学科的平均分仍有明显不同。 

 被调查的会计专业教师和学生一致认为会计人员所需具备的技能应包括“计算机技能”、“职

业品行”(Professional demeanor)和“外语才能”。然而，会计从业人员则认为人际关系比外语

才能更重要。相比较而言，会计从业人员更强调分析性/批判性思维，将它排在第四位，而会计专

业教师和学生则分别将它排在第五第六位。值得注意的是，会计专业教师将决策能力排在第八位，

这大大低于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专业学生对它的排名。同时，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专业教师给写

作能力的排名（分别为第三和第四位）远高于会计专业学生给出的排名（第九位）。这些数据显示

中国会计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对于分析性/批判性思维、决策能力、写作和交流能力的重要性的认识

缺乏统一性，这可能会对中国的会计教育中的技能培训产生负面影响。 

总体上，三组受访者对各项教学方法的有效性有相同的观点。只是会计从业人员和教师认为书

面作业比角色扮演更重要，而学生则持相反观点。这表明应安排更多的书面作业给中国会计专业

的学生，以便更好地培养会计专业学生的书写表达能力。 

表 2             重要性评估得分和中国会计教育现状评价得分的比较 

 2A 组 --  知识    

 总计 

A 

-------- 

 总计 

  B 

--------- 

差异值 

(A-B) 

--------- 

 从业人员

A 

--------- 

从业人员

B 

-------- 

 教师 

 A 

---------

教师 

  B 

---------

  学生 

  A 

--------- 

学生 

B 

-------- 

财务会计 4.71 4.17 0.54 4.66  4.24  4.77  4.53   4.71  4.13 

金融学 4.55 3.21 1.34 4.40  3.51  4.81 3.83   4.55   3.12 

管理会计 4.47 3.76 0.71 4.39  3.77  4.67  4.20   4.47  3.74 

税务学 4.44 3.56 0.88 4.51 3.72  4.49  3.63   4.44 3.53 

商法 4.13  2.89 1.24 3.75  2.99  4.12  3.13   4.13  2.86 

审计/鉴证 4.12 3.06 1.06 3.63  3.11  4.16  3.18   4.12 3.05 

职业道德 3.99 2.92 1.07 3.82  2.89  4.21 2.88   3.99   2.93 

信息系统 3.71 2.54 1.17 3.62  2.86  3.84 3.10   3.68 2.45 

                                                        
1 我们还分別对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教师和学生作了组内按工(学)龄标准分组的 ANOVA 测试，但是这些组内

的 ANOVA 测试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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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 3.69 2.44 1.25 3.27  2.67  3.44 2.65   3.70   2.38 

电子商务 3.67 2.49 1.18 3.24  2.62  3.49  2.88   3.67 2.44 

微观经济学 3.63^ 3.45^ 0.18 3.39 2.98  3.79  3.00   3.53^  3.57^ 

市场营销 3.60 2.83 0.77 3.18  2.77  3.09  2.60   3.60 2.86 

宏观经济学 3.47^ 3.43^ 0.04 3.28^ 2.95^  3.63  3.00   3.47^ 3.55^ 

商业策略 3.41 2.17 1.24 3.20  2.53  3.26  2.38   3.41   2.08 

人力资源管理 3.32 2.22 1.10   3.04  2.40  3.35 2.63   3.38 2.17 

工程学 3.29 1.90 1.39 3.29  2.24  2.86 1.90   3.29 1.83 

统计/数量方法 3.28 2.39 0.89 3.00  2.60  3.12  2.50   3.31  2.34 

零售学 3.20 2.26 0.94   2.83 2.21  2.79  2.25   3.30   2.27 

物流学 3.13 1.87 1.26 2.92  2.22  2.86  1.83   3.13 1.80 

 

 

2B 组 –   技能  

职业品行  4.18 2.78 1.40 3.98  2.87  4.33  2.98   4.21 2.75 

计算机技术  4.11 3.32 0.79 3.86  3.41  4.34  3.65   4.15 3.29 

外语  4.09 3.51 0.58 3.45  3.35  4.14  3.85   4.22   3.53 

人际关系  3.94 2.37 1.57 3.55  2.47  3.67 2.45   4.03 2.35 

决策能力  3.93 2.39 1.54 3.62  2.53  3.63  2.58   4.02 2.35 

分析性/批判性

思维 

 3.88   2.31 1.57 3.78  2.72  3.86  2.28   3.91 2.23 

写作才能  3.82 2.52 1.30 3.81  2.68  3.88  2.83   3.81  2.48 

团队合作 3.81 2.25 1.56 3.59  2.32  3.51  2.20   3.87   2.23 

领导才能  3.76 2.23 1.53 3.34 2.34  3.61  2.20   3.85 2.21 

语言表达能力  3.69 2.15 1.54 3.49  2.33  3.67  2.23   3.73   2.11 

企业家精神  3.61 1.97 1.64 3.17  2.04  3.23  2.03   3.71 1.96 

项目管理  3.60 2.22 1.38 3.29  2.32  3.58  2.18   3.67 2.20 

商业决策模拟  3.58 2.20 1.37 3.19  2.44  3.34  2.15   3.68 2.16 

资源管理  3.56 2.17 1.39 3.27  2.20  3.09 2.45   3.65 2.15 

谈判才能  3.48 2.03 1.45 3.16  2.17  3.21  1.83   3.57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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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能力  3.32   1.90 1.42 2.87  2.11  3.07  1.88   3.43 1.86 

客户定位  3.23 1.99 1.24 2.92  2.24  2.67 1.90   3.33 1.94 

推销技巧  3.00 1.93 1.07 2.56  2.00  2.63  1.98   3.12 1.92 

 

2 C 组--  教学方法 

信息分析  4.45 2.99 1.46 4.26  3.22  4.77  3.55   4.48   2.92 

公司实习   4.20 2.85 1.35 3.64  2.83  4.35  3.25  4.31  2.83 

案例分析  4.11 2.83 1.28 3.79  2.80  4.28  3.15   4.17 2.82 

科技应用   3.83 2.55 1.28 3.53  2.55  3.86 3.05   3.90 2.53 

激励 3.57 2.12 1.45 3.37 2.16  3.28  2.15   3.62   2.11 

角色扮演  3.56   2.10 1.46 3.20  2.19  3.07  2.25   3.66 2.07 

书面作业 3.55    3.07 0.48 3.36  2.99  4.02  3.68   3.57 3.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 栏用 5 分制列出了受访者对会计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的认识评分，A，B 组中“1”表示“不重要”，“5”表示“很重要”；C

组中“1”表示“无效”，“5”表示“很有效”。B 栏用 5 分制表示受访者对现行会计教育课程能否提供相应知识和技能的传授的

评价，“1”表示“不能提供”，“5”表示“完全可以提供”。 

# A、B 栏平均分的差异显示会计教育现状与受访者的期望之间的差距。 

§通过比较差异值，我们发现 A、B 栏除了带^标志的几项之外, 基于相对应数据平均值的 t-检验的统计差异是十分明显的（0.01

的显著性水平）。 

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即受访者认为重要的知识和技能与会计教育中可实际传授的知识和技

能是否存在显著差距），我们分别从两个方面对相关问题的平均得分进行比较，即对各个项目重要

性/有效性的认知(期望)和评估现行会计教育实务是否己充分有效地提供对这些知识和技能要素

的培训这两方面。表 2的 A 栏和 B栏分别描述了这两个方面得分的统计结果。总体来说，B 栏中对

会计教育现状的评估全都明显低于 A 栏中受访者的期望。此外，我们将这两栏的平均值相减得出

其差异值并进行对应项目的 t-检验, 其结果表明这些差异值之间存在显著性不同。就传授知识和

技能而言，除了个别项目，对会计教育现状的评估均值几乎全都低于受访者对相关要素重要性的

均值（对应项目 t-检验值的统计显著性为 0.01）。这表明中国现行的会计教育体制远不能满足传

授所需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总体上, 期望均值与实状评估均值之间的差异较明显地表现在“金融学”、“商业法”、“审计/

鉴证服务”、“信息系统”、“职业道德”、“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这几门学科，这一差距也同

样表现在“工程学”、“商业策略”、“资源管理”、“物流学”等等。这说明多数受访者对这些重要

性排名前十的课程以及跨专业学科的现实教学状况并不满意。换句话说，受访者一致认为会计教

育应包括更多方面的重要内容。此外, 就所需的技能要素而言，“专业技能”、“决策能力”、“人际

关系”、“分析性/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领导才能”、“语言表达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

教学现状评估得分都远低于相对应的重要性评估(期望)得分。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的会计教育中应

该加强对这些重要技能要素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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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美受访者对知识和技能重要性评估的排名  

 

3A 组:  知识 

      从业人员        教师  学生  

中  国 美国(A&S) 中   国 美国(A&S) 中  国   

财务会计 1 1     2 1    1  

税务学 2 4     4 4    4  

金融学 3    3     1 3    2  

管理会计 4 7     3 5    3  

职业道德  5 12     5 16    7  

商法 6   10     7 11    5  

审计/鉴证     7    6     6 6    6  

信息系统 8    2     8 2    9  

微观经济学 9   13     9 7   12  

工程学 10    8    18 8   18  

宏观经济学 11 13    10 7   13   

国际贸易 12 11    12 12    8  

电子商务 13 9    11 13   10  

商业策略 14 5    14 10   14  

市场营销 15 18    16 14   11  

人力资源管理 16   17    13 15       15  

统计/数量方法 17 14    15 9    16  

物流学 18 16    17 17    19  

零售学 19 15    19 18   17  

 

 3B 组 :  技能 

      从业人员      教师      学生  

中  国 美国(A&S) 中  国 美国(A&S) 中  国 美国(F&K)

       

职业品行 1 9 2 9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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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 2    4 1 4 3 7 

写作技能 3 1 4 2 9 1 

分析性/批判性思维 4 2 5 1 6 4 

决策才能 5 6 8 5 5 3 

团队合作 6 5 11 7 7 9 

人际关系 7 7 7 6 4 6 

语言表达能力 8 3 6 3 10 2 

外语 9 18 3 18 1 18 

领导才能 10 8 9 10 8 8 

项目管理 11 9 10 11 13 13 

资源管理 12 15 15 16 14 12 

商业决策模拟 13 11 12 8 12 11 

企业家精神 14 16 14 15 11 10 

谈判技巧 15 13 13 14 15 15 

客户定位 16 14 17 12 17 14 

应变能力 17 12 16 13 16 17 

销售技巧 18 17 18 17 18 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中各项都是按其平均分排序，中国样本的数据聯自我们的调查，美国的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教师的数据取自 

Albrecht & Sack ( 2000)，而 3B 组中美国学生样本的数据取自 Francisco & Kelly (2002)。 

为了分析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环境中受访者对知识和技能要素及其重要性认识的差异,我们在

表 3 中列出了本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以及美国的Albrecht & Sack (2000)和Francisco & Kelly

（2002）的调查结果。
1
 很明显中美受访者一致认为 重要的三项知识学科是财务会计、金融学

和税务学。但他们对其他各项的看法则不尽相同。譬如说：他们对信息系统这门学科的看法就很

不一样。Albrecht & Sack (2000)的研究显示美国的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专业教师将它排在第二

重要的位置，而中国的受访者则将它排在第八位。在中国, 信息系统的发展不论是从其技术发展

水平还是应用水平来着远不及美国。可能正是这一差距造成了中美两囯受访者在认知上的不同。

因此，中国的受访者对信息系统知识重视远不及他们的美国同仁。除此以外，中国的会计从业人

员和会计专业教师分别将商法排在第六和第七位，而根据Albrecht & Sack (2000)的调查,美国同

行们则将它排在第十和第十一位。这一差异可能归因于中国不发达的法律体制，在中国,法律纠纷

不仅是屡见不鲜而且很难解决。
2
 因此，对于中国的会计人员来说, 对商法的学习和掌握就显得

                                                        
1
由于 Albercht & Sack (2000)和 Francisco & Kelly ( 2002)所使用的数据搜集的度量单位是不一致的(即前者

为 4分制,后者则为 5分制),并且这两个研究中的一些统计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我们不得不通过中美之间有关要素

项目的得分排序来进行比较.另外,上述的美国两项研究未提供有关教学方法的可比较数据,我们不得不放弃对教

学方法的比较性分析. 
2
事实上很多涉及政府机构和公有财产的商业纠纷往往由于政府的介入而变得十分复杂。因此, 对商业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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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迫切和重要。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差异是针对“职业道德”，中国的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专业教师将它排在

第五位，而美国同行则分别将它排在第十二位（Albrecht & Sack 2000）。这一差异可能与进行问

卷调查的时间不同有关。自 2001 年初的 ‘安然事件’和 ‘安达信事件’之后，各国会计职业界

都更为重视会计职业道德的教育。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职业道德受到中国受访者的高度重视。我

们的近期调查发现中国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把它视为会计教育中的一项充

分必需的知识要素。 

然而，由于中美经济环境的不同，会计专业人员对所需技能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一些明显

区别。譬如说：由于受电算化在中国普及程度的影响，中国的受访者给计算机技能培训的排名高

于美国同行。但是，在美国计算机技术已经被认为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必备技能，并且美国的计算

机应用水平大大领先中国。同样地，中国的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专业教师将职业品行排在了第一

和第二位，而美国同行只将它排在第九位（Albrecht & Sack 2000），即使在 Francisco & Kelly 2002

年对美国学生的调查中，职业品行也只是排在第五位。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两国不同的经济环境造

成的。目前，由于中国会计职业界的不成熟，以致中国的受访者认为增加职业品行教育在现时是

更为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会计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在业界的声誉。产生这一差异的另一

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受访者对“职业品行”的理解有偏差，将职业品行与职业道德概念混淆。由

于前述原因，职业道德知识的重要性排名也在美国之前。笔者认为，在美国学者的问卷中，“职业

品行”作为一项技能，可能和中国教育中所强调的专业思想素质或政治思想品质相近。而中国的

受访者可能没有这样的认识。同样，在我们的调查中，外语才能也获得了较高的排名，特别是中

国的会计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更把外语才能视为三项 重要的技能之一，相反，美国的受访者却把

它视作为 不重要的技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外语成为会

计人员可以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重要工具。然而，美国的受访者可能认为英语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

言，因此他们往往低估其他的外语才能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会计从业人员只把外语才

能排在第九位，明显低于会计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评估，这亦说明外语才能的重要性也许被中国

会计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高估了。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受访者认为 重要的四种技能是分析性/批判性思维、写作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和决策才能，而中国的受访者对这四项技能的排名都相对较低。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

受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中国的会计实务至今还很落后，商业交易还过于简单。

由于强制性和详细政府法规的束缚，会计实务也没有给批判性思维和职业判断留下很多空间，因

此分析性/批判性思维以及决策才能并没有被很好地运用。另外, 由于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

人崇尚谦虚的美德，并且严格遵守上级的指令行事，这可能是书面和语言表达能力未受高度重视

的原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不能进行双向交流，而人际关系的价值也被低估了。然而，

对会计人员来说，在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下对这些技能的掌握和应用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以市场

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的会计教育应该重视这些技能的培养。 

另外，中美被调查者对“客户定位”和“应变能力”的看法也有差别。中国会计从业人员和

教师对这两项技能的排名要低于美国的受访者。由于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

济转变的过渡阶段，中国的会计人员习惯于过去按政府强制性计划和管理来进行商业行为，因此

他们可能尚未认识到客户定位对会计人员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他们更为重视与政府的关系以及

能否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
1
 同样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且其市场竞争也

没有美国激烈和变幻莫测，所以中国的受访者目前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应变能力”技能的重要性。 

                                                                                                                                                                          
充分理解将有助于解决涉及政府机构的商业纠纷。 
1
在中国，由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 ‘挂钩’机制的存在, 甚至公共会计服务也要遵以政府权威机构的严格规

范。注册会计师往往需依赖其 ‘挂靠单位’(多数是政府部门或机构)来承接业务， 并且他们注重与‘挂靠单位’的关

系更甚于客户的利益。因此，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客户定位”的重要性就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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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考察了中国会计从业人员、会计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对会计教育中应注重的

知识、技能和教学方法及其重要性或有效性的认识。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会计教育应着

重对财务会计、金融学、管理会计、税务学、商法、审计/鉴证服务、职业道德、信息系统、国际

贸易和电子商务等课程知识的传授。同时受访者认为计算机技能、职业品行、外语才能、人际关

系、决策能力和分析性/批判性思考等技能也是专业会计人员必需具备的。而 有效的教学方法依

次是信息分析、公司实习、案例分析和科技应用。相对而言,受访者对于这些知识和技能及其重要

性以及教学方法的有效性的看法较为一致。但他们的观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譬如说：会计从业

人员认为 “商法”、“职业道德”、涉及商业管理和社会人文学领域的跨专业学科知识，以及分析

性/批判性思维、写作能力、语言表达技能等更重要; 而会计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则更为重视外语能

力的培养。大体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会计教育的知识结构仍然较为狭窄，具体表现在跨

专业学科知识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对技能的培养方面也相对薄弱，这必须在今后的会计

教育中得到加强。 

即使受访者已经认识到上述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但中国目前的会计教育现状还沒有完全提

供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这可以从受访者对现行会计教育的有效性评估中得到说明。同

时这一评估结果也表明现行会计教育体制远不能满足传授会计人员所需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因此，

中国会计教育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势在必行。特别是我们必须强调商法、职业道德、信息系

统、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和其他跨专业学科知识的教育。虽然技能的培养在过去被长期忽视，但

是在目前, 职业品行、计算机技术、人际关系、分析性/批判性思维、语言表达能力等技能已经被

认为是未来会计专业人员的必备条件。因此，中国的会计教育工作者还要做很多的努力才能更好

的培养这些重要技能。为达到这一目标，公司实习、案例分析、科技应用和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

应该获得广泛地採用。 

与美国的类似研究相比，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中美两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

但两国的受访者对会计人员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及其重要性的看法由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两

国的受访者都认为财务会计、金融学、管理会计、税务学、商法和审计/鉴证是很重要的知识学科。

但他们的观点中存在不少分歧。譬如：美国的受访者认为信息系统、工程学和跨专业学科知识十

分重要，而中国的受访者却更重视商法和职业道德等知识。在技能方面，中国的受访查者认为职

业品行、计算机技能、外语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更为重要，而美国同行却更看重分析性/批判性思

维、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决策能力、谈判技巧、客户定位和应变能力等技能。产生这些差

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可能是因为中美两国不同的科学和经济发展水平（例如：商业活动中，

計算机技术应用的地位和普及程度，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控幅度），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例

如：对外语使用、决策才能和人际关系的不同要求），以及近年来经营环境的变化（例如： 近几

年随着大公司会计丑闻的揭露）。面对社会公众对会计人员诚信的质疑，人们将更多地关注会计人

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品行。 

这项研究的结论对中国未来的会计教育发展将有所帮助。它将有助于中外读者公正地评价中

国会计教育的发展，并将对中国的会计教育改革有所促进。特别是，这项研究将为会计教育改革

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评估提供更准确的依据,并且有利于推行会计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改进，藉以满

足培养适应经营环境变化的未来会计专业人才这一日益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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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Base and Skill Development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 of a survey study on the needed knowledge, skills and pedagogy 

underlying accounting programs as perceived by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educators and studen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pondents generally agreed to a series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are important to the training 

of accounting students although some variances exist in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those knowledge and skill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respondents. In addition, the study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espondents were 

unsatisfied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in respective of the actual delivery of the needed 

knowledge and skills. Thus it is contended that accounting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imperativ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has mad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imilar studies in the US, and 

explained the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perceptions of the respondents in the varied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China and the US. 

 

【26】 Key words：Accounting education；Accounting education reform；Chinese accounting；Pedagogy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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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会计教育调查问卷 

这份问卷试图调查中国本科会计教育的发展状况。以下列出了一系列与会计职业有关的知识

和技能。请您给以下每一项目按 1-5 分进行打分。 A 栏表示各项知识或技能对专业会计人员的重

要性，即“1”代表“不重要”（或无效），“5”表示“很重要”（或很有效）。B 栏用来评估现有的

会计教育课程能否有效的提供各项知识和技能的传授，“1”代表“不能提供”，“5”代表“完全能

提供”。请同时填列 A 和 B 两栏。 

问卷数据的收集是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人员承将尊重受访者的隐私。 

     项目   A   B       项目   A   B 

1 管理会计   23 分析/批判性思维   

2 财务会计   24 决策能力   

3 税务学   25 人际关系   

4 商法   26 商业决策模拟   

5 金融学   27 职业品行    

6 审计/鉴证服务   28 外语   

7 商业策略   29 计算机技术   

8 宏观经济学   30 领导才能   

9 微观经济学   31 项目管理   

10 信息系统   32 客户定位   

11 电子商务   33 应变能力   

12 人力资源管理   34 谈判技巧   

13 职业道德   35 企业家精神   

14 国际贸易   36 资源管理   

15 统计/数量方法   37 推销技巧   

16 市场营销   38 激励   

17 物流学   39 公司实习   

18 工程学   40 信息分析   

19 零售学   41 角色扮演   

20 团队合作   42 书面作业   

21 语言表达   43 科技应用   

22 写作能力   44 案例分析   



第四届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计教育改革与发展          2004 年 10 月 22 日-24 日 

 40 

 

个人情况（请在适当的选项后打勾）： 

 

A． 您目前的职业是： 

会计从业人员［ ］；会计专业教师［  ］；会计专业学生［  ］；其他        （请写明） 

B． 工龄： 

如您是学生，请选择您所就读的年级垣填列： 

一年级［  ］；  二年级［  ］；  三年级［  ］；  四年级［  ］ 

如您已经工作，请填列您的工作年限： 

0-5 年［  ］；  6-10 年［ ］；  10 年以上［  ］ 

C． 您的性别：  男性［  ］；      女性［  ］ 

谢谢您的参与。 

  

Study Backgrou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Methodology 

What are the needed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as perceived by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educators and students under the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in the perceptions over the needed knowledge and skills among the three interested groups?  

 

Is there a gap, and to what extent, between the perceptions of the needed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their 
actual delivery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as perceived by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educators, and students in China? 

 

Is there any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the general view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eded accounting 
knowledge and skill as perceived by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educators and students in China and in the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