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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文化的内涵

会计文化是会计人员（与会计工作密切相关人员）从事会

计工作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及其成果。它既包括会计

物质文化，也包括会计精神文化。中国是文化古国，中国会计

有数千年历史，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样也有自身特色的

会计文化。

会计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会计物质文化、会计行为文化、

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会计物质文化主要指会计活

动的直接产品、间接产品及与会计活动相关的物质准备，包括

会计凭证、会计账表、会计报告、会计活动评价、会计活动效

果、会计办公场所及用具等。会计行为文化指会计人员从事会

计活动时的行为方式及特点。会计制度文化指各种会计制度

产生的制度文化背景、文化特点及文化影响。会计精神文化指

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活动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及精神追求等。

二、我国会计文化的缺陷

与任何一种文化一样，中国传统会计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

粕，我们需要的做的事情是如何尽量多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会计文化的精华是会计人员严于律己，不做假账，会

计账表完整、清晰、漂亮，会计报告及时有用，会计工作认真负

责，会计监督到位，会计人员愿意学习相关规章制度，能够按

章办事，诚实守信，按时结账，集体主义观念较强，服从领导听

指挥，讲究中庸之道，廉洁奉公等。

中国会计文化的糟粕是会计制度不严密，会计内部控制

不完整，会计监督对下不对上，会计人员迫于领导压力和小团

体利益做假账，会计人员的独立性不强，会计工作进取性不

强，会计工作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一些会计人员对领导热

情，对群众冷淡敷衍，会计工作质量不高，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老好人”思想比较普遍，被动学习，消极应付思想也比较

流行。更有甚者，有些会计人员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贪

污腐败，监守自盗。

会计文化是会计人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一定变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具有不成熟性、不完善性

等特征。中国特色现代会计文化亦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它必然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会计实践所形

成的并为全体会计人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

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

进步，会计文化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重视程度不够，用力不平衡。这些年我国会计主管部

门以及实务部门一直重视会计准则、会计规范的建设，也取得

了不少成效，也可以看成是会计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但完整意

义上的会计文化建设一直到最近才提上议事日程。在观念越

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再来搞会计文化建设，难度很大。当今许多

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许多劣质会计文化充

斥于会计舞台。比如造假账问题越来越突出，这本来是一件可

耻的事情，应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

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认为不做假账才是傻瓜。

2. 对会计文化的认识表面化。在中国会计界真正认识到

会计文化是会计的灵魂，是会计软实力的人并不多。就是谈到

会计文化建设这一主题时，许多人亦认为只是没有多少实际

内容的空洞口号而已，与实际会计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许多单

位的领导更是将会计文化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只希望会计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即可，根本看不到会计文化在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总而言之，目前全社会还没有形成高

度的会计文化自信和自觉，没有充分发挥会计文化在社会经

济发展中的先导和支撑作用。

3.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会计文化的内涵

研究、宣传不充分。如果还是仅仅停留在中国会计文化是什么

样的这种研究水平，其作用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研究清楚现

在及未来一定时期的会计文化内涵是什么？应当怎样建设，怎

样发展，会计文化怎样更能成为广大会计人员的精神动力，怎

样才能使各项科学合理的会计制度深入会计人员的内心。

4. 缺乏追求科学价值观、形成主流价值观的勇气。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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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目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由于受到多种不良思潮的影

响，呈现出多元化、混乱化、不良化倾向，中国会计界也不能幸

免。许多人一切向钱看，许多会计人员也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导

向，缺乏先进会计文化。

如果大量会计人员不追求先进的会计文化，没有正确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就会极大地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健康发展，造成社会道德水准的进一步下降，出现“天下未乱

计先乱”现象，其社会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大力开展会计

人员科学价值观教育，引导会计人员追求主流价值观，崇尚高

尚的精神生活将成为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重头戏。

5. 缺乏创新意识，尚未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会计文化是在

中国特色背景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会计管理模式，是中国会

计的个性化表现，不能简单地迎合西方会计文化。只有不断沉

淀并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才能充分发挥和体现中

国会计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应当借鉴西方的先进会计文化，但不能简单拿来就

用。纵观我国现代会计文化建设，拿来主义的东西较多，自我

创新的较少。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文化作为中国会计

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

文化。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及中国共产党战争期间培养的

会计文化的经验研究总结得不够，这也不利于形成中国特色

会计文化。对西方会计文化的借鉴和提炼也存在不充分不全

面现象。

同时，我国在会计文化建设中，自力更生精神不强，对自

身发展过程中具有特色的个性化会计文化进行总结提升的力

度不够，没有将会计文化建设视为一项常建常新的巨大建设

工程，缺乏积极进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三、培养优秀会计文化的建议

如何继承、弘扬、培养优秀中国会计文化是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会计界的一件大事。我们应当从中国会计历史的正反面

教训中汲取经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逐渐培根固本、治标与

治本并重。

1. 培养优秀的会计文化，必须先端正各级管理者（特别是

直接领导管理会计人员的管理人员）的思想。如果管理者不诚

实、不公正，会计人员就很难高标准、严要求地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会计文化也很难健全。这其实是我国古代“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在会计界的成功运用。一个单位的一把

手公正廉明、治理有方，这个单位会计工作不会差到哪里去，

只会越来越好。

2. 培育中国优秀会计文化，需要培养广大会计工作者的

优良品质和学习精神。他们不仅是一些会计专业技术工作者，

还要是一些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会计文化工作者。可以按照古

人培养人才的基本要求来培养会计人员，即“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要求会计人

员除了知道会计工作的各种专业知识外，还要知道各种相关

知识。致知就是要求会计人员要有自己的专业评判和价值判

断。自身道德品质提高了，专业素质上来了，就可以安身立命，

管理好单位、国家的经济账，为国家作出贡献。

3. 培养中国优秀会计文化，需要强化会计法治思想。中国

历史上并不缺乏会计法规和制度，有的时候也能严格执行各

项会计法规。但由于受到关系文化及权大于法的传统非法治

文化的影响，我国会计法治文化显得有些欠缺。因此，我们除

了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会计法治经验，还需花大力气培养我

们的会计法治文化，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不能让少数人拥有特权，不受会计法律和制度的监

督和制约。

4. 培养中国优秀会计文化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其闪光点在

哪。中国优秀会计文化在于全面无形的控制，而不是各种各样

的会计规范或制度。有再多再细的会计制度，一些单位和个人

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劣质会计文化的表现。那如何才

能破解这一难题？

会计控制往往是对事的控制，全面无形的控制是对人的

控制。人的控制工作做好了，事的控制工作也就做好了。对人

的全面无形的控制不是靠制定一些会计制度来完成的，因为

人的心理和思想是变动的。会计管理工作仅仅靠会计制度是

不够的，还要对相关人员心中有数。要善于观察人，使用人，以

此作为会计控制的基准，会计工作就不会出现大的差错。越是

对位高权重的会计人员及主要领导，越是要采取全面无形的

控制，不但要关注他们的工作情况，更要关注他们的私生活及

人际交往情况以及家庭财务状况，这样会计违法违纪现象才

能得到有效控制。

5. 培育中国优秀会计文化需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会计

工作者。这些会计工作者除了要有扎实的会计理论知识和相

关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而不是仅仅知道

有会计职业道德而不断违反职业道德的伪劣分子。因此，选拔

任用会计人员是单位的一件大事，不可随便，更不能任人唯

亲，一定要任人唯贤。知其贤而不用或知其不贤而用之都是不

妥的。对于德才兼备的会计人员要信任、要重用，这是一个单

位会计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

6. 培育中国优秀会计文化，不但需要我国会计界将中国

优秀会计文化元素提炼出来，还要将其贯彻下去。我们的报纸

杂志、政府相关文件要不断刊登有关中国会计文化的相关内

容，并作出解释，供大家学习、体会、应用。还要不断表彰具有

优秀会计文化的单位和个人，使优秀会计文化在中国的阵地

不断扩大。

只有采取各种措施将中国优秀文化贯彻下去，让每一个

单位每一个会计工作者坚定地树立起优秀的会计文化价值观

念，中国优秀会计文化大树才能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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