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1), 88-92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15    

文章引用: 郭群, 包经纬. 会计职业判断: 基于有限理性的分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1): 88-92.  
DOI: 10.12677/ass.2021.101015 

 
 

会计职业判断：基于有限理性的分析 

郭  群1，包经纬2 
1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现代会计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2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0年12月21日；录用日期：2021年1月15日；发布日期：2021年1月22日 

 
 

 
摘  要 

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会计职业判断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以会计准则为会计

职业判断的制度基础，根据有限理性理论，从经济利益、法律和道德维度分析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过程。

职业判断并不是会计师个人的偏好，而是涉及相关者利益的社会问题，企业管理者和会计师恰当、合理

的运用职业判断，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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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 is the product of accounting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aking 
accounting standards a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bounded ration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fessional judgment process of ac-
countants from the economic interests, law and morality. Professional judgment is not a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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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of accountants, but a social issue involving the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Business 
managers and accountants can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use professional judgment to provide 
true and reliabl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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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商业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这些信息可以分为定量信息和

非定量信息，定量信息是指那些可以用数字表示的信息，非定量信息则不可以用数字表示。会计信息

是多种定量信息之一，会计信息与其他定量信息的区别是货币计量。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以企业财务报

告形式为管理者、投资人和债权人等企业内外部相关人员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会计信息看似精确，但

事实上并不精确，充满着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会计准则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完善，会计理论与实践才

逐步走向成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会计准则从规则导向发展到原则导向，这不仅是会计工作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会计理念的变革。原则导向下的会计业务处理，有相当多的内容要求通过会计人员的职业

判断来解决，会计职业判断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加，从而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随着企业业务活动的复杂化和会计信息提供者的利益驱动，一方面，一些企业通过光鲜亮丽的

虚假财务报告掩盖其严重的经营失败；另一方面，一些高科技创新公司根据现行的会计准则合法的披

露低质量的“真实”的财务报告。如何引导和规范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核心内容，是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 

2. 会计职业判断的本质 

会计职业判断的概念源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1988)在《财务报告中的职业

判断》中指出，会计职业判断是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决策过程，是建立在会计人员的逻辑分析能力、积累

的经验、专业知识并遵循客观谨慎原则基础上，在适当的职业框架之内进行的判断。迈克尔·杰宾斯(1984) 
[1]通过人、动因和责任模型来研究职业判断过程中会计师的心理，对会计职业判断动机进行研究，认为

管理当局具有通过会计选择影响会计利润的动机。 
我国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夏博辉(2003) [2]、杨家亲(2003) [3]、张世兴(2003) [4]等

学者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含义、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会计职业判断是指会计人员根据会计法

律、法规和规章则等会计标准，充分考虑企业现实与未来的理财环境和经营特点，以及对经济业务性质

的精确分析，运用自身专业知识，通过分析、比较、计算等方法，通过识别、计算、分析、比较等方法，

对不确定性会计事项所做的裁定与判断，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职业判断的因素

包括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刘泉军(2009) [5]认为，会计职业判断主体是指有资格和能力进行

职业判断的人员，一切具体的判断行为都必须有主体来实施。广义的会计职业判断主体包括会计人员和

管理者，即由会计师对企业的经济活动提出专业判断建议，然后由管理者做出判断与选择，而最终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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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结果落实到财务报告中的仍是会计人员。王清刚(2012) [6]认为，会计职业判断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重

要因素，高质量的会计职业判断需要构建完整的会计职业判断框架作支撑。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及相关

人员在会计法规、以会计准则为约束，结合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报告编

制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程序等方面进行判断与选择的过程。根据上述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会计职

业判断是判断主体会计人员，以其应有的职业关注、客观公正的态度，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对会计事

项处理和财务报告编制应采取的原则、程序、方法等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思维过程，会计职业判断也是会

计及相关人员进行信息处理的认知过程。 
会计师面对企业复杂的经济业务，以会计处理程序为例，需要判断哪些事项应否确认为会计要素，

何时确认为会计要素，怎样确认等关键问题；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需要根据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况判断资

产是否发生减值、判断企业与其他企业是否构成关联方、判断合并报表的范围等，并且进一步要求会计

人员在作判断时，必须尊重客观事实，要保持客观中立，如实反映经济事项中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实际影响，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陈毓圭(2014) [7]认为，如果一个会计师的工作就是按照某一规则手册的规定去做，那他就不是以

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在工作，而仅仅是从事一项手艺。一个行业的精髓在于，执业过程需要很高程度

的判断。事实上，会计工作是由一系列的职业判断构成的，职业判断能力也是会计人员胜任能力的体

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市场监管者和会计信息使用者都需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支撑。

可见，会计职业判断中客观中立的立场正是会计职业的力量之源和本质特征所在，会计职业判断的作

用是无可替代的。 

3. 会计准则是会计职业判断的必要制度框架 

会计职业判断是随着会计准则的出现才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会计职业判断应该在

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进行会计职业判断的前提条件。在会计准则出现之前，

会计工作主要依靠会计人员个人判断，由于受个人认知能力、经验等影响，导致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

甚至引发会计秩序的混乱。早期以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为代表的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由众多的解释公告、

实施指南组成，试图详述每一种可能情景下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减少会计职业判断，增加会计信息的可

比性。但在现实快速发展且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不可能识别和预见企业的所有业务活

动并以会计准则加以规范，相反，会计准则越是详细、严格，就越缺乏广泛的适用性。以安然事件为代

表，规则导向试图消除会计职业判断的会计准则暴露了诸多的问题，原则导向日渐兴起。 
从规则导向到原则导向的转变将会增加会计师的职业判断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复杂动态的环境或

准则界定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会计职业判断尤为重要。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会计人员关注的是在当前的

环境下是否可以进行职业判断、依据什么进行判断、是否可能导致会计人员的“事后预言”。唐国平(2013) 
[8]认为，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以及会计准则的刚性与不完备性和现实适应性之间不可避免地

存在矛盾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会计准则必须允许企业管理当局在财务报告中适当地运用职业判断，进

行必要的会计政策与方法选择。然而会计准则的这一无奈设计恰好成了一些企业管理当局蓄意操纵利润的

最好借口和工具。一些企业管理当局利用会计职业判断和会计方法选择，滥用会计职业判断的规则，从而

达到粉饰利润的目的。因此，制定会计准则必须为会计职业判断提供法律依据，限定会计人员运用判断的

程度，并通过惩罚等措施促使其更加客观地进行判断[9]。如果没有会计准则的约束，会计职业判断就无

据可依，就会变成会计人员随心所欲的选择。另一方面，就监管机构而言，也需要大量的依赖职业判断，

判断会计人员是否在违反事实之后，试图使用“合理的判断”来解释故意的舞弊行为。例如，资产、负债、

收入和费用确认条件采取了“很可能”的提法，现值计算用“资产特定风险”、“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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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公允价值而言，强调“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这体现了会

计人员对市场正常交易价格的认定；又如，商誉的减值测试涉及到“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等，这些

都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而会计人员判断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建立健

全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有效遏制专业判断的滥用行为。恰当的专业判断可以提供“真实和公允”的会计信

息，反之可能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工具，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4. 有限理性的职业判断过程分析 

20 世纪 40 年代，以 H. A.西蒙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决策理论认为，传统决策理论中将“经济人”假设

为完全理性是与实际决策过程不相符的。在实际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决策者的认知局限以及决策者本身

对寻求解决方案过程的重视，而不仅仅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的结果[10]。理性是指个人信仰与个人对某一事

项判断理由的一致性，以及个人行为与个人行为理由的一致性。有限理性学说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

会受到真实、具体、复杂的环境影响，以及外部时间、信息和自身认知的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决策者

需要简化决策过程，以做出令人满意的选择。而当有另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出现时，决策者会调

整之前选择，采用替代方案并做出新的决策。由此可见，在有限理性学说下，决策者因为受知识、信息、

经验、能力的限制，无法做到全面地看待和考虑所有备选方案并做出最优选择。Martin (2009) [11]认为，

会计师作为有限理性的人，在实际需要职业判断的工作中，会受到自身经验、需求等内部因素以及具体

业务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并不总能做出合理的职业判断。因此，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判断是有限理

性的。影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经济利益、法律及道德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 
经济因素。经济利益的实质是倾向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即利己主义。第一，作为个体的会计师获取

经济利益的动机主要体现在职业报酬，包括货币收入及福利待遇等，而经济利益的实现取决于企业的经

营成果。第二，会计师作为企业的一分子，会计师的职业判断不仅是会计师个体的偏好、利益问题，而

且是一个涉及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问题。如果会计师在职业判断过程中是理性的，应该向利益相关者提供

客观可靠的财务信息，但现实中，会计师受制于企业管理当局，会计师在做出职业判断与选择时，最有

可能选择倾向于管理当局的利益，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第三，会计师是确定选择企业利润最大化或

者考虑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上，每一企业个体的行动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础，

并构成整个社会的净收益。在选择企业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时，是否考虑个体的决策对社会经济效益带来

的影响。企业个体的经济决策对社会效益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会计师会倾向选择

企业个体利润最大化，并进一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法律因素。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体现了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会计师以遵守法律的社会动机为基础

的，会计职业判断过程首先是应该选择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会计师必须确认当前经济事项所适用的法律

法规。其次，以会计准则为约束，对企业复杂的业务活动进行职业判断。但由于一些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混乱，内部控制薄弱，权大于法、情大于法，会计师依附管理层，会计职业判断过程中违法违规现象时

有出现，管理当局的意愿直接影响职业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进一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别是上市

公司财务造假，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秩序，这些与会计师法制观念薄弱，心存侥幸有关。随着经济法律法

规的发展和完善，在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环境下，要求企业在执行会计准则或会计制

度时，就应该考虑到各利益集团的实际情况和切身的利益，从根本上消除影响会计职业判断的不良因素，

要在整个社会形成人人遵纪守法，法律至上的氛围。 
道德因素。道德职责是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责任或义务。会计法律法规是对会计师的最低要求，会

计职业道德是对会计师的高要求，是无形的约束，是法律法规无法替代的。会计职业道德有助于形成公

正的理念以支配职业判断。一方面，会计职业判断中道德风险的产生与会计师自我保护和自利动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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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会计师个人的经济利益的实现需要依靠管理当局，一旦管理当局出现道德风险，会计师在职业判

断时可能屈从于管理当局的意愿，或者与管理当局合谋，难以保持客观公正，利用职业判断赋予的权利，

做出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导致会计师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复杂的业务活动，导致

会计事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会计职业判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扩大了会计职业判断的范

围，这时如果没有法律和职业道德的双重约束，会计师为实现自身超额利益可能利用职业判断扭曲或操

纵会计信息。 

5. 结论与启示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企业生态发生巨大的变化，新业态企业的资产要素与传统企业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高科技企业的“轻资产”模式；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的广泛运用，商品交接方式、货币支付方式等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给会计师的职业判断带来巨大的挑战。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运转需要高质量

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价值源于会计执业人员的职业判断。影响会计职业判断的因素很多，除了专业

知识、技能和经验外，本文认为基于有限理性理论，经济、法律和道德动机很大程度影响着管理者和会

计师的职业判断。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质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制度层面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内部

控制，建立健全会计准则和有效审计监督；从外部环境层面，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树立正确的企业伦理

观和良好的信誉及有效的社会公众媒体监督，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建立以经济、法律和道德维度为原

则的职业判断引导体制，为高效、有用的会计职业判断提供基础，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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