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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针对中国的本科会计教育改革的一项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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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必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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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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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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国

会计教育均受到了剧烈的抨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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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人员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技能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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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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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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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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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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问卷调查 , 研究中国会计教育的发展 ,

重点是确定中国会计专业人员目前所需具备的知识及技能结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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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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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计划经济下教育机制的持续影响 , 中国的会计教育 , 特别是其会计课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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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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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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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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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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要研究的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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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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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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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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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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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2 %、4310 %和

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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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4 %) , 教师

43 份 (占 4310 %) , 学生 845 份 (占 3614 %) 。在受访者中 , 4016 %的会计从业人员和 5210 %的教师具有 6

到 10 年工作经验 , 3112 %的会计执业人员和 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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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结论与分析

1. 关于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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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和电子商务是最重要的十项知识要素 ;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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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方法。另一方面 ,

被受访者认为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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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不重要的技能

分别为销售技能、客户定位、应变能力、谈判技巧和资源管理 ;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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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值
( P2值)

财务会计 4171 (0161) 1 4166 (0161) 1 4177 (0175) 2 4171 (0161) 1 01542 (1653)

金融学 4155 (0177) 2 4140 (0181) 3 4181 (0155) 1 4155 (0176) 2 41128 (1006) 3 3 3

管理会计 4147 (0181) 3 4139 (0189) 4 4167 (0178) 3 4147 (0180) 3 11612 (1185)

税务学 4144 (0179) 4 4151 (0179) 2 4149 (0183) 4 4144 (0179) 4 11661 (1174)

商法 4113 (0195) 5 3175 (1112) 6 4112 (0179) 7 4113 (0191) 5 101768 (1000) 3 3 3

审计/ 鉴证 4112 (0195) 6 3163 (1109) 7 4116 (0175) 6 4112 (0190) 6 151308 (1000) 3 3 3

职业道德 3199 (1109) 7 3182 (1118) 5 4121 (0183) 5 3199 (1108) 7 21340 (1072) 3

信息系统 3171 (1106) 8 3162 (1107) 8 3184 (0187) 8 3168 (1107) 9 01557 (1644)

国际贸易 3169 (1104) 9 3127 (1111) 12 3144 (0188) 12 3170 (1102) 8 111081 (1000) 3 3 3

电子商务 3167 (1108) 10 3124 (1116) 13 3149 (1110) 11 3167 (1105) 10 9117 (1000) 3 3 3

微观经济学 3163 (1110) 11 3139 (1116) 9 3179 (1110) 9 3153 (1108) 12 11735 (1158)

市场营销 3160 (1104) 12 3118 (1111) 15 3109 (1113) 16 3160 (1100) 11 101895 (1000) 3 3 3

宏观经济学 3147 (1109) 13 3128 (1118) 11 3163 (0193) 10 3147 (1107) 13 21054 (1105)

商业策略 3141 (1111) 14 3120 (1118) 14 3126 (1105) 14 3141 (1111) 14 21148 (1084) 3

人力资源管理 3132 (1109) 15 3104 (1121) 16 3135 (1111) 13 3138 (1106) 15 61042 (1000) 3 3 3

工程学 3129 (1121) 16 3129 (1128) 10 2186 (1127) 18 3129 (1118) 18 21962 (1031) 3 3

统计/ 数量方法 3128 (1105) 17 3100 (1115) 17 3112 (0196) 15 3131 (1102) 16 51836 (1001) 3 3 3

零售学 3120 (1104) 18 2183 (1115) 19 2179 (1108) 19 3130 (1100) 17 121495 (1000) 3 3 3

物流学 3113 (1111) 19 2192 (1116) 18 2186 (1117) 17 3113 (1109) 19 31566 (1014) 3 3

1B 组 : 技能
职业品行 4118 (1101) 1 3198 (1108) 1 4133 (0197) 2 4121 (0199) 2 31312 (1019) 3 3

计算机技术 4111 (0195) 2 3186 (1116) 2 4134 (0175) 1 4115 (0190) 3 6112 (1000) 3 3 3

外语 4109 (1101) 3 3145 (1109) 9 4114 (0186) 3 4122 (0194) 1 321692 (1000) 3 3 3

人际关系 3194 (1104) 4 3155 (1113) 7 3167 (1119) 7 4103 (0199) 5 111963 (1000) 3 3 3

决策能力 3193 (1104) 5 3162 (1111) 5 3163 (1116) 8 4102 (0199) 4 9339 (1000) 3 3 3

分析性/ 批判性思维 3188 (1108) 6 3178 (1114) 4 3186 (1125) 5 3191 (1106) 6 01720 (1540)

写作能力 3182 (1100) 7 3181 (1103) 3 3188 (1105) 4 3181 (0199) 9 01095 (1963)

团队合作 3181 (1110) 8 3159 (1118) 6 3151 (1106) 11 3187 (1107) 7 41999 (1002) 3 3 3

领导才能 3176 (0198) 9 3134 (1116) 10 3161 (0198) 9 3185 (0192) 8 141758 (1000) 3 3 3

语言表达能力 3169 (1107) 10 3149 (1109) 8 3167 (1113) 6 3173 (1107) 10 21581 (1052) 3 3

企业家精神 3161 (1113) 11 3117 (1119) 14 3123 (1123) 13 3171 (1109) 11 151028 (1000) 3 3 3

项目管理 3160 (0198) 12 3129 (1105) 11 3158 (0196) 10 3167 (0196) 13 81563 (1000) 3 3 3

商业决策模拟 3158 (1108) 13 3119 (1120) 13 3134 (1117) 12 3168 (1102) 12 111202 (1000) 3 3 3

资源管理 3156 (1108) 14 3127 (1120) 12 3109 (1125) 115 3165 (1103) 14 81912 (1000) 3 3 3

谈判技巧 3148 (1117) 15 3116 (1116) 15 3121 (1132) 14 3157 (1115) 15 71488 (1000) 3 3 3

应变能力 3132 (1112) 16 2187 (1122) 17 3107 (1118) 16 3143 (1107) 16 141878 (1000) 3 3 3

客户定位 3123 (1106) 17 2192 (1114) 16 2167 (1113) 18 3133 (1102) 17 131005 (1000) 3 3 3

推销技巧 3100 (1119) 18 2156 (1113) 18 2163 (1120) 17 3112 (1117) 18 131621 (1000) 3 3 3

1C 组 : 教育方法
信息分析 4145 (0182) 1 4126 (0193) 1 4177 (0157) 1 4148 (0180) 1 51953 (1001) 3 3 3

公司实习 4120 (1103) 2 3164 (1117) 3 4135 (0197) 2 4131 (0196) 2 231399 (1000) 3 3 3

案例分析 4111 (0199) 3 3179 (1119) 2 4128 (1108) 3 4117 (0193) 3 71784 (1000) 3 3 3

科技应用 3183 (1108) 4 3153 (1104) 4 3186 (1121) 5 3190 (1108) 4 61112 (1000) 3 3 3

激励 3157 (1115) 5 3137 (1128) 6 3128 (1130) 6 3162 (1110) 6 31558 (1014) 3 3

角色扮演 3156 (1114) 6 3120 (1117) 7 3107 (1126) 7 3166 (1110) 5 121011 (1000) 3 3 3

书面作业 3155 (1106) 7 3136 (1114) 5 4102 (0189) 4 3157 (1104) 7 51581 (1001) 3 3 3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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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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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10 ; 3 3 表示显著
性水平为 0105 ; 3 3 3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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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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五种最重要的知识中 , 会计专业教师认为金融学最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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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重要的 , 但他们给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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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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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存在显著差距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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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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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检验值的统计显著性为 0101) 。这表明中国现

行的会计教育体制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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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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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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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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 4117 0154 4166 4124 4177 4153 4171 4113
金融学 4155 3121 1134 4140 3151 4181 3183 4155 3112
管理会计 4147 3176 0171 4139 3177 4167 4120 4147 3174
税务学 4144 3156 0188 4151 3172 4149 3163 4144 3153
商法 4113 2189 1124 3175 2199 4112 3113 4113 2186
审计/ 鉴证 4112 3106 1106 3163 3111 4116 3118 4112 3105
职业道德 3199 2192 1107 3182 2189 4121 2188 3199 2193
信息系统 3171 2154 1117 3162 2186 3184 3110 3168 2145
国际贸易 3169 2144 1125 3127 2167 3144 2165 3170 2138
电子商务 3167 2149 1118 3124 2162 3149 2188 3167 2144
微观经济学 3163̂ 3145̂ 0118 3139 2198 3179 3100 3153̂ 3157̂
市场营销 3160 2183 0177 3118 2177 3109 2160 3160 2186
宏观经济学 3147̂ 3143̂ 0104 3128̂ 2195̂ 3163 3100 3147̂ 3155̂
商业策略 3141 2117 1124 3120 2153 3126 2138 3141 2108
人力资源管理 3132 2122 1110 3104 2140 3135 2163 3138 2117
工程学 3129 1190 1139 3129 2124 2186 1190 3129 1183
统计/ 数量方法 3128 2139 0189 3100 2160 3112 2150 3131 2134
零售学 3120 2126 0194 2183 2121 2179 2125 3130 2127
物流学 3113 1187 1126 2192 2122 2186 1183 3113 1180
2B 组 : 技能
职业品行 4118 2178 1140 3198 2187 4133 2198 4121 2175
计算机技术 4111 3132 0179 3186 3141 4134 3165 4115 3129
外语 4109 3151 0158 3145 3135 4114 3185 4122 3153
人际关系 3194 2137 1157 3155 2147 3167 2145 4103 2135
决策能力 3193 2139 1154 3162 2153 3163 2158 4102 2135
分析性/ 批判性思维 3188 2131 1157 3178 2172 3186 2128 3191 2123
写作才能 3182 2152 1130 3181 2168 3188 2183 3181 2148
团队合作 3181 2125 1156 3159 2132 3151 2120 3187 2123
领导才能 3176 2123 1153 3134 2134 3161 2120 3185 2121
语言表达能力 3169 2115 1154 3149 2133 3167 2123 3173 2111
企业家精神 3161 1197 1164 3117 2104 3123 2103 3171 1196
项目管理 3160 2122 1138 3129 2132 3158 2118 3167 2120
商业决策模拟 3158 2120 1137 3119 2144 3134 2115 3168 2116
资源管理 3156 2117 1139 3127 2120 3109 2145 3165 2115
谈判才能 3148 2103 1145 3116 2117 3121 1183 3157 2101
应变能力 3132 1190 1142 2187 2111 3107 1188 3143 1186
客户定位 3123 1199 1124 2192 2124 2167 1190 3133 1194
推销技巧 3100 1193 1107 2156 2100 2163 1198 3112 1192
2C 组 : 教学方法
信息分析 4145 2199 1146 4126 3122 4177 3155 4148 2192
公司实习 4120 2185 1135 3164 2183 4135 3125 4131 2183
案例分析 4111 2183 1128 3179 2180 4128 3115 4117 2182
科技应用 3183 2155 1128 3153 2155 3186 3105 3190 2153
激励 3157 2112 1145 3137 2116 3128 2115 3162 2111
角色扮演 3156 2110 1146 3120 2119 3107 2125 3166 2107
书面作业 3155 3107 0148 3136 2199 4102 3168 3157 3105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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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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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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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 的显著性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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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对第三个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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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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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对信息系统这门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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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可能正是这一差距造成了中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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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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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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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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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

可能的解释是 , 中国的受访者可能将“职业品行”视同为中国教育中所强调的专业思想素质或政治思想

品质 , 从而排在非常主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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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视为三项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 相反 , 美国的受访者却把它视作为最不重要的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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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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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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需要指出的是 , 美国的受访者认为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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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的会计实务及商业交易较美国还相对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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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崇尚谦虚的价值观和讲究等级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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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组 : 技能

从业人员 教师 学生 从业人员 教师 学生

中国
美国

(A &S)
中国

美国

(A &S)
中国 中国

美国

(A &S)
中国

美国

(A &S)
中国

美国

( F &K)

财务会计 1 1 2 1 1 职业品行 1 9 2 9 2 5

税务学 2 4 4 4 4 计算机技术 2 4 1 4 3 7

金融学 3 3 1 3 2 写作技能 3 1 4 2 9 1

管理会计 4 7 3 5 3
分析性/ 批判性

思维
4 2 5 1 6 4

职业道德 5 12 5 16 7 决策才能 5 6 8 5 5 3

商法 6 10 7 11 5 团队合作 6 5 11 7 7 9

审计/ 鉴证 7 6 6 6 6 人际关系 7 7 7 6 4 6

信息系统 8 2 8 2 9 语言表达能力 8 3 6 3 10 2

微观经济学 9 13 9 7 12 外语 9 18 3 18 1 18

工程学 10 8 18 8 18 领导才能 10 8 9 10 8 8

宏观经济学 11 13 10 7 13 项目管理 11 9 10 11 13 13

国际贸易 12 11 12 12 8 资源管理 12 15 15 16 14 12

电子商务 13 9 11 13 10 商业决策模拟 13 11 12 8 12 11

商业策略 14 5 14 10 14 企业家精神 14 16 14 15 11 10

市场营销 15 18 16 14 11 谈判技巧 15 13 13 14 15 15

人力资源管理 16 17 13 15 15 客户定位 16 14 17 12 17 14

统计/ 数量方法 17 14 15 9 16 应变能力 17 12 16 13 16 17

物流学 18 16 17 17 19 销售技巧 18 17 18 17 18 16

零售学 19 15 19 18 17

　　注 : 表中各项都是按其平均分排序 , 中国样本的数据来自我们的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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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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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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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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束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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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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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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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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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方法应该被广泛地采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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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商业活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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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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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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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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