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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传统管理模式下的不足逐渐暴露出来,财务数智化转型成为各

单位布局的新航向。而在现代社会下生存的企业中,会计工作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财务人员在职业道

德方面逐渐暴露出缺陷和不足,这时就要求职业道德起到规范与约束的功能。会计职业道德就是指导、

约束会计行为的社会规范。它调整会计人员同社会、企业单位和不同利益主体、会计人员之间的关系。

在数字经济觉醒、智能化办公和企业财税深度融合模式的背景下,财会人士将如何突破传统职业规范,

建立现代会计职业道德来迎接数智化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 财务数智化；会计人才培养；职业道德；角色转型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accounta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Shiji Yuan  Ruofan Sun 

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 of enterprises are gradually expos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layout of each unit. In the enterprises living in modern society, accounting 

work plays a pivotal role, and financial personnel have gradually exposed defects and deficiencies in professional 

ethics, which requires professional ethics to play the function of norms and constraints.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ethics is the social norm that guides and constrains accounting behavior. It adju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unting personnel and the society, enterprise units and different interest subjects and accounting personn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wakening of digital economy, intelligent office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x, how will accountants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norms and establish 

modern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ethics to meet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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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数字经济到来并转向数智经济之际,我国政府都在持

续关注数字化和智能化在会计领域的发展。但即使这样,我国

会计人才的培养却严重滞后于财务智能化的发展。很多学者

从会计教育方面讨论了现今环境下会计教育的改革,很少有

学者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方面提出在数智化时代如何建设培

养会计人才的路径[1]。因此本文从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方面入手,

结合财务智能化发展趋势,提供当代会计人员建设职业道德

的路径。 

1 选题背景 

20世纪80年代,IT技术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事业单位工

作的效率,但随着业务的复杂性和管理要求的精细化,企业由

“数字化”逐步加速演变为“数智化”,万物互联、数字经济等

布局及跨越快速席卷、辐射世界。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随着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臻完善与成熟,新的信息技

术正以 迅速的方式走进财务人的眼帘,这在财务领域中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2]。崭新的商业模式和新型信息技术的使用将企

业财务和业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产业云化、数字化转型、传统

与新兴技术融合创新的趋势正在不断壮大,各领域和赛道企业

的转型升级与布局跨越,在业务方向和工作模式上也将形成本

质形态的改变,这对专业的财务人员来说毋庸置疑是一项艰难

的挑战。数智化,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有机结合,是目前企业完

成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企业逐渐建立起财务共享中心,以达到优化管理模式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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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企业顺利从传统模式向数智化转型,那么财务人员被淘汰

的概率将大大增加。这时候许多会计人员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

而放弃了必须遵守的规则,进而违背会计职业道德。因此,在数

智化时代来临之际,加强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管理尤为重要。 

2 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体现会

计职业特点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及各种经济关系的职业行为

准则和规范。1996年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基础行为规范》对会

计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做出了几个维度的相关规定。从狭义角

度来说,会计职业道德一般特指职业思想品德方面的标准。但从

广义角度也是现代层面来说,会计人员在具有行业要求的职业

品德外,个人还应具有足够专业的业务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实事

求是。 

会计的职业道德为法律体系提供了关键的补充。例如,尽管

法律为会计行为设定了违法的标准,但它并未明确规定会计人

员如何在思维上保持廉洁和正直,以及如何在工作中追求卓越。

会计的职业伦理也构成了规范会计工作人员行为的根本。动机

是决定行为走向的关键因素,会计行为不仅受到法律的强制性

约束,同时也受到个人内心信仰的影响。会计职业道德旨在引导

会计专业人士建立一个客观、公正、诚实和守信的工作观念。

会计的职业伦理不仅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也是确保会计目

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会计伦理道德强调,会计专业人士

需要向其服务对象提供合乎逻辑、相关性强和可信赖的会计信

息,以确保会计目标能够得以实现。 

3 数智化趋势下会计职业道德现状 

目前,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有些管理团队或组织经常命令会

计人员伪造账目或出具不真实的发票。这类行径在社会上引起

了强烈反感,却在较短的时间里难以彻底消除。 

作为下属执行层的会计人员以及一些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面临巨大的上级和客户压力以及强烈的行业竞争,这些职业人

员不得不做出违背内心和行业道德的行为,这就导致执业质量

和职业道德退居其次。当会计信息失去其 重要的特性—真实

性,则会严重损害社会诚信体系,造成庞大的不良影响。不良影

响程度越大,会计师审计的风险控制难度也就越大。就目前我国

现状来说[3],上市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都不同程度的存

在着管理者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财务造假的动机,这为会计人员

执业埋下了风险“巨雷”。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创新。随着互联网嵌入企

业的深入发展,也随着业财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会计工作模式也

逐渐发生变化。会计信息数据体系比以往更加庞大,维度更加广

泛。但在数智化变迁过程中,互联网中的用户的各种“行踪”都

会留下记录。用户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信息的创造者,具有

非常经典的“产消合一”的特质。数智化会计专业人士是企业

核心数据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理应更重视数据安全与管理,但

有时某些人员会借助互联网之便操作会计信息系统,由于法律

在各类新型信息的所有权、监控权、使用权等等相关权利与义

务方面还未作出十全的规定,这些人员就会钻法律空子,侵犯用

户的合法权益和隐私,使用户受到网络困扰。 

4 数智化时代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路径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会计工作中的许多重复性、机械性

的任务可以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方式来完成。例如,使用会计

软件和智能化系统可以实现自动记账、自动生成财务报表等,

提高工作效率。数智化时代的会计需要与其他领域进行融合,

例如与信息技术、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合作,共同应

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新时代的会计工作特性对财务人员提出了

更高的专业要求,会计人员需要具备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能够

与其他专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

用,会计信息系统和数据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安全威胁,这也

使得会计人员自身更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4.1强化自我管理,提高专业素质 

在自我管理方面,会计人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4.1.1数据隐私与加密 

会计人员在处理大量的数据与信息时,需要严格遵守相关

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确保服务主体的敏感信息如

财物数据等不被非法窃取或滥用。这包括建立完善的数据权限

管理制度,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这些数据。此外,

会计人员还需要加强员工对数据隐私的重视程度,通过定期的

内部培训来提升员工的数据安全意识和技能。在必要时可以采

取保护和加密机制,通过使用加密软件对重要的财务数据进行

加密。加强对数据安全的管理与控制。加密技术不仅可以保护

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还可以减少数据被恶意攻

击的风险。 

4.1.2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在数字化时代,会计人员对于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负有重要责任,不得故意误导利益相关方。为了保障财务报告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会计人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会计人

员应严格遵守相关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这是确保财务报告

真实可靠的基础。同时,会计人员还需要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完

善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制度[4],确保财务报告的编制过程符

合规范,数据准确无误。在职业伦理方面,会计专业人士还需要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道德修养。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实

际操作,我们可以提升自己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方面的能力,

从而确保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够被准确和客观地反映

出来。始终遵循职业伦理,持有独立、客观和公正的立场,不受

外部因素的影响,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4.1.3专业素质和独立性 

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会计工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对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专业素

质而言,会计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传统的会计知识和技能,还

需要能够从容应对各种数字化工具和技术、熟练操作会计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以及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优化

财务流程。此外,他们还应该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以适应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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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除了专业素质,会计人员的独立性

也是至关重要的。独立性作为会计职业道德中 核心的内容,

要求会计人员能在实施过程中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受

任何外部利益的干扰。在数字化时代,随着数据的日益重要和复

杂,会计人员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和压力。因此他们必须坚守职业

道德,保持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以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

公正性。 

4.2完善数智化课程体系,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智能财务时代对新型会计人才做出了更高的要求,复杂且

变化多端的程序运行需要会计人员具备多学科、多领域相关的

知识,故而对传授新型会计专业知识的师资队伍也提高了标准。

各高校和企业在完成传统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要注重数智化课

程体系的完善情况[5]。例如可以从企业会计准则、证券金融、

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经济热点等方面入手,增强会计人员对宏

观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学等相关领域知识的研究,提高投

融资能力,由传统的财会人员向企业管理型人才转型。 

4.3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 

企业的内部控制是为了确保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活动能够正

常、有序且合法地进行,它涉及对财务、人员、资产和工作流程

的一系列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活动。为了确保会计操作的规范性

和准确性,企业有责任构建一个全面而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 

首先,企业应制定严格的会计制度和流程,以此明确企业各

级人员尤其是会计人员的职责与权限,将会计工作规范化、精细

化；其次,企业有责任构建一个高效的内部审计体系,通过采用

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手段,来审查和评估组织在业务活动、内部控

制以及风险管理方面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从而推动组织治理的

完善、价值的增加和目标的实现。内部审计是企业管理控制系

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监

督,而且能够强化外部监管。通过对内部控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我们能够有力地预防企业中的舞弊行为,并增强会计信息的真

实性和信赖度。 

4.4建立个性化激励机制,强化智能化奖励系统 

在数智化时代,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实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

机遇。随着数字化和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企业可以更加精准地

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同时为员工提供更个性化的激励方案,充

分利用此优势,可以提高会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也能激励会计

人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以下是一些具体方法： 

(1)数据驱动的绩效评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企

业可以实时收集和分析员工的工作数据,从而更客观、全面地评

估员工的绩效。这些数据可以包括工作时长、任务完成情况、

客户满意度等多维度指标,为制定精准的激励机制提供数据支

持[6]。 

(2)个性化激励方案：基于数据分析,企业可以为每位员工

定制个性化的激励方案。包括薪资调整、奖金分配、晋升机会

等。企业这一个性化激励方式,能更加有效地调动员工工作积极

性与创造力。 

5 总结 

财务数智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也是企业的现实要求,互联

网与业务的融合使得会计操作变得更加便捷和清晰,在业财融

合带给我们一些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会计

人员除了要在专业素质上提高要求,更要加强职业道德管理。不

论是在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下还是在新型的商业模式中,会计

职业道德不仅仅关乎着个人的前途,也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密不

可分。波涛汹涌的竞争环境下,面对大数据时代里隐匿的重重诱

惑和风险,会计人员坚守本心,固守底线,牢守原则,不断提升专

业能力,遵循会计伦理和职业道德,那么企业和个人本身方可越

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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