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十年规划》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7/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3_80_8A_E5_c67_257301.htm 财会[2007]8号 中共中

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铁道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财务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会计学会，北京、上海、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切实加强会计领军（后备

）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会计领军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会

计领军人才培养的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我部制定了《

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十年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现予以印发。 该《规划》适用于财政部组织的全国

高级会计人才培养工作，也可作为各地财政部门和各中央主

管单位组织和开展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高级会计人才培

养工作参考。财政部（章）二○○七年五月八日 附件： 全国

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十年规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科教兴

国、人才强国战略，以能力建设为核心，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立足国际前沿，创新培养机制，严格科学管理，着力培养

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复合型高层次会计人才，打

造一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和会计事业国际

发展战略要求的领军人才队伍，促进我国会计人才整体素质

的全面提升，为推动经济社会和会计事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

才储备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培养目标及任务 （一）总体



目标。 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在合理预计当前及未

来一段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发展，以及国有企业

、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发展战略、行政事业单位深化改革、

占领国际会计理论前沿阵地等对高端会计人才的需求，充分

考虑现阶段我国开展高层次会计人才培训能力的基础上，按

照会计领军人才的能力框架和素质要求，开展全国会计领军

（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分别企业

类、行政事业类、注册会计师类、学术类4类，争取用10年左

右的时间，培养1000名左右会计领军人才，担负会计行业的

领军重任。 会计领军人才应当具有恪守诚信、敬业爱岗、甘

于奉献的道德品质；形成科学系统、结构合理、学养深厚的

知识体系；具备精于理财、善于管理、勇于创新的工作能力

；作出推动发展、促进和谐、壮大行业的社会贡献；享有社

会认同、行业肯定、备受推崇的良好声誉；实现由执行者向

管理者、领导者、决策者的转变。这些人才应当在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强化组织内部管理、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推动会计理论和实务创新、塑造会计行业民族

品牌、推进会计事业国际化发展等方面积极发挥引领和辐射

作用，进而形成高端会计人才团队，推动我国会计队伍整体

素质的全面提升。 （二）具体任务。 根据会计领军（后备）

人才培养工作的总体目标，结合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会计

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具体任务为： 1.适应大中型企

业、境内外上市公司加快发展、强化管理对高层次财务会计

人才的需求，带动全国企业会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着力

培养450名左右在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领域担任财务负责人的

企业类会计领军人才。积极发挥这些人才在深化企业内部改



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保障企

业做强做大，推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适应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事

业单位体制改革对高层次会计人才的迫切需要，带动和引导

各级重点行政事业单位加强财务管理，着力培养100名左右在

行政事业单位或相关重要领域担任财务负责人的行政事业类

会计领军人才。积极发挥这些人才在深化行政事业单位体制

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财政、财务管理，推动依法行政

、依法理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3.

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我国注册会计

师行业的发展，促进注册会计师业务水平的全面提升，推动

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着力培养350名左右具备国际资本市

场认可的专业资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注册会计师类会计领

军人才。积极发挥这些人才在规范会计服务市场，增强行业

竞争力，促进行业全面发展，打造行业民族品牌，推动行业

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4.适应建立有中国

特色和国际影响的会计理论体系的要求，充分发挥理论研究

、学科建设对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支持作用，着力培养100

名左右在会计学科担任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类会计领军人才。

积极发挥这些人才在加强会计理论研究，培养优秀会计人才

，打造学术研究团队，占据国际学术前沿，提升会计学科地

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组织分工 （一）成立全国会计领

军（后备）人才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设主任1名，由分管会计工作的部领导担任；副主任

若干名，由财政部会计司、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会计

学会以及北京、上海、厦门三家国家会计学院等单位负责人



担任；人才使用单位代表若干名，由大型企业总会计师、会

计师事务所负责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负责人、会计理论资

深专家组成。 领导小组负责规划、指导全国会计领军（后备

）人才培养工作。具体负责指导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训

网络建设，构建会计领军（后备）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建立

各类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训沟通机制，协调各类会计领

军（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对外宣传，督促、指导各单

位贯彻、落实领导小组的决议。 （二）会计领军（后备）人

才培训采取“分类培养，联合打造”的模式。财政部会计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会计学会分别是企业类、行政

事业类、注册会计师类和学术类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训

的管理部门，依托北京、上海、厦门三家国家会计学院具体

实施培训。 1.财政部会计司具体负责组织协调企业类、行政

事业类会计领军（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工作，研究制定企

业类、行政事业类会计领军人才能力框架，组织设计培训方

式，协调开发培训教材，建立企业类、行政事业类会计领军

（后备）人才信息库，对企业类、行政事业类学员实行跟踪

管理，指导国家会计学院开展企业类、行政事业类会计领军

（后备）人才培训工作。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具体负责组

织协调注册会计师类会计领军（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工作

，研究制定注册会计师类会计领军人才能力框架，组织设计

培训方式，协调开发培训教材，建立注册会计师类会计领军

（后备）人才信息库，对注册会计师类学员实施跟踪管理，

指导国家会计学院开展注册会计师类会计领军（后备）人才

培训工作。 3.中国会计学会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学术类会计领

军（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工作，研究制定学术类会计领军



人才能力框架，组织设计培训方式、协调开发培训教材，建

立学术类会计领军（后备）人才信息库，对学术类学员实行

跟踪管理，指导国家会计学院开展学术类会计领军（后备）

人才培训工作。 4.北京、上海、厦门三家国家会计学院协助

培训管理部门做好学员选拔、能力框架建设等工作，负责会

计领军（后备）人才培训的实施。具体负责协助培训管理部

门组织学员选拔、参与研究制定会计领军人才能力框架、开

发培训课程、结业考核、学员档案库建设等教务管理工作。 

四、学员选拔 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分

别4类人才，确定报名条件，严格选拔程序，认真组织选拔工

作。 （一）财政部会计司、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会计

学会分别组织企业类、行政事业类、注册会计师类和学术类

会计领军（后备）人才的选拔工作。以公开、公平、公正的

方式，从全国在职的高层次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会计理

论工作者中，挑选诚实守信、年富力强、潜力较大的人员进

行培养，一般每l-2年选拔一次。 加强与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

上的合作，广泛听取学术名家、用人单位的意见，重点吸收

影响较大、贡献突出的青年会计俊才和各单位、各行业财会

后备人才。 （二）学员选拔应当经过申报、笔试、面试等程

序，重点考察申请人的知识结构、专业素养、外语水平、分

析创新能力、政策把握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交际沟通能力

、应变能力等素质。笔试环节采取“统一命题、统一考试、

闭卷作答、统一评阅”的方式；面试环节采取结构化面试等

方式。 （三）培训管理部门根据考生选拔成绩，按照从高到

低的顺序，择优录取培训班学员。 五、培训组织 （一）培训

周期。 每届培训班的培训周期为6年，分为3个考核周期。第



一个考核周期为培训的第1-3年，第二个考核周期为培训的

第4-5年，第三个考核周期为培训的第6年。 1.第一个考核周

期为知识拓展阶段。该周期以组织教学、跟踪管理为主，着

重培养学员的专业素养，努力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管理意

识以及分析判断、沟通协调、团队精神等方面素质，提升学

员的道德修养、职业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为学员实现从执

行者向管理者、领导者、决策者的转变夯实基础。该周期的

主要任务是： （1）拓展知识结构。根据会计领军人才能力

框架，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学手段，主要围绕提高学员理论

水平、管理意识以及分析判断、沟通协调、团队精神等方面

素质的要求，科学设计培训课程，聘请国内外一流师资，以

案例教学为主要形式，讲授科学理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

。 （2）锻炼研究能力。通过多种渠道为学员提供参与财会

法规、准则制度的研究和咨询的机会，提升学员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员在公开刊物发表论文

和出版专著，扩大学员及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项目的

社会影响。 （3）培养自学能力。根据会计领军人才能力框

架要求，安排自学任务，促进学员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学

以致用，学用相长。 （4）突出碰撞交流。开展形式多样的

交流互动活动，利用现代化技术，构建学员交流碰撞、信息

沟通的远程网络平台，增强学员的凝聚力；利用专题讨论、

课题研究、咨询策划、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培养学员的团

队合作能力。 （5）加强跟踪管理。建立跟踪管理机制，及

时了解学员动态，督促学员完成各项培训任务。 （6）实施

考核淘汰。通过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依据学员参与培训情

况、提交培训成果质量、理论修养、开拓创新意识、工作业



绩、岗位胜任情况、获奖情况、单位满意度等方面以及学员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客观评价学员的发展潜力，形成量化考

核结果，实施考核淘汰。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继续参加培训

项目的学员，终止培训。本周期期末择优产生优秀学员进入

下一周期。 2.第二个考核周期为能力提升阶段。该周期以高

层次论坛、大跨度交流为主，着重培训学员的综合素质，努

力提高学员的决策能力、沟通能力，扩展学员的视野，为学

员实现从执行者向管理者、领导者、决策者的角色转变集聚

能量。该周期的主要任务是： （1）完善知识网络。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国际会计行业发展新趋势，

会计理论及组织管理理论的新成果、新动态，结合高端会计

人才能力素质要求，围绕提高学员的文化底蕴、决策能力、

沟通能力等方面素质的要求，不定期发放自学教材、安排案

例研究任务等，激发学员在成才过程中的自我完善、自我提

升潜能，逐步熟悉哲学、文化、历史等知识和宏观政策，掌

握沟通与协调技巧、决策技巧、人力资源管理等知识，提升

学员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 （2）开阔学员视

野。邀请国际顶尖专家学者和跨国公司、国际性组织高级官

员等，不定期举办高层次专题讲座和高层次论坛等，提高学

员的战略意识、全局观念，进一步开阔学员的视野。 （3）

开展境外培训。组织学员到境外知名院校、国际性组织、跨

国企业实地考察、学习，通过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了解境外

会计行业发展的最新信息、学术动态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

提高学员的涉外沟通能力，建立学员与境外同行的沟通联系

渠道。同时，创造条件促成学员利用国家留学基金以及单位

基金等到国外访问、学习。 （4）深化沟通交流。积极拓展



会计领军（后备）人才与其他类型人才的沟通交流渠道，形

成会计人才与其他类型人才的互动机制。积极开展学员与国

有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国际性组织或研究机构的高层管理

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国家人才管理部门领导之间的交流。 

（5）加强理论研究。激发学员主动思考和理论创新的热情，

提升学员洞察问题的能力，开展重点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竞

赛、成果交流等形式，引导学员掌握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

，提高研究质量，边工作、边研究、边提高，邀请学员参与

财会法规、准则制度的研究、制订，使更多的学员在学术造

诣上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 （6）实施考核淘汰。通过科

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依据学员参加论坛和专题讲座情况、科

研成果质量及发表情况、自学课程完成情况、境外培训情况

、理论修养、开拓创新意识、工作业绩、岗位胜任情况、获

奖情况、单位满意度等方面以及学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客

观评价学员的发展潜力，形成量化考核结果，实施考核淘汰

。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继续参加培训项目的学员，终止培训

。本周期期末择优产生优秀学员进入下一周期。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