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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人们空前关注会计行业的诚信问题。会计界更是把有

关会计道德问题的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关著述不

断问世，数量颇丰。但是，就会计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些基本

问题而言，笔者认为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一、关于会

计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起点 现阶段，会计界应把经济人假设

作为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起点。研究时，首先要把研究

对象看做自利的经济人，依照“手术刀式”的经济学逻辑，

把问题的表象一层层剖开，直至问题的本质。只有这样，才

有利于为解释会计人员种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提供一个恰

当的基点，有利于挖掘出行为背后的内在动因，最终设计出

各种规则，把自利行为纳入互利的规则结构内。近几年来的

会计诚信缺失，其实质是制度约束弱化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泛滥所致。会计诚信问题研究，如果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

忽视人们追求利益的决定性因素，恐怕效果不佳。当然，这

里的经济人既包括会计人员，也包括其他会计市场主体企业

经理人、行业管理人员等。 对经济人概念的界定，经济学界

始终存在着争论。依据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经济人假设

主要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自利；第二层是理性；第三层

是假设的核心命题。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

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才会无意识地、有效地

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强调了

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习俗、惯例等对人们行为所起到的影



响作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关于

伦理的考虑确实影响了人类的实际行为。但是，联系到我国

目前会计职业道德问题产生的制度背景，以经济人假设为研

究起点似乎更贴近现实，更能贴切回答“会计人员为何要失

信”的问题。 二、关于道德的经济学解释 为研究道德问题，

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了解道德的含义。经济学家张维迎曾

指出：所谓道德，从本质上讲是为了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

的利益。道德的经济功能主要有三种：第一，道德是节约信

息费用的工具；第二，良好的道德能有效地淡化机会主义行

为；第三，道德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

度的费用。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

平取决于违约成本和违约收益的比较。一些人成为违约者不

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

同成本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对会计人员而言，违约收益大于

违约成本，那么不诚信可能就会发生了。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信用的维持依赖于可重复博弈的次数。但是，在制度层面

上目前尚缺乏鼓励人们重复博弈下去的游戏规则，人们进行

的大多是一锤子买卖。张维迎认为：“无恒心者无信誉。”

个人对将来没有一个长远的预期，也就没有恒心。没有恒心

，无限次重复博弈就缺乏必要的条件，自然就谈不上信誉。

这说明会计行业的种种不诚信不能被简单归结为纯道德领域

的问题，寻根究底，乃现行制度缺陷所致，即没有能够为维

持良好道德水平提供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也说明，会

计诚信危机并非都是会计人员惹的祸，会计市场中的其他行

为主体也难辞其咎。因此，探讨道德问题应力求避免“泛道

德化”，应跳出“就道德论道德”的窠臼，一个可行的办法



就是结合制度分析来研究道德问题。 三、关于制度分析方法

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

本理论和分析框架来阐释我国过渡性经济问题，其研究成果

引人注目。近些年来在会计界，一些学者也尝试引入制度分

析来阐释会计领域内的一些问题，效果很好。依照TW舒尔茨

对于制度的定义，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

、政治和经济行为。制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正式约束，非

正式约束，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成文的并得到社会权力机

构实施保证的一系列规则，能够为人们提供确定的行为预期

，从而有利于减少交易行为中的不确定性。正式约束必须得

到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条件下才可能充分发挥

作用。非正式约束，即传统、习俗、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

，其在社会生活中会起到更加久远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

正式约束给人们的交易提供确切的预期，会大大增加非正式

约束的实施成本，甚至造成实施的失败。实施机制是制度有

效性的保障，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形同

虚设。 由上可知，道德属于非正式约束，是制度的一个组成

部分。引申到会计制度，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

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等，同时包括约定俗

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可见，研究道德问题时引入制度分

析方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目前看来也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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