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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五大領域 步步為營

一、標準建設與實施

主要包括會計準則、內部控制和會計信

息化三個方面。

一是完善與國際慣例持續趨同並與主要

市場經濟國家和經濟體等效的會計準則

體系，仍然是今後會計改革的首要任務。

首先，進一步完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一

方面，要繼續加強對會計準則制度體系

實施的指導和監管，鞏固上市公司實施

新準則的已有成果。在此基礎上，擴大準

則實施範圍。可以預計，到2010年，我國

的所有大中型企業將會全面實施企業會

計準則體系，努力做到在全國範圍內的

各類企業（小企業除外）統一會計標準，

促進各類企業穩健經營和可持續發展；

同時，在與國際持續趨同的過程中，今後

將更加深入和廣泛地參與國際準則的制

定，使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充分體現我國

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實際情況。另

一方面，要加大會計準則等效戰略的實

施力度，繼續做好中國內地和香港會計

準則等效的後續工作，積極開展中美合

作和會計準則等效工作。劉玉廷說：「在

未來一段時間內，使中國的會計準則能

夠得到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認可，這

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其次，建立實施非營利組織會計準則

體系。劉玉廷表示，會計準則體系還要向

醫院、學校這些非營利組織擴展。最後，

研究建立政府會計準則體系。「我們每

年派人到國外學習研究，積極做好必要

的人才準備。將來在企業與非營利組織

會計改革的基礎上，擇機推進政府會計

改革。」

二是建立健全內部控制標準體系並組

織實施，使其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的關鍵

要素。

劉玉廷說：「中國的企業內控基本規

範由五部委聯合發文，這在全球是沒有

的，也可以說在對世界範圍內企業內控

建設做出了貢獻。」要使這一系統工程有

序推進、落到實處，未來至少要抓好以下

幾方面的工作。

一要完成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評

價指引、鑒證指引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

以促進企業發展戰略為目標、以防範風險

和控制舞弊為核心、以基本規範為統領、

以應用指引、評價指引和鑒證指引等配套

辦法為補充，結構合理、層次分明、銜接

有序、內容完整、方法科學的內部控制標

準體系；二要加強內控宣傳培訓工作，為

貫徹實施基本規範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和社會環境；三要研究建立以財政及有關

部門為引導、各單位具體實施為基礎、會

計等中介機構諮詢服務為支撐、政府監

管和社會評價相結合的內部控制實施體

系，確保內控規範平穩分步有效實施；四

是要研究建立行政事業單位和非營利組

織內部控制標準體系；五要積極推動我

國內部控制的國際趨同等效工作。

劉玉廷說：「企業內控規範要形成中

國的品牌，並獲得國際認可，這對在歐美

上市的中國企業而言，意義深遠。」

三是遵循「路線圖」，有序推進會計信息

標準化建設。

首先，建立一個政府規劃指導並組織推

動、單位主動參與並具體實施，社會積極

響應並配合支持，共同提高的會計信息化

管理體系；其次，基本構建一個以企業、

單位提供標準化信息為基礎，企業、投資

者、監管部門、中介機構和社會公眾方便

高效利用信息的綜合信息平臺；第三，基

本形成一套以XBRL國家分類標準為重要

組成部分、涵括會計工作相關業務流程的

會計信息技術標準體系；第四，基本打造

一支熟悉國際規則、掌握內部控制和信

息技術的複合型會計信息化人才隊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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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培育一個為相關單位提供軟硬

件產品供給、技術服務和諮詢服務的會

計信息化服務產業。

二、加強監管，培育成熟穩健的中國會

計市場

會計市場管理作為未來會計改革的另一

項重要任務，至少包括三個子系統：註冊

會計師行業的管理、會計人員從業資格

管理和「洋資格」管理等。

首先，加強對註冊會計師行業的管

理。劉玉廷說：「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

中國家，也是全球最大的、最具特點的新

興市場經濟國家，企業要『走出去』，會計

師事務所也要跟上來。未來一段時間內，

要形成大中小會計師事務所的合理佈局，

同時要積極推動『強強結合』，發展一批

具有國際水準的特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其次，加強對會計人員從業資格的管

理。我國有1,000多萬會計從業人員，要

完善從業人員職業資格准入、過程控制

和市場退出的管理制度，統一大綱，統一

題庫，逐步實現全國無紙化考試。

再次，加強「洋資格」的管理。目前，

許多外國會計培訓機構到中國推廣自己

的會計資格，其中有些存在不規範行為，

對中國會計市場的規範發展影響很大。

劉玉廷表示，對這些不規範或商業化的「

洋資格」，必須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不

能任其發展甚至泛濫。

三、著眼未來，大力推進會計人才戰略

實施會計人才戰略是會計管理工作的重

要內容和長期任務。

一要繼續實施會計領軍人才工程，逐

步完善會計人才培養長效機制，不斷為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培養高端會計人才；

二要貫徹落實《會計法》和《全國先進會

計工作者評選表彰辦法》，組織開展全國

先進會計工作者評選表彰活動，並使其經

常化和制度化；三要做好初級、中級、高

級會計師考試制度，建立科學、公開、透

明並接受社會公眾監督的評審制度，探索

建立正高級會計師資格評價制度；四要

重視和完善會計碩士專業學位（MPAcc）

制度，這是培養高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重

要渠道；五要全面加強會計隊伍誠信建設

和職業道德教育，研究會計職業道德規

範，不斷提升會計行業的誠信度和社會

公信力。

四、服務實踐，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會

計理論

劉玉廷說：「會計理論要緊緊為實踐服

務，中國會計改革有這麼深的土壤，這麼

多的內容，這麼大的力度，理論應該是先

行的。中國的會計理論研究一定要走出

去，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會計理

論方法體系。」他對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

前景充滿信心。

五、協調配合，完善會計監督體系

目前，會計監督職能由財政部及駐各省專

員辦負責，還包括各地區縣級以上財政

部門設立的監督檢查機構，這是一個龐

大、有力的監管系統。劉玉廷表示，《會

計法》賦予了財政部門這一職能，應當嚴

格依法履行職責。當然，「財政部門負責

全國範圍的會計監督，同時要與其他部

門相互配合。比如，證監會對上市公司、

銀監會對銀行業、保監會對保險業進行

會計監督。財政部門的監督是全方位的，

凡是有會計工作的地方都有權依法進行

監督；其他部門的監督有特定範圍，這就

需要加強協調，發揮各自的優勢，提高會

計監督的整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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