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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职业道德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Ethics

适用范围：2022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编号：092132219

学 分：2

学 时：32（其中：理论学时：32）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先修课程：

适用专业：会计学、审计学

建议教材：韩洪灵、陈汉文.会计职业道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版

开课单位：会计学院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黑体小四号）

课程性质：《会计职业道德》是应用型院校会计学、审计学等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程。

课程任务：本课程旨在紧密结合中国的会计环境与审计环境，解决复杂的会计职业道德

问题，并使学生能了解关于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惩戒体系。考虑到数字化技术会危及现有的

伦理秩序、触发新的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本课程亦关注数据时代下会计职业的变革及其对会

计职业道德的潜在影响，以增强学生在数据时代下分析和解决会计职业道德困境的能力。

为培养具备会计职业道德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本课程从会计职业特征以及会计人员的角

色出发，构造“职业特征—会计舞弊—道德决策—基本规范—概念框架—规则应用—发展趋

势”的总体框架，使本课程能够从过去简单的伦理说教变为再现职业道德体验、判断与决策

过程。通过讲授会计及相关行业所必需的职业道德和法律制度等知识，突出职业道德的实用

性和应用性，让学生在学习职业道德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职业道德的实践能力。

二、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说明如表 1所示。

表 1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观测点（关键指标点） 支撑说明

1. 学科知识：熟练掌握

会计及相关行业所必

需的职业道德和法律

制度等知识，具有高尚

的会计及相关行业职业道

德。

指标点 1-3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具有良

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

具有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储备

通过系统的学习会计职业伦理、会计舞弊

与道德行为、会计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等相

关法律、法规，让学生解决会计审计实务

中复杂的利益冲突与道德困境问题，提升

会计职业道德素养，培养会计审计职业的

核心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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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能力：能够恰当应用

会计职业道德相关知识，

解决会计职业道德困境，

通过治理困境提升会计职

业道德

指标点 3-4 具备财务数字化思

维和能力，具备财务综合应用

能力，能够对企业进行价值综

合管理

通过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内容的学习，提

高学生围绕职业道德问题的治理能力。理

解数据时代下会计职业道德的动态变革，

增强学生在数据时代下分析和解决会计

职业道德困境的能力。

7.国际视野：了解并掌握世

界主要会计职业团体所制

定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

框架结构。

指标点 7-1 了解全球关于会计

职业道德规范的发展历史，理

解全球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通过对世界主要会计职业团体所制定的

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以及会计职业道德基

本原则的内涵的学习，让学生领会法制与

德治的辩证统一。

9 综合素养与价值观：具

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了解

基本国情，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指标点 9-1 具有人文底蕴、科

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

感

通过会计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等内容的学

习，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职业道德素养和诚

信品质，坚持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具有

事业心、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勇于奉献的精神。

三、课程目标

德育目标（综合素养与价值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

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具有积极向上的科学态度、与时俱进的意识、进取精神、敏

锐观察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以及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能够识别商业环境中的会计伦理

道德问题并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9-1）；

课程目标 1（学科知识）：掌握会计职业的基本特征、价值观及主要职责，理解会计伦

理学性质及基本功能。了解会计舞弊的类型、方式、手段与后果，学习并深刻理解会计职业

道德基本规范。（1-3）；

课程目标 2（国际视野）：了解并掌握世界主要会计职业团体所制定的职业道德规范体

系的框架结构；学习并深刻理解世界主要会计职业团体所制定的会计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内

涵与要求。（7-1）；

课程目标 3（应用能力）：了解会计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含义和作用；掌握概念框架三

大核心程序的应用方法；理解并区分产生不利影响的五种基本类型。能运用职业道德概念框

架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应用于会计人员所面临的各种道德困境和不利影响。（3-4）；

四、课程学习内容、学习要求与学时分配

1. 理论学习内容、要求与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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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理论学习内容、要求与学时分配表

学习内容 学习要求
思政

元素

推荐

学时

教学

方式

重点

难点

支撑

课

程目

标

一、会计职业与会计伦

（一）会计职业

1.受托经济责任计量

2.职业会计师的角色

3.会计职业的公众利益导向

（二）会计伦理

1.伦理理论流派

2.会计理论学的性质

3.会计伦理的基本功能

1.深刻理解职业会计师

的角色及其在经济运

行中的关键作用；

2.掌握会计职业的基本

特征、主要职责及基本

价值观；

3.了解不同的伦理理论

流派，理解会计伦理学

性质及会计伦理的基

本功能。

树立

高度

的受

托责

任意

识

4

讲

授

和

案

例

教

学

重点：职业会计

师的角色与会

计职业特征

难点：会计伦理

学性质及会计

伦理的基本功

能

课程

目标
1

二、会计舞弊与道德行为

(一）会计舞弊

1.全球会计舞弊之现状

2.中国会计舞弊之现状

（二）道德行为

1.会计舞弊行为的道德决策

2.会计职业道德之性质

3.会计职业道德风险分析框架

1. 了解全球及中国会

计舞弊之现状，包括舞

弊的类型、方式、手段

与后果；

2.了解与区别会计师对

职业道德认知与判断

的六个不同的发展阶

段，理解会计职业道德

在性质上是典型的他

律与自律的辩证统一；

3.学会进行会计职业道

德风险分析并设计职

业道德风险的治理系

统。

培养

学生

遵纪

守法

意识

和良

好的

道德

行为

4

讲

授

和

案

例

教

学

重点：全球与中

国会计舞弊之

现状分析

难点：会计师对

职业道德认知

与判断的六个

不同的发展阶

段

课程

目标
1

三、会计职亚道德基本规范

(一）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1.美国

2.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及其他国家

3.中国

（二）会计职业道德基本原则

1.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2.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

3.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4.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

5.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1.了解并掌握世界主要

会计职业团体所制定

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的框架结构；

2.学习并深刻理解世界

主要会计职业团体所

制定的会计职业道德

基本原则的内涵与要

求；

培养

和践

行诚

实守

信的

职业

品格

和职

业信

念

4

讲

授

和

案

例

教

学

重点：主要会计

职业机构所制

定的职业道德

之基本原则

难点：世界主要

会计职业团体

所制定的会计

职业道德基本

原则的内涵

课程

目标
2

四、会计职业道德概念框架

（一）识别对遵循基本原则产生的

不利影响

1.自身利益的不利影响

2.自我评价的不利影响

3.过度推介的不利影响

4.密切关系的不利影响

5.外在压力的不利影响

（二）评价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

1.确定可接受水平

2.评估风险水平

3.考虑成本与收益

（三）应对不利影响

1.应对措施

2.强调事项

1.了解会计职业道德概

念框架的含义和作用；

2.掌握概念框架三大核

心程序的应用方法；

3.理解并区分产生不利

影响的五种基本类型

提高

学生

的会

计审

计职

业责

任感

4

讲

授

和

案

例

教

学

重点：概念框架

的应用

难点：产生不利

影响的五种基

本类型

课程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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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单位会计人员职业道德

（一）利益冲突与利益诱惑

1.利益冲突

2.利益诱惑

（二）信息编报及其相关利益

1.信息编报过程

2.与信息编报过程的利益

（三）违法违规行为与缺乏专业技

能

1.违法违规行为

2.缺乏专业技能

1.理解导致单位会计人

员违反职业道德基本

原则的六类主要压力

事项，包括利益冲突与

利益诱惑、信息编报及

其相关利益、缺乏专业

技能与违法违规行为；

2.能运用职业道德概念

框架将职业道德基本

原则应用于单位会计

人员所面临的各种道

德困境和不利影响。

培养

和践

行诚

实守

信的

职业

品格

和职

业信

念

4

讲

授

和

案

例

教

学

重点：6 种不利

影响情形

难点：概念框架

的应用

课程

目标
3

六、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一）提供专业服务的基本要求

1.利益冲突

2.专业服务委托

3.保管客户资产

4.收费

5.利益诱惑

6.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7.第二次意见

（二）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

要求

1.基本要求

2.具体要求:以利益为基础的事项

3.具体要求:以关系为基础的事项

（三）其他鉴证业务对独立性的要

求

1.基本要求的差异

2.具体事项的差异

3.其他相一致的剩余事项

（四）其他鉴证业务对独立性的要

求

1.非鉴证服务的主要类型

2.评估提供非鉴证服务所产生不

利影响

1. 掌握注册会计师在

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

可能导致其违反职

2. 业道德基本原则的

主要事项，并学会对各

类事项所将产生的不

利影响进行识别、评价

与应对。

3.掌握注册会计师在执

行审计和审阅业务过

程中应遵循的独立性

要求，并学会对各类情

形的不利影响进行识

别、评价与应对。

4.了解注册会计师在为

鉴证客户提供非鉴证

服务的要求。

提高

学生

的会

计审

计职

业责

任感

4

讲

授

和

案

例

教

学

重点：基本要求

与独立性

难点：注册会计

师在执行审计

和审阅业务过

程中应遵循的

独立性要求，并

学会对各类情

形的不利影响

进行识别、评价

与应对

课程

目标
3

七、会计职业道德评价惩戒

（一）会计职业道德评价

1.社会信用评价机制

2.会计职业道德评价机制

（二）会计职业道德惩戒

1.行业协会惩戒

2.行政部门惩戒

3.法律惩戒

4.联合惩戒

1.了解社会信用评价体

系及中国会计职业道

德评价的机制与方法；

2.系统掌握从行业协

会、行政部门、法律部

门和多部委联合惩戒

四个层面的会计职业

道德惩戒机制。

培养

学生

遵纪

守法

意识

和良

好的

道德

行为

4

讲

授

和

案

例

教

学

重点：四个层面

的惩戒系统

难点：会计职业

道德的联合惩

戒机制

课程

目标
3

八、会计职业道德发展趋势

（一）会计职业变革趋势

1.会计职业变革的动因

2.会计职业变革的趋势

（二）会计职业道德困境演化趋势

1.会计职业的新型利益诱惑

2.会计职业道德困境的演化趋势

（三）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发展趋势

1.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规范的发

展趋势

2.会计信息系统操作行为规范发

展趋势

3.会计数据资源管理行为规范发

1.了解会计职业的未来

变革趋势；

2.了解会计职业道德困

境的演化趋势；

3.理解会计职业道德规

范的发展趋势。

提高

学生

的会

计审

计职

业责

任感

4

讲

授

和

案

例

教

学

重点：数字时代

的职业道德困

境与规范

难点：会计职业

道德困境的演

化趋势

课程

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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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

4.会计人工智能应用行为规范发

展趋势

五、课程的考核与成绩评定方式

（一） 考核方式、成绩构成及考核时间

本课程成绩由平时考核、期末考核构成，如表 3所示。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表 3 考核方式及占比

表 4 课程目标在期末考核中占比

表 5 各种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中的支撑权重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观测点

考核与评价方式
合计

期末考试 作业 课堂表现 考勤情况

课程目标 1 观测点 1-3 60% 20% 10% 10% 100%

课程目标 2 观测点 7-1 60% 20% 10% 10% 100%

课程目标 3 观测点 3-4 60% 20% 10% 10% 100%

（二） 评分标准

1. 试卷评分标准详见试卷答案及评分标准。

2. 其它考核方式评分标准。

表 6 课堂和考勤成绩评分标准

评分策略

课堂表现评分采用奖罚机制，初始成绩为表 5 中确定的满分成绩。其中：

出勤情况采用扣分制，听课认真程度采用扣分制，课堂表现总成绩最低 0
分，最多不超过表 5中确定的满分成绩。

评分内容 考勤情况 课堂表现

评分标准 该学期考勤总次数为 10次。 听课认真程度考核无次数限制。

考核方式 考核依据 分数 成绩构成

平时考核 作业、考勤情况、课堂表现等 100 40%
期末考核 期末试卷、综合设计、大作业等 100 60%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比例 5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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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扣分：无缺勤，无迟到，无早退。

2.扣分说明：迟到 2 次算一次缺勤，

早退 2次算一次缺勤，缺勤 1次所扣

分值占课堂表现总成绩的 10%，缺勤

次数达到 3次以上，该项成绩为 0。

1.不扣分：上课过程注意力集中，无

扰乱课堂秩序等现象。

2.扣分说明：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扰

乱课堂秩序等，每次扣课堂表现总

成绩的 2%，但若缺勤次数达到 3次
以上，该项成绩为 0。

表 7 作业成绩评分标准

作业 鉴定评分 成绩等级

格式规范、内容详实、思路清晰、答案正确。 90~100 优秀

格式较为规范、内容详实、思路较为清晰、答案正确。 80~89 良好

格式较为规范、内容详实、思路基本清晰、答案基本正

确。
70~79 中等

格式基本规范、内容基本详实、思路基本清晰、答案基

本正确。
60~69 及格

内容不详实、思路不清晰、内容不完整、答案不正确。 60分以下 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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