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会计学自我鉴定 函授本科会计学自
我鉴定(实用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本科会计学自我鉴定篇一

本人自201x年通过成人高考，就读会计(本科)专业以来，一
直以严谨的'态度和积极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工作中，经过三
年来良师的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顺利完成了学业。

思想上，我力求上进，关心时事，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不断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
质，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光荣的成为了一名共
产党员。

学习上，我已圆满的完成了学院规定的课程，通过扎实学习
《基础会计学》、《成本会计》、《财务会计》、《管理会
计》等各门课程，我系统地掌握了本专业所必需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专业特点及工作
实际，加强了会计、计算机应用能力的锻炼，能运用会计电
算化软件、用友软件，并能熟练office系列办公软件
（如word、excel），为更好地从事财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及
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班级工作上，担任班长职务，认真负责并组织学院安排的各
项班级任务，与同学们相处融洽，积极参加学院、系、班级
组织的各项活动外， 丰富校园生活，不断锻炼自我。

生活上，我崇尚质朴的生活,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派的



作风，此外,对时间观念性十分重视，平易近人，利用业余时
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参加浈江区福利院献爱心活动，
徒步丹霞等，从而不断的锻炼自己，充实校园生活。

通过三年财务会计专业的学习，我不仅在思想境界、知识结
构和业务水平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培养了我一定的
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团体合作精神,我将会以饱满的热情、
坚定的信心、更好地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发挥财务会
计在经营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作贡献。

本科会计学自我鉴定篇二

摘要：文章简要叙述了美国股票期权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
争论，指出会计准则的制定走向政治化。

会计准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纯技术规范，但作用于现实时同
时又是一种微观经济政策。

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

会计准则直接影响公司净利润，进而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
集团必起来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利益集团与会计理论自身
发展这两种力量的较量，最终决定会计准则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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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会计准则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理解的不同直接影
响到准则的制定。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围绕股票期权会计准则的制定展开激
烈的争论，又一次展现了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
果(economicconsequences)。

经济后果对传统会计准则的制定理论提出了挑战。



一、经济后果概念

(1978)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指出，经济后
果指的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
策行为的影响，即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决策，
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

在《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后果表明，尽管存在
有效市场假设理论，但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价值。

他认为尽管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只要公司对其所采用的会
计政策作充分的披露，市场便会识破由于会计政策变动而引
起的盈余变化，并对之做出价格反应，但问题的关键是选用
不同的会计政策会导致不同的净利润，而净利润往往作为各
种契约(如管理者的报酬契约、公司的债务契约)最常用的依
据，这就可能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改变公司的经营活动，
从而影响公司的价值。

而且，如果这些影响是负面的，并且许多投资者受到影响，
这些投资者就会向其政治代表施加压力，结果政治家也会对
会计政策及其制定机构产生兴趣，使准则制定走向政治化。

二、美国股票期权会计准则制定的争论

公司向管理者和其他职工授予股票期权，按照会计原则委员
会(apb)1972年发布的第25号意见书“对向职工发行的股票的
会计处理”的规定，采用内在价值法进行核算，即在授予日
按股票市价与行权价的差额确认报酬费用，由于通常行权价
与授予日市价相同，因而报酬费用为零。

这有悖于事实和逻辑，因为股票期权对其持有者是有价值的，
对发行公司来说也是有成本的。

因此，从1984年开始，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立项重新考



虑第25号意见书，1993年6月fasb发布了股票期权会计处理征
求意见稿，建议用期权定价模型来估算股票期权价值，并确
认报酬费用。

由于各个利益相关者认为第25号意见书的修改对他们产生了
极不利的影响，他们对新准则的制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征求意见稿遭到社团暴风雨式的反对，并且牵动了众多的议
员。

国会议员annaeshoo指出fasb的征求意见稿造成了对美国经
济复苏和企业发展的威胁，它损害了中低层职员的利益，阻
碍了新兴行业的成长，如十分依赖人才的高科技企业。

参议员josephliberman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不得要求公
司在利润表中报告股票期权计划的报酬费用”。

1994年底，fasb只好妥协，鼓励公司运用公允价值法来确认股
票期权报酬费用，而不是作为一种强制要求。

最后，新的妥协的会计准则发布于1995年10月。

由此看来，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fasb的技术制定过程，
而且是一个政治化过程。

因为，整个争论过程并不是围绕恰当的会计处理，而是围绕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因此，有人担心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为了一些社会的、经济的、
公共政策目标，那么，财务报告很快就会失去它的可靠性。

对会计准则本质的探讨将有益于对问题的理解。

三、会计准则在本质上是一种纯技术规范



会计原则本身必须是“有序、系统、内在一致，应能与可观
察的客观现实相吻合，它们应该是不受个人所左右的、无偏
见的。

”会计准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纯技术规范。

它是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规范，以此来指导会计实务，
使得会计系统所反映的与可观察的现实相吻合，向报告使用
人提供可靠的、真实的、不偏不倚的财务报告。

但是，这只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已，现实的环境是纷繁复杂的，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它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目标，
一个个人也具有他固有的经济利益，会计系统所反映出来的
数字不是单纯数学意义的数字，它具有经济意义。

因此，当会计准则置身于现实的经济环境中时，它同时是一
种微观经济政策。

会计准则不可能超然独立于现实环境，而是受到现实环境的
影响而偏离它纯技术规范的本质。

正是由于会计数据具有经济意义，会计数据不可能是抽象信
息，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

四、经济后果的动因分析以及会计准则的取向

人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企业更是如此。

watts和zimmerman(1990)指出会计政策之所以有经济后果，
主要是存在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因为无论是报
酬契约、债务契约，还是政治成本通常都以公司盈利为考察
的主要依据，而会计政策对净利润有着直接影响，因此对公
司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也会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价
值。



问题的关键在于净利润。

净利润是一个计算结果，这个计算结果的大小十分依赖于计
算过程的游戏规则，亦即会计准则。

净利润具有可塑性，成本费用的不同分配方法导致了净利润
不同的计算结果，这计算结构又直接影响到管理人员的报酬，
影响到公司的债务筹资，影响到公司是否被政府管制，因而
影响到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影响公司的价值。

管理人员能做得到的是，尽量影响甚至改变净利润的计算所
依赖的会计准则，这种影响可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前，也可
能是在会计准则制定后，即实施过程中。

事前的影响，如美国，股票期权会计准则的制定的激烈争论、
游说活动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会计准则的制定已经演变为
一个政治过程。

事后的影响，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由财政部来担任，准
则制定前公众少有发言权，对准则的不满体现在实施过程中
的阳奉阴违。

因此，会计准则的取向取决于两种力量，一是利益集团的力
量，二是会计理论自身的发展，会计准则的最终取向取决于
这两种力量的较量，是这两种力量的合力。

利益集团，主要指政策触及到其利益的群体的总称。

经济问题政治化，是社会中一条不变的定理。

经济利益的损害，利益集团必然诉诸于政治行动，通过其政
治代表来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

会计准则其实是一种微观经济政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不可



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的、经济的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和制约，这
种影响和制约是客观的，这就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可能纯
粹是一个技术过程，不可能完全由会计理论来支配会计准则
的取向。

当会计准则对企业净利润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时，利益集团对
会计准则的制定就较少地施加力量，会计理论自身的发展就
主导了准则的取向;当会计准则对企业净利润产生了实质性影
响时，利益集团就对准则制定施加强大压力，以社会的、经
济的、公共政策目标等堂皇的理由来阻挠准则的制定，会计
理论自身力量就显得十分微弱，会计准则取向于社会的、经
济的目标，而丧失自我。

尽管会计理论界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力挽狂澜，但利益集团
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这是由
会计准则本身又是微观经济政策决定的。

经济政策的取向会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产生影响，为了争取
利益，它必然奋起抗争，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会计准则
不可能超然独立，总会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影响。

即使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前公众少有发言权，但社会的、
经济的目标其实在准则制定过程中是给予充分考虑的，这一
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是典型的民间机构制定会计准则的国
家，尚且无法处于超然独立的地位，我国官方制定会计准则
更不可能超然独立。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可能是纯技术性的，苛求它是
纯技术性的做法也是不现实的。

会计准则的制定只能在技术规范和经济的、社会的目标之间
作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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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会计学自我鉴定篇三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在学校的学生生涯即将结束，如今站在
临毕业的出社会的门槛上，回首四年以来在学校学习和社会
实践的点点滴滴，一直以严谨的态度和积极的热情投身于学
习和工作中，虽然有成功的泪水，也有失败的辛酸，然而日
益激烈的社会竟争也使我充分地认识到成为一名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优秀大学生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过去的是我不断奋
斗、不断完善自我的四年，以下做个简短自我鉴定:

在业务知识和能力方面：热爱本专业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通过扎实学习《基础会计学》、《成本会计》、《财务会
计》、《管理会计》等各门课程，我系统地掌握了本专业所
必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结
合专业特点及工作实际，加强了会计、计算机应用能力的锻
炼，能熟练将win98操作系统灵活运用到财务办公中编辑文
档,制表等，为更好地从事财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及质量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思想方面：本人积极要求进步，拥护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和职
业道德;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及团队协作精神，能尊敬师长、
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平时注重加强政治思想学习，认真学
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报告，
以及有关财经方针、政策和财务会计法规、制度，提高了自
己的政策水平及明确是非的能力。

通过四年财务会计专业的学习，我不仅在思想境界、知识结
构和业务水平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培养了我一定的
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团体合作精神。在这将挥手告别学校



的时候，我将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心、更好地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工作中，发挥财务会计在经营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将来的工作是对我知识的检验，也是对我人生的挑战。我会
在工作中不断地完善自己，提高自己，适应工作的需要。

三年的大学生涯弹指一挥间。马上就要毕业了，回首走过的
求学路，我深切地感到时光飞逝。诚然，短短的三年只是我
人生历程的中间站，而生活的帆才刚刚扬起。因此，认真回
顾并总结这三年来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以便能更加坚定自
信地朝前走，显得是那么的重要。

本科会计学自我鉴定篇四

时间匆匆而过.转眼间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前,我有必要对我这
几年来做个自我鉴定!

大学三年中，我系统的学习了会计专业的十几种课程：如应
用统计学 会计学基础,财务会计,财务管理,银行学,企业管理,
西方经济学,税法,成本会计,会计电算化、管理会计、银行会
计、审计学等相关专业课程。每一门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这造就了我的会计专业技能!

本人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并
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吃苦耐劳。能够灵活的运用所学的专
业知识。

在校期间，多次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小到街道的宣传活动，
大到国际比赛。我乐于投身于志愿活动，并从中培养自己各
方面的素质，并不单单做学生，也希望能为社会公益事业服
务。并且，在20__年的特奥会服务中，获得了黄浦区区政府
老师的肯定，为了表示对与我们工作的感谢，老师们特地写
了一份感谢信。

在实习活动中，我积极地参与，在农行与花旗银行，觉得受



益匪浅，综合发挥自己的各方面专业知识。花旗银行实习期
间，与同事合作愉快，并且虚心向前辈学习，自己的工作能
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同，并为我写了就业推荐信，给与我了鼓
励更是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