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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 

   团体标准的说明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应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开展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和加强管理会计工作是与新经济发展

阶段相适应的，对于实现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创造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以及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增强成本意识，防范内部

风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推进

管理会计工作，财政部先后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

建设的指导意见》、《管理会计基本指引》、《管理会计应用指

引第 100号——战略管理》等 34项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系列文件。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总协）配合财政部的工作，积极

参与了财政部组织的管理会计课题研究、管理会计案例征集等活

动，同时还举办了中国管理会计论坛、研讨会、沙龙并组织开展

了涉及管理会计的研究、培训等一系列推进管理会计的工作。 

中总协在推进管理会计工作过程中发现，一方面是管理会计

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是缺少衡量管理会计人才的标准，这种情况

成为制约管理会计进入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并发挥作用的重要

因素。与此同时，一些国外在华机构发布了管理会计能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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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于 2014年发布了与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共同编制的《全球特许管理会计

能力框架》、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于 2016年发布了《管

理会计能力素质框架》，于 2018年发布《加强版管理会计能力

素质框架》（征求意见稿)。为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培养、衡量

管理会计人才时能有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标

准作为参照，为培养管理会计人才和部分财会人员转岗提供帮助，

同时也为了促进落实财政部发布的关于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系

列制度并作为系列制度的有益补充，中总协依据《管理会计基本

指引》和“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等系列文件，在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吸取国内管理会计研究和实践成果、国外经验并听取各方面

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中

国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是对不同等级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水平

的描述，适应于培养相关人才，资质水平及职称的评定仍按有关

政策执行。 

根据管理会计的职能和特点，管理会计的目标是通过运用管

理会计工具方法，参与单位规划、决策、控制、评价活动并为之

提供有用信息，推动单位实现战略规划，以持续创造价值为核心，

促进单位可持续发展。管理会计职业能力分为专业能力和综合能

力两大类。专业能力包括财务会计能力和管理控制能力，综合能

力包括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管理会计的职业能力应该建立在职业

道德与行为规范基础之上。 

其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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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示意图 

                 图-1 管理会计结构图 

财务会计能力是管理会计的基础职业能力，管理会计开展工

作所依托相关信息的基础来自于财务会计。管理筹划能力是管理

会计的根本能力，是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最重要的部分，综合考虑

管理会计工具方法的应用领域和实践，我们将管理筹划能力具体

分为战略管理能力、预算管理能力、成本管理能力、营运管理能

力、绩效管理能力、投融资管理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管理会计

报告能力 8个方面。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比是开放型的，其所涉及的领域也大

大超出财务会计，最终应用效果是达到单位的业财融合。因此做

好管理会计工作，仅有专业技术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有综

合能力。一是需要强调开拓创新能力，包括技术上善于依托信息

等新技术手段、思维上勇于创新开拓。二是管理会计工作是面向

全单位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管理会计人员沟通、协调能力以及

职 业 道 德与行为 规 范 

专
业
能
力 

综
合
能
力 

领导力 管理筹划能力 

创新能力 财务会计能力 

管  理  会  计 职 业  能  力 



4 
 

高级管理会计人员的领导能力，成为管理会计职业能力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考虑，管理会计职业能力分类如下表： 

管理会计职业能力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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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管理会计能力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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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会计师职称序列分为初级（助理会计师）、中级

（会计师）、副高级、正高级 4个等级。其中，初级、中级、副

高级职称是通过参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统一考试合格后获

得，正高级职称采用评审办法产生。根据会计师职称序列，管理

会计职业能力序列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特级 4个等级。 

依据以上分级并结合实际工作对管理会计工作的要求，对管

理会计人员应具备的各种职业能力，按照初级、中级、高级、特

级 4个等级做了划分。对初级、中级、高级提出了具体的职业能

力要求。根据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

特级的职业能力应高于高级，但更强调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

判断能力，政策掌控能力并注重工作经历及工作业绩，因此，只

做总体性描述，不再列出具体职业能力要求。 

一般来讲，管理会计初级职业能力侧重于了解和掌握具体管

理会计工具方法；中级职业能力侧重于理解和熟练操作管理会计

各种工具方法以及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高级和特级职业能

力则侧重于制定和指导、组织实施与管理会计相关的各项工作的

能力（具体职业能力划分详见附表）。 

中总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七条“国家鼓励

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开展或者参与标准化工作”，

并响应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5]13号）提出的“鼓励具备相应能力的学会、协会、商会、

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的要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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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国质检标联[2017]536 号）

的有关规定，经中总协 2018年第一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

议审议同意，决定将《中国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作为团体标

准发布并启动《中国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社团标准制订程序。

中总协按规定程序开展立项、调研、召开专家座谈会等团标制定

活动，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起草的《中国管理会计职业

能力框架》进行修改、完善，并按照团体标准规范文本进行调整，

最终形成团体标准。经专家评审和中总协 2019年第二次理事会

审议通过，提交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发布，

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中国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团体标准

发布后，中总协还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加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