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在购买 日前发生的损失，也不需要纳

入 购 买 方 的 合并 范 围。为 了 充 分 利 用

G A AP在利润合并方 面的特殊规 定， 泰科

与被兼并公 司联 手上演了一幕幕“合并魔

术”。在众多被泰科兼并的公 司中，可以 发

现这样一种“怪病”：被兼并公 司合并前的

盈利状 况往往 出现异常的 大幅 下降 ，而这

种“怪病”往往在合并后迅速“不治而愈”。
泰科于1998年11月20日 开始 对AM P

公 司进行收 购 ，并最终于1999年4月2日 完

成。AM P公 司1998年的第四 季度息税前利

润为 8 500万 美元 ， 可是到了1999年第一

季度（合并 完成的前一季度），却突然下降

为 -1 200万 美元 ，而到 了1999年第二季度

（合并完成后的第一个季度）， 又 迅速增至

24 500万 美元。第二季度的利润激增主要

归功 于销售成本的骤降，而销售成本率在

合并完成前的 18个 月 内均 保持较 为 稳定

的水平， 为什 么会在合并后的6个 月内突

然降低到历 史最低 水平？其原因就 在于

1999年第一季度在重组过程 中计提 了 巨

额的存货减值准备，提前“释放”了本应属

于1999年第二季度的销售成本。

与 之 相类 似 的 是与 R aychem 公 司的

合 并。泰科 于 1999年 5 月 19 日 开 始 与

R aychem 公 司 商谈合并事 宜 ，并于1999年

8月12日 完成合并。R aychem 公 司 1998年

后 三 个季度和1999年第一季度的息税 前

利 润 分别 为 2 500万 美元、6 400万 美元 、

5 500万 美元 和5 500万 美元 ， 但是到 了

1999年第三季度却来了 次“大 变脸”：从7

月1日至8月12日（合并完成日）短短 6周内，

息税前盈利为-4 800万 美元 ， 而8月13日

至9月30日 期间却实现3 800万 美元的息

税前盈利。《华 尔街日报》后 来发现 了 几封

R aychem 公 司 当 时的财务主管 Larsen发给

财务部职 员的电子邮件，这些邮件明确指

出 泰科多次要求R aychem 公 司尽量在合

并前支付尽可能 多的账单 ，“无论 它们是

否已到期”。根据 Larsen的估计，这些提前

支付的款 项 在5 500万 至6 000万 美元 之

间。
再比 如 泰科曾经 引以 为 豪的 C IT金

融公 司并购案例。在2001年第一季度，C IT

公 司 实现盈利15 930万 美元 ，但合并完成

前的 两 个 月（4月和5月）却骤 然 巨亏7 800

万 美元。更为神奇的是，在合并完成后的

四 个月 中（2001年6月 至9月30日），其盈利

能 力 迅速恢 复 ， 共 实现 盈利 25 250万 美

元，是合并前5个 月的三倍 多，仅 合并完成

后的第一个月（6月份）就 实现盈利7 120万

美元。事后泰科副总裁M cG ee承认C IT公

司在泰科的要求下于2001年5月 利 用各种

手段“调低”了盈利22 160万 美元 ，其中 包

括计提“信 用损失准备”14 810万 美元（这

一项 目整个第一季度才提取 了6 800万 美

元）和合并重组准备5 400万 美元。

其实，这些被兼并公 司合并完成前后

盈利异常波动的“病因”很 简单：通过合并

前过度计提各类费用和减值准备、推迟收

入确认 来贮藏“甜饼罐”；合并后逐步释放

出各类准备，享受“甜饼罐”。这样的弄虚

作假 行为被泰科的高管人员美其名 为“财

务工 程”。（未完待续）

（注：本文为 作者承担的 国 家社科基

金“证券市场监管与会计舞弊甄别及防 范

研究”（批准文号为04BJY 007）的阶段性 成

果。）

（作者单位：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厦门大学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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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工 程项目竣交后的财务管理

王学军  单洪丽  夏联国

按照规定的项目法中有关施 工管理的要求，施工企业为新

承接的建设项目而组建的项目经理部，应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

交付使用并基本完成各项 结算、竣工资料的 交接等手续后，随之

撤销，相关事宜交善后工作小组处理。善后工作小组由企业主管

领导牵头，经营预算、财务、物资、机械、工程等部门负责人，以 及

被撤销项目经理部经理等相关人员参加。同时，企业应设立清欠

办公室，除负责清理整个企业的外欠工作外，还负责接收被撤销

机构的债权、债务、档案资料等，并进行项目竣交后的债权债务

清理等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
善后工 作小组应监督、协助撤销的项目经理部等相关人员

做好以 下几方面的工 作：

（1）经营预算部门。负责将工程项目的最终决算报经建设单

位审批完毕，交财务会计部门进行账务处理。《2）物资部门。负责

将甲乙方所供材料的账项核 对签认完毕，完备所有自购材料的

手续，如 发票、出库材料单、动态表等，将工 程剩余材料或出售、

或退货，使其尽可能减少到最低存量，经工作小组协调将最后剩

余材料按市场协议价有偿调拨到所属其他项目；租赁的周转材

料全面清点后向租赁方移交，并办理好租赁费清算手续；自购周

转材料列示清单由工作小组按市场协议 价有偿调拨给企业租赁

公司统一管理。上述手续齐备后交财务会计部门进行账务处理。
（⑶机械部门。负责对租赁机械设备维修后向租赁方归还，并办

理完租赁费用清算手续；自购机械设备原则上按财务账面净值

由工作小组协调向企业租赁公司作有偿调拨；非固定资产的生

产工具、备品 虽已全额摊销进入成本或费用，也应做出移交清

单。上述手续齐备后交财务会计部门进行账务处理。（4）财务部

门。粮据各相关部门提供的各种资料认真进行实物资产、债权、
债务的清理工作；按会计核算要求计提相关的税金和费用；根据

竣工审计意见书进行必要的账务处理，包括根据工程质量状况

预提该项 目的保修费用等。账务处理的要求：所有债权必须有对

方单位或个人签认；所有的账面实物资产降为零；所有负债要有

详细清单；所有收入、费用要按规定核算企业规定的截止日期并

进行结转。最终的损益上转企业财务部门 ，最后做出移交财务决

算，并附 工程有关详细报告，包括：工 程概括、工程决算情况、项

目资金收支情况、责任目标 完成情况、税金交纳及其他需披露的

重要经济信息等。然后将所有账簿封账后连同会计档案等向企

业清欠办公 室移交。
根据工作小组的安排，必须保留的善后 工作人员 包括向甲

方催款的清算人 员、财务管理人员等，以 负责进一步的债权债务

清理工作。随着债权债务的清理完毕，善后工作小组及整个工程

项目的运转也到此结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兴农场 省建三江农垦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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