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很小的金额（可能远远低于重要性水平），但是其后果却有

天壤之别：如上市公司连续两年或三年亏损可能导致被ST

处理或暂停上市，而如果不亏损可以免遭处理。在这种情况

下，可能使报表亏损变成盈利，或使报表盈利变成亏损的错

报水平就具有重要性。（2）可能会影响公司违反融资协议、合

同或者监管规定的错报。一些融资协议中可能规定，如果公

司财务指标（如资产负债率）超过一定水平，或公司信用评级

低于一定水平，则公司可能需要提前偿债。此种情况下，虽

然只对财务指标产生微小影响，却使公司满足融资协议规

定的错报就具有重要性。（3）错报的敏感性。如错报可能涉及

利益冲突、舞弊、违反监管规定或违法行为，则虽然金额较

确定的重要性水平小，但同样具有重要性。（4）错报的动机，

是否有意进行盈余管理或平滑收益。如果是故意的，则具有

重要性。
（三）可能影响重要性水平的其他情况

1、规模对重要性水平的影响

前述案例中，审计师采用的实际上是固定百分比法。有

研究表明，在审计实务中，当企业规模增加时，重要性水平

并不总是保持同一 水平，如用总资产或总收入的一定百分

比表示的重要性水平在下降。也就是说，规模越大的公司，

允许错报或漏报的金额比率越小。这就是审计实务中通常

采用的变动百分比法，即采用总资产或总收入中较大者确

定一 个百分比。

2、合并报表审计中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如果审计对象是一个集团公司，需要对合并报表发表

审计意见，那么，是以合并报表项目为基础来确定一个重要

性水平，还是以母公司及各子公司报表项目为基础分别确

定重要性水平？显然，如果是后者，审计的效率必然大大降

低；而如果采用前者，低于重要性水平的公司可能无需履行

严格的审计程序，审计的效率必然大大提高，而审计效果不

会受到不利影响。
3、审计实施阶段可能对重要性进行调整

如果在审计中发现影响确定重要性水平的初始判断的

因素，则审计人员可以改变重要性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审

计程序的性质、程度、时间都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会计研究所）

责任 编辑  孙 蕊

CPA理论与实践

从一次收购案例
看C PA 应具有的非专业能力

紫 涵

首先，来看一个公司收购的成功案例。
这次收购是控股式的收购，收购对方60% 的股权，以期

获得对被收购方的控制。谈判伊始，被收购方代表便拿着各

种数据，如技术保证、谈判项目、开销费用等材料，滔滔不绝

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被收购方提供的资料具有很强的专业

性，在专业方面，收购方完全处于劣势。被收购方一项项地

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等着收购方来抛出自己的包袱，这样

做的结果是，被收购方一次又一次地对收购方进行了探底，

而收购方这边却一无所获。
被收购方对收购方的目的了解得很清楚，就是想要做

大利润，所以，他们拿出收购方很关心的利润表来，并且提

出，如果收购成功的话，收购方将会获得很丰厚的预期收

益，而且被收购方还有几个诱人的投资计划。可以看出，收

购方在由被收购方牵着鼻子走。

整个谈判场面就是被收购方在激昂陈词，而收购方的

阵脚完全被打乱了，不知此谈判该如何进行下去。在这次谈

判过程中，注册会计师没有参与，参与的只是收购双方以及

律师代表。
在第一次谈判会议结束以后，收购方根据被收购方提

出的方案，请注册会计师补充了相关的资料，并与其就几种

可能的情况进行了沟通。收购方一时显得很无奈。
如果被动接受被收购方提出的方案，会计师事务所和

资产评估事务所都必须进行第二次审计和评估，这样不但

会使更多的人员陷进去，而且会加大审计成本。最主要的

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没有多大作用，因为资料都是由被收购

方提供的，技术方面的东西对注册会计师来讲也是个偏门。

于是，负责这次收购方案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很认

真地对收购方的老总说：“我们应该超越损益表所许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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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诱惑，将目光投向资产负债表，不再只考虑收益是否会稀

释，而是要仔细考察经营利润和投资回报率是否会因为收

购而稀释。收购方的目的很明显，除了需要被收购方的利润

外，还想获取对方的资质。但是如果过分关注损益表中销售

和利润数字的增长，而忽视了资产负债表中标示公司真正

利润的指标——投资回报率的话，就会给收购方造成巨大

的风险和隐患。因此，我们建议先做财务审慎性调查。”

在会计师事务所做了审慎性调查，对被收购方进行了

摸底以后，又开始了第二次谈判。由于准备充分，这次谈判，

收购方成竹在胸运用起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在整个谈判当中，注册会计师只是认真听取被收购方

及律师方面的解释和说明，并埋头仔仔细细地做记录。当被

收购方代表讲了几小时之后向收购方代表征询意见时，收

购方代表故意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只是重复着“我们还没有

做好准备”、“我们还在等注册会计师方面的东西”、“请给我

们一些时间再回去准备一下”之类的话，双方的第二次谈判

就这样结束了。

谈判结束后，注册会计师方面的一成员问其负责人：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调查，了解了被收购方的底细和想

法，为什么不进行即时还击呢？”负责人笑道：“在此之前，被

收购方对我们的目的很清楚，他们明白收购方想抢在年底

前完成收购，这样才能将利润拿进来。可是，我们对被收购

方的动机却很模糊。一方面，他们有可能想出售股权套现；

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可能想依靠上市公司的资金和规模做大

做强，以期待共同的发展。可是，我却很怀疑，第一 ，根据我

们做的审慎性调查，企业的投资是很成功的，几个项目的预

期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看起来被收购方什么也不缺，可为

什么想将股权轻易转让呢？这次谈判我是想摸摸对方的底。

如果被收购方想急于出手的话，相信我们会有所获的。果

然，从这次会议来看，被收购方对于收购方突然放缓了收购

的速度，显得很着急，特别是他们没有了主动权。这也许就

叫后发制人吧。”

事实证明，注册会计师的策略是成功的，果然，被收购

方公司的老板大为着急，他们一次次地打电话，催促着收购

方尽快召开谈判会议。他们由此也明白了注册会计师在谈

判过程中不可估量的作用，相尽快地结束谈判。
注册会计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理清了被收购企业的股

权结构及其他背景情况，提出了系统的分析报告，准确地描

述了被收购方的运营现状和风险，揭示了其财务现状、竞争

环境、增长潜力 、成本节约潜力等基本情况，锁定可能出现

诸如环保、诉讼、或有负债、税收等潜在的黑洞，并对未来进

行了合理的预期，客观地分析了收购方案的利与弊，以供收

购方做出科学的决策。
几天之后，收购方主动提出进行再一次谈判，这次谈判

收购方代表避开了谈判中最敏感的东西——技术数据，而

是直接提出了被收购方最终需要的结果——收购价格，也

就是要被收购方自己提出其预期效益的“价格”。被收购方

没有想到收购方会这样直接，原想拿出的一大摞的数据报

告都只好束之高阁了，一时显得很是被动。
同时，注册会计师也在旁边很巧妙地提出了预期收益

的风险性，也提出这个行业的风险系数，依据是被收购方的

产品虽然发展前景良好，但行业进入的技术壁垒和资金壁

垒非常高，因而也是高风险行业。最后，注册会计师很委婉

地说：“上市公司进行收购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并受到诸多

的限制，如果超过了一定度的话，很可能使收购流产。”

被收购方的代表一下子就蒙了。而收购方代表却显得

有根有据，入情入理。在此种情势下，被收购方公司不得不

按收购方的条件在协议上签字了。当然，这是后话。
在这次收购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扮演了有别传统的

另一 种角色，那就是利用自身强大的专业 、人才优势，为企

业收购提供咨询服务，帮助进入收购市场的企业进行资产

评估、谨慎地选择收购对象，策划收购技巧，协助收购谈判。

通过咨询，使客户在企业收购中获利。虽然事务所由此付出

的艰辛和劳动远比传统报表审计要多得多，但咨询的价值

更多地体现在与客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 、相互信任的关系，

意义重大。

那些站在企业收购前沿的上市企业领导者，大都渴望

获得国内外关于收购、重组事务方面的新经验和可靠的信

息。这些信息往往需要专业咨询服务部门凭借自身优势和

现代化的收集、加工、整理、分析、传递的工具，加上经济、法

律、人才的操作经验和策划能力来提供。所以，在企业的收

购和重组过程中往往要求注册会计师具有更高的综合素

质。从上述案例亦可看出，注册会计师不仅得具有专业胜任

能力，还得具有以此为基础的各种非专业能力。
责任 编辑  刘黎静

建议·动态简 讯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诚信档案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为了加 强行业诚信建设，提高行业诚信水平和社会公

信 力，贯彻《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 师行业诚信 建设 纲

要》的精神，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 注册会计师

协会会员诚信档案管理暂行 办法》正式出台，并自 2004 年

起开始实施。行业会员诚信档案，主要由会员基本信息、提

示信息、警示信息三部分构成。其中、提示信息主要记 录会

员尚未被处罚或未严重到需要处罚程度的违规行为，以 及

对判断其诚信状 况有一定影响或关联的其他信息；警示信

息主要记录已经作出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和行

业惩戒的结果。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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