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 与探 索

关于财务报告质量问题的

思考
付同青

据深交所的一份权威调查显示，上市公司出具虚假财

务报告的比例为13% ，而该报不报、隐瞒信息的比例却高达

70%。财务报告的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

康、有序发展，造成投资人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失去信心。

那么，在现有环境下如何完善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制度及加

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以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恢复投资

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本文将对此做一简要探析。

一、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环境因素

（一）造成目前财务报告质量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

公司内部分析主要有：

1、业绩压力。公司的业绩压力分别来自于内部与外部。

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因为证券分析师和股东所

重视的是短期的获利能力和营业收入的增长，这就使得管

理层不得不明哲保身，投其所好。此外，管理层还必须对董

事会及股东负责，董事会常常施加压力要求管理层完成财

务及其他目标，为激励管理层，公司还经常采取一些激励措

施，如将个人的绩效及薪酬与经营或财务目标相连接。在这

种环境下财务报告失真是不可避免的。

2、复杂的商品交易活动。随着金融商品的不断创新，出

现了一些复杂的财务工具和结构复杂的交易活动，有的公

司还会采取一些创意性的商业活动，如通过购并等形式扩

大自己的规模，但是有关资料显示很多购并并未达到预定

目标，反而会增加公司财务危机及财务报告不实的风险。

3、市场竞争的压力。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市场竞

争的加剧，市场需求矛盾突出，其结果往往会造成有的企业

利润下降、筹资能力减弱、成长趋缓、资本市场发展受阻 、公

司被迫采取减产或降价等措施。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最后

都将反映在公司的财务报告上。相关的会计实务如果未加

以处理，财务报告的质量必然会下降。
（二）从外部环境分析主要有：

1、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不够。从一些已经查处的案件

来看，不少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假的不法行为监管机构没有

及时发现。另外，交易所对上市财务报告披露的监管主要是

在持续披露阶段，对于持续财务信息披露的载体——定期

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审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采取事前审核的

办法，由于时间和人力的制约造成了事实上的审查不严，不

能及时发现问题。
2、中介机构功能的错位，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一些中介

机构在财务报告披露的问题上和上市公司一起与监管部门

周旋，使监管者在专业水平上处于劣势，大大增加了监管的

难度。
3、法制不健全。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

因此在实践中，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通常采用行政处罚的

办法解决，但对受害投资者却没有给予补偿，无法对违规者

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二、财务报告质量监管制度的建立

（一）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1、应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监督管理机构，从机

制上防范公司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具体如

下：（1）上市公司董事会应设立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并担任

负责人的审计委员会，全面负责与公司有关的审计事宜，通

过审计委员会持续检查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和内部财务控

制，保证公司财务报告过程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促进信

息披露质量的提高；（2）推行职务不兼容制度，减少董事会与

高层管理人员的交叉任职；（3）加强监事会的监督功能，监事

应具备法律、财务、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能

够独立有效地行使监督权；（4）要建立完整、合理、有效的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充分有效地发挥董事会、监事会

及内部审计机构的功能作用。
2、改进内部治理机制，建立多元股权结构约束机制。股

权过于集中往往会使大股东拥有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而这种控制权又直接表现在对董事会的操纵上。当大股东

目标与公司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时，公司行为往往会有被短

期化的倾向，甚至出现扭曲行为，容易对公司的持续发展造

成冲击。因此，需要建立多元股权结构约束机制。
（二）加大对违规披露财务报告信息的处罚力度，提高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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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成本

上市公司敢于进行违规操作，社会中介机构敢于为上

市公司造假，其主要原因是造假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为此

付出的成本。对此，笔者建议对造假上市公司不仅仅要追究

其经济责任，如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高额罚款、实行市场禁

入等，情节恶劣的还应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对参与

造假的社会中介机构应予以重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并限

定相关从业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甚至永久性不得从事相关

职业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等。与此同时，要对因上市公司提

供虚假财务报告而给投资人带来的损失进行赔偿，从根本

上杜绝违规事件的发生。

（三）加大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监督审查的内容和范围

为降低审计风险和对投资人及时提供公正、透明、有用

的信息，注册会计师应对财务报告中的下列主要问题进行

适当的评价，以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1、持续经营的能力。持续经营是会计理论中的一个假

设，公司面对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可

能会导致其经营成果的下降及资产结构的不合理。面对这

些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投资人需要知道的信息应包括：（1）

公司目前的状况及管理层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措施；（2）面对

公司出现的财务困难将如何解决，具体办法是什么；（3）注册

会计师对公司是否能持续经营进行所的客观评价；（4）公司

流动资产的状况和流动负债是否已充分揭示。
2、关联方交易。关联方交易一般只有交易形式而无或

欠缺经济实质，它主要是管理层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常用的

一种交易方法。在关联方交易中交易的价格及付款条件有

时也很特殊，注册会计师应针对可能的关联方交易，重点审

核：（1）公司的管理层对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的态度；（2）关联

方交易的目的是什么，关联方交易的全过程是否清楚；（3）是

否能依据交易的实质决定这一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4）关

联方交易的性质、内容及关系的披露是否完整。

3、异常交易问题。上市公司定期对外发布经营成果，如

果公司业绩未达到预期目标，有的公司就会采用在中期或

年末作重大调整，或通过异常交易来调整财务报表。异常交

易主要包括出售非经常性营业的资产、重大或异常的期末

收益、推出新的期末促销计划或“处理”公司的某一部分。这

种异常交易或调整都超越了公司正常经营的范围，公司的

内部控制制度不易发挥控制作用。因此，对异常交易的风险

应重点考核。主要有以下几点：（1）异常交易完成的目的及产

生的效益或义务是否必要、合理；（2）异常交易特别是在资产

负债表日或前几日完成的是否受到有效的控制；（3）异常交

易对年度或中期经营成果的影响是否很大， 在财务报告上

对这些异常交易是否作适当披露；（4）对异常交易可能产生

的后果是否进行了合理预计。

4、重要性的运用。公司的管理层对会计师审核过程中

发现的差异常以不具备重要性为由，要求免予调整财务报

表。由此可知，重要性的判断极为关键，但其判断又具有很

大的主观性，所以对重要性的考核应包括以下方面：（1）估计

判断的个别金额与合计金额以及其对财务报表上主要项目

金额或比率是否造成重大影响；（2）估计判断金额是否影响

公司履行债务合约的财务比率要求；（3）估计判断金额是否

有改变盈余或其他指标的趋势；（4）估计判断金额如未调整，

是否会误导报表使用者对公司运营及财务的理解。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会计系）

责任编辑  季建辉

建议·动态简讯

  2002年《财务与会计》优秀文章评选结果揭晓

为 了充分调动作者和读者的积极性 ，加 强作者、读者

和编 者的联 系 ，把《财务与 会计》办得更好 ，本刊 开展了

2002年《财务与会计》优 秀文章评选活动。编辑部根据各

篇文章的得票高低，并参考一些读者的 来信、来函，共评

出优 秀文章15篇，其中：二等奖5篇（一等奖空缺）；三等奖

10篇。另评选出优 秀读者31名。获奖的作者和篇名是：

二等奖：

1、张连起：《诚信兮，归 来》；2、阎达五 ：《三维会计的

提出与基本问题构想》；3、刘 玉廷：《关于新形势下深化会

计改革和强化 会计监管等若干问题的思考》；4、应唯：《关

联 交易——政策及技术层 面解析》；5、盖地：《诚信会计与

会计诚信》。
三等奖：

1、裘宗 舜：《论遏制会计造假的教育与 法治》；2、迟玉

丹、张明燕：《财会人员也需“与 时俱进”》；3、飞草：《我们

还缺些什 么？—ST中侨等上市公 司年报存在的问题及给

我们的启示》；4、徐兵：《根据科目 汇总表编 制现金流量

表》；5、李若山：《PT郑百文2001年报“会计创新”解读》；

6、谷祺：《关 于强化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7、杨有

红：《诚信 勤勉是公 司生存发展之本——“安然”事件的财

务思考》；8、仇俊林、李宇飞：《会计造假：主体、环境与 心

理分析》；9、徐晔、方先丽：《二十一世 纪的财务总经理》；

10、王叶忠：《愿会计人更加“健康”》。
获奖作者的资金、证书 ，获奖读者的 奖品 ，本刊编辑

部将于近期寄出。2003年度的好 文章评选办法，将在下期

刊出。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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