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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粉饰对当 前
中美会计审计领域的 影响

章美珍

安然、安达信事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亚于“9·11”事

件，已经引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层的关注。本文在收集近

期相关资料基础上，试着就中美会计报表粉饰及对当前会

计、审计方面的影响进行归纳分析，以利于广大投资者明辨

是非，做出明智的决策。

一、美国会计报表粉饰行为对当前的影响

1、动摇了美国资本市场的信用基础

安然等报表粉饰事件反映了当前美国会计师行业存在

着严重的职业道德缺陷。美国《商业周刊》说：“这场金融灾

难的影响远远不止一家大公司的破产。这是一场大规模的

腐败。”文章指出：“投资者的信心是我们整个经济成功的关

键”，安然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信念”。美国证管会

（SEC）前主任雷维特说：“美国资本市场的基础已被毁坏。”

2、导致监管方式的新思考

2002 年 4 月 22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会计

监管及透明度法案的议案，这是一项加强会计监督、强化信

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防止内幕交易的议案。该法案的内

容主要包括，设立一个公共监管机构（公共责任理事会），该

机构成员中至少有 6名独立的公共人士，会计职业界成员

不超过 3名，同时明确会计职业界成员只在会计技术方面

有决策权，而对会计师的纪律处罚和裁决不具有发言权和

表决权。该机构有较强的监管权力，有权制定相关执业准

则，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职业道德和工作质量进行审查

等。该法案禁止注册会计师为一家上市公司同时提供审计

和咨询服务；还要求公司高层人员在内部交易发生后及时

披露，对公司高层人员加以更多的约束。
3、引发了制度危机

2002 年 1 月 18 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

《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一个腐朽的制度”的评论文章，尖

锐地指出：“安然公司的崩溃不是一个公司垮台的问题，它

是一个制度的瓦解。而这个制度的失败不是因为疏忽大意

或机能不健全，而是因为腐朽”。从克鲁格曼的分析中，人们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安达信也是这个腐朽制度的殉葬品。因
为，如果整个制度都腐朽了，注册会计师怎能独善其身？

4、引发了股票期权争议

“股票期权”原本是要将主管人员的个人经济利益同公

司利益挂钩，以发挥主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但现实

暴露出的问题是，公司业绩好，主管人员个人当然得益，而

当公司的长远发展有问题时，那些深知内情的公司主管在

短期内会通过做假账来制造公司繁荣的假象，在公司宣布

经营亏损之前早早把自己的股票抛售出去。
5、引发了对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效力和模式的争论

争论的结果是，美国会计准则无论从制定思路、独立

性，还是制定效率等方面，都需要反思。同时，美国会计准则

过于复杂，容易为公司所利用。焦点内容包括：（1）《金融时

报》指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需要反思“规则

型”会计模式问题。（2）FASB 在制定新的准则方面，行动太

慢。一个“特殊目的实体准则”已酝酿了 20 年。（3）民间机构

主宰公认会计原则（GAAP）时代应当终结。（4）会计准则制

定方式应重新选择。（5）财务报告应不断改进。
6、法律制裁：（1）2002 年，一系列首席执行官造假者被

推上法庭，受到刑法制裁。如：第六大有线电视公司阿德传

播公司创始人、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加斯和他的

两个儿子由于对投资者隐瞒 30 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而被逮

捕；世界通讯公司前首席财务官斯沙利文和前审计室主任

迈厄斯向联邦调查局投案后正式被捕，如果罪名成立，最高

刑罚是判监六十五年；著名生物技术企业英克隆公司前首

席执行官山姆·瓦克索因证券欺诈和妨碍司法等 4 项罪名

而被起诉。（2）一些公司被处罚款和赔偿。如：山登和安永分

别被判向股东集体支付 28.5 亿美元和 3.35 亿美元的赔偿

金；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施乐公司在财务报告上作假的行为

处以 1 000万美元的罚款，同时要求施乐公司再次进行审

计；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宣布，对安然的三个子公司进

行正式调查，如果罪证属实，这些公司不仅仅要进行赔偿，

还会从此丧失能源交易的资格。（3）为了严惩企业中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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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美国政府和国会不久前联手制定了《财会行业改

革法》。2002 年 7 月 30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该法。这部

刚刚签署生效的犯罪法案将证券欺骗刑罚的刑期定为 25

年，对那些顽固地拒绝提供真实的公司财务状况的执行官

们，将被判处 20 年有期徒刑，并处以 500 万美元的罚金。

二、中国会计报表粉饰行为对当前的影响

1、促使管理部门加快了《会计准则》制订与出台的步伐

银广夏等造假案发后，为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

和会计报表信息的真实、完整以及会计处理原则和处理方

法进一步适应国际惯例，国务院制定的《企业财务报告条

例》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制度》同时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001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新修订的《会计法》，强

调了法人的法律责任；财政部出台了《借款费用》等 6 个准

则；对《债务重组》等 5个准则进行了修订，以推迟公允价值

在中国的使用；2002 年积极组织金融类上市公司执行《金

融企业会计制度》，将研究、制定《企业合并》等具体会计准

则，加快会计准则的制定步伐。2002 年 8 月中注协发布《审

计技术提示第 1 号——财务欺诈风险》，列举了 9 大类 54

种可能导致公司进行财务欺诈或表明公司存在财务欺诈风

险的因素，提醒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公司会计报表审计业务

时，应当予以充分关注，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并决定成立

上市公司会计审计问题专家技术援助小组。
2、引发了对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效力的争论

银广夏事件后，一些人开始怀疑《独立审计准则》的科

学合理性，认为“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审

计会计报表是否真实、合法，主要是看其与总账、明细账、记

账凭证以及原始凭证是否相符，……如果公司采取伪造原

始凭证的方法进行舞弊，那这种以会计账目为基础的审计

方法必定失败”；但大部分观点主张“由于审计抽样技术的

限制，审计不可能完全起到防止差错和发现舞弊的作用，也

不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完全保证，只要

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谨慎，执行应有的审计程序，就可以获

得适当的证据。国内许多审计失败的案例证明，过失的主要

原因不是审计技术问题，更多的是职业道德问题”。总之独

立性是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的灵魂，是客观、公正的前

提，所以注册会计师行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3、引发了补充审计的争论：“五大”的审计质量不总是

值得信赖，对补充审计仍需三思

证监会发文要求金融类拟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同时出

具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及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具

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两份

审计报告，引发了对“补充审计”的争论。有观点认为政府出

台这一制度目的事与愿违，有损 W TO“国民待遇”条款。诸

多学者认为国际会计公司的审计质量并不总是值得信赖。

还有学者建议比照法国的做法：凡法（中）国以外的会计公

司对法（中）国上市企业进行审计的，应当由法（中）国的一

家审计公司进行补充审计。
4、开展法律责任的大讨论及对修订《注册会计师法》征

询意见

争论的焦点是：（1）在目前法规中，民事赔偿责任主体

厘定得不够明确。（2）处罚的方式存在弊端以至罪罚不当。
证监会查处后罚的是公司的钱，犯错的董事、经理没有受

罚。（3）现行法规中没有举证倒置。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实

施“信赖举证”，不用原告举证，被告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

没有造假，否则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5、会计准则在国际化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中国的实际

国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支持并主动参与国际会

计准则的制定，以降低中国会计国际化的成本。另一方面，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会计国际化方面应保持

清醒和冷静，不应当简单或不加区分地照搬国际会计准则

或某个国家的标准。中国在实现会计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参

考国际会计准则以及包括美、英、法、德、日、澳、加等经济发

达国家的会计标准，但决不能盲目地推崇这些国家的会计

标准。这个看法得到进一步明确。
6、开展了全方位的诚信教育，增强投资者信心

监管部门出台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

意见》。朱镕基总理两度在北京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词

“不做假账”。注册会计师需要诚信教育，律师、证券分析师、

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中小投资者等市场参与者，以及

政府官员、监管机构和新闻界等证券市场的监督者也需要

诚信教育。
7、法律制裁力度加大

2001 年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被取消执业资格，并宣告

解散，促成中国证券审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强制性审

计师变更；从 2002 年 8 月 1 日起，大庆联谊案在哈尔滨正

式开庭审理，来自全国 13 个省 130 位投资者将诉讼索赔，

索赔额从几万到二十几万不等，庭审期将持续一个多月；与

此同时，银广夏索赔案也在银川正式受理，越来越多的造假

受害者勇敢地拿起了法律武器，开启中国证券欺诈民事赔

偿的先河！

相对来说，中国对舞弊案中的高管人员的处罚过轻。应
该明确区分高管人员、会计人员及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

尤其加重对高管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安达信

也好，安永也罢 ，审计出了事，其民事赔偿（对投资者的赔

偿）因有完善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而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

发达国家的监管思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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