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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中的问题、对策及启示

郑泽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利维特最近在一

次题为《数字游戏》的讲演中指出：上市公司面临的必

须达到市场对其盈利预期的压力，使得公司将日常的

经营活动摆到了次要的位置，公司经理、审计师以及证

券分析师相互默契，参与操纵利润，危害了证券市场的

健康运行。
利维特列举了以下五种会计造假、操纵利润的手

法：

1、确认巨额重组费用。公司在重组过程中往往夸

大重组费用，以隐瞒利润。当市场预期发生改变或公

司未来盈利不足时，这些虚列的费用，即隐瞒的利润，

就会变成公司的收入。
2、利用兼并，核销费用。有些兼并公司，尤其是那

些通过发行股票兼并他人的公司，利用兼并的机会，确

认一大笔研究开发费，一次核销，不对未来利润造成任

何拖累；或为保护公司未来盈利而大量预提经营费用，

形成了巨额的准备。
3、滥设“利润储存器”。有些公司用不切实际的假

设去估计诸如退货、贷款损失、保修费用等或有事项形

成的准备，这样，公司就可在业绩骄人时多计提准备，

在业绩不佳时用来补充利润。
4、滥用重要性原则。根据效益递减原则，对微不

足道的项目，不值得进行精确计量和报告，这就是会计

上的重要性原则。有些公司以此为借口，拨弄会计数

据，从而达到粉饰财务报表的目的。
5、提前确认收入。有些公司通过操纵收入的确认

时间来虚增利润，即在销售完成之前、货物起运之前

或在客户还有权取消订货或推迟购货的时候，就确认

收入。
为此，利维特呼吁会计职业界、监管部门和会计准

则制定机构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会计监管框架。一是要求公司在改变会计

假设时，详尽披露这种改变的影响，其中包括增加一张

财务报表附表，以列示所有调整项目。二是美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明确对购入的研究开发费进行审计的原

则，对公司兼并中有关巨额冲销、资产重组以及收入确

认等事项的规则加以补充、完善。三是坚决反对以重

要性为借口，为故意虚报业绩开脱责任。四是由证交会

对收入确认提出严格要求。五是证交会加大监管力度，

将那些重组过程中预提债务、进行大额冲销或有其他

操纵利润嫌疑行为的上市公司，列入重点核查范围。
2、加强外部审计。审计师必须把信息的完整性放

在首位，其次才是降低审计成本或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不允许审计师以追求效率而忽视效果的审计方法取代

完整的审计程序。
3、加强公司审计委员会的作用。纽约证券交易所

和全国证券经纪商协会已经决定发起成立一个由一流

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不久将提出旨在

加强审计委员会职能的建议。
4、进行文化革新。公司管理者应当铭记，财务报告

数字的完整性同公司的长远利益直接相关，玩弄数字

只能是自取灭亡。华尔街则应当看得远一点，对那些不

遵守公开和透明原则、欺诈取巧者，要严厉惩罚。
联系我国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和监督的现状，

利维特对美国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所存在问题的剖

析和应对措施.对我们有以下启示：

1、会计信息披露中的虚假和反虚假是证券市场运

行和监管中的普遍现象。发展中的证券市场（如中国）

有，发达的证券市场（如美国）也有。达到预期利润指标

（如美国）或规定的盈利水平（如中国），则意味着管理人

员薪金提高，股票选择权价格上涨，股票价格上升，或

使配股成为可能，或免于特别处理、免于摘牌；反之，则

意味着失去既得利益或预期未来利益。所以 ，对证券市

场来说，不在于有没有虚假的会计信息和操纵利润的

现象，而在于如何建立和完善规范，严格监管。
2、我国企业作假的手段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差

无几，但法制建设 、监督管理方面却存在较大差距，对

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研究、

借鉴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共性的经验和作法，以加强

和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督管理。而学习各国市场经

济中普遍实行且行之有效的会计准则及其监管实践，

不应当片面地将其视为“外国的东西”而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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