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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财务报告深蓝饰

朱同明

会计实务中，因特殊经济环境的存在

和特定经济业务的发生，可能会出现会

计规范的空白，导致会计实务无章可

循。企业执行会计规 范，有时具有

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在会计准

则和会计规 范允许的范围内，根

据特定需要和目的，按照合理的职

业判断进行有针对性的筹 划，以 实

现调节财务报告相关指标的目的。这

样的动机使得相关会计行为不能称得上

公允。客观地讲，这是一种介于公 允和不公

允之间的财务报告。有的学者将这种介于公允和不公

允之间的财务报告的形成方法和会计行为定义为窗饰会计或

创造性会计。但这两个概念在柯林斯词典的解释均带有贬 义

色彩，含有弄虚作假、装饰门面的意味，具有不公允的倾向。

笔者因此而提出了具有更多中性 色彩的“深蓝饰”（D ark B lue 

D ressing）新概念。

蓝色为三原色之一，深蓝色以蓝色为基调，是蓝原色在颜

色深浅程度上的细微 变化。以颜色定义的深蓝饰是区别于粉

饰、造假、错误、舞弊、窗饰、创造性会计等会计行为，但深蓝

饰也并不是完全忠实于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范的蓝原色，而

是在公允和不公允之间的中性词。笔者对深蓝饰会计现象和

会计行为的比较和举例如下。

1.行为特征的比较

深蓝饰会计现象：交替使 用蓝色、黑色或深蓝色的记账

笔。

深蓝饰会计行为：发出存货的计价采用个别认 定法。存货

采购价格波动较大，多批次、大宗购入的同类存货在发出时不

易区分对应批次和采购成本，会计人员根据管理者意图，交替

选择发出存货成本，以实现调节成本和利润的目的。

2. 行为动机的比较

深蓝饰会 计现 象：为应付

检查、评比等工 作而重新誊写

账目，为掩盖誊写事实交替使

用蓝黑墨水记账。虽 然不需

要对该结 果进行 纠正 ，但 真

实反映账目记录的轨迹被人为

改 变了。

深蓝饰会计行为：同等条件下，

企业既可以叙作不附追索权保理业务，也

可以 办理银行短 期借款，在保理业务成本远大于

银行借款时，有的企业选择叙作不附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这实

际上是以额外的付出换得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流动资产周转

率等指标的目的，以应付财务报告使用人的检查。

3. 行为成本的比较

深蓝饰会计现象：需要额外准备不同墨水的记账笔，如果

需要重新誊写账目，会计人员还要为此额外支付时间成本。

深蓝饰会计行为：交付100% 保证金的银行承兑汇票。企

业在会计期末前需向另一企业支付大额货款，按合同约定需支

付现款，如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则应由买方支付贴现利息。企

业选择了向银行交付100% 保证金后办理了期限为7天的银行承

兑汇票支付给卖方。与支付现款相比，这样的结算方式并不经

济，企业需要额外支付金融机构手续费和票据贴现利息。但因

交付银行的全额保证金属于其他货币资金，支付银行承兑汇票

并没有减少企业期末经营性现金流量，也满足了合同履约的需

要，额外支付的财务费用是换回这两个好处的代价。

4.行为操作的分析

深蓝饰会计现象：用蓝色和黑色两种墨水记账，墨水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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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把两种颜色的墨水混合在一起，直接蘸取使用；墨水不充

裕时，每写一次都是重复先蘸蓝后蘸黑的程序，从 而形成深蓝

色的效果。

深蓝饰会计行为：以银行汇票提前办理预计的采购付款

手续。企业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期末经营性现金流量

过分充裕，为给下一会计年度留有余地，而采取移峰填谷的手

法。在供应部门的配合下，对预计下年年初有采购计划的供应

商提前办理付款手续，在计划尚未落实前，并不将票据交付给

供应商，在票据到期前、采购计划落实后，再将票据交付给对

方，使预付账款的增加和其他货币资金的减少在会计期末提前

确认，从 而减少了期末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5.行为期间的分析

深蓝饰会计现象：记账颜色调整，可能是掩盖记账不及时

的刻意之举。

深蓝饰会计行为：交易双方商定由买方一次性支付相当于

半年采购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双方有真实贸易背景但

交易量分月发生，按以 往的交易习惯，买方每月以期限为1个月

的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当月货款。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下，贴现利率较低，于是双方商定由买方一次性支付相当于半

年采购金额的期限为6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卖方可以提前获

得期限较长、数额较大的贸易融资，买方也可通过集中付款的

方式获得卖方提供的价格优 惠。这样的业务调整将变相获取

银行信用。

6.行为政策的分析

深蓝饰会计现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不限制蓝、黑墨

水的选用和混用，但混用墨水的会计账簿，缺乏协调一致的

美感。

深蓝饰会计行为：借款费用准则的运用。借款费用准则

规 定，为购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

的，其借款费用应以 专门借款 当期实际发 生的利息费用，减

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

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后的金额确 定。准则所称的将

专门借款用于暂时性投资实际上是改 变借款用途，可能违反

有关监管要求。如果企业以 此为依据将专门借款改 变用途在

证券市场进行暂时性投资，会计上 虽合法，但相关监管制度

上并不一定合法。

7.行为结果的分析

深蓝饰会计现象：会计账簿只是记录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的载体，无论怎样通过深蓝色的装饰，都不能改变

交易和事项的经济实质。

深蓝饰会计行为：资产负债率管理。有些企业将资产负债

率作为一项业绩考核指标，其子公 司预计年末该指标较低，与

考核值相比降幅较大，考虑到下年考核指标通常以上年实际数

为依据，为减轻下年度考核压力，就会有意提高期末资产负债

率，以 商业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预计可能发生的购货款，资产和

负债同时增加，使资产负债率提高到与当年考核目标接近的数

值。这样的行为和结果，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改变企业的财

务状况。

从以上分析可以 看出，用深蓝饰定义介于公允和不公允之

间的会计行为，比较直观且满足中性取向。因此，财务报告深

蓝饰可以 定义为企业在公认的会计准则和国家统一的会计政

策的允许范围内，结合企业相关交易和事项，通过会计筹划实

现调整财务报告相关指标的会计行为。深蓝饰行为从会计规范

角度看，是合法的，从企业需求看，也具有合理性。然而，深蓝

饰虽不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但却不值得提倡；

它具有特殊目的，能够满足特定需要，真实动因是人为调整财

务报告相关指标；它不同于会计造假，但又影响了会计信息质

量和信息披露，具有介于公允和不公允会计行为之间的中性意

味；它不易被察觉，往往以 既有业务为依托，并不是完全虚构

的经济业务。

总结财务报告深蓝饰形成的背景，一是源自经济业务类

型及业务发展的多样化，《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规 范

还没有相关规 定，企业选择会计政策具有满足调整财务指标

表现的倾向。二是源自会计规 范的不完善，为企业提供了调

节财务报告相关指标的空间。以 上两 方面的形成背景，反映

出会计规 范应当与时俱进，需要结合客观情况及时修订和完

善。三是源自会计驱动下的业务配合，这与会计的反映职能

正好相反，但如果业务配合下的会计反映结果与实际相符，

那么，这样的深蓝饰就既 不容易被发现，又 不能被纠正，如

果这样的深蓝饰行为超出了会计职业道德的底线并对财务报

告使 用人产生严重误导，就超出了深蓝饰的范畴，就需要被

立即纠正。

总之，财务报告深蓝饰的存在在某种条件下具有一定的

价值，其价值在于为完善准则和制度提供了推动力，它如 同

“中性试纸”，既可以 测试企业会计行为的公允性，又可以 测

试与会计行为相关的会计规 范的完善程度，它的出现为推动

规 则战胜人脑提供了可能。但是，如果是出于调整财务指标

为目的、以 歪曲经济业务实质为表象的深蓝饰行为，则绝非笔

者所提倡的。随着规则的完善，终有一天将去饰还原财务报

告本色。

（作者系中国铁路物资哈尔滨公 司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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