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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近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审计师任期较短较对于审

计师任期长更易导致较低的盈余质量（Ghosh、Moon，2005；周
冬华等，2007）。本文的研究旨在检验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是
否会对较短任期导致较低盈余质量这一关系产生影响。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审计质量与盈余质量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

许多学者认为，高素质的审计师往往与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联

系在一起（Myers 等，2003；Ghosh、Moon，2005）。审计师任期
较长，盈余质量就较高（Geiger、Raghunandan，2002；Gul等，
2007）。Balsam等（2003）和 Krishnan（2003）认为由具有行业专
长的审计师审计的公司是与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联系在一起

的。Price waterhouse Coopers（2002）认为审计质量取决于许多
因素，其中包括审计师对所审计公司及其对所执业的行业的

信息的获取和了解的程度。国外文献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具有

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比不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更可能察觉误

报和违规，在审计合约早期尤其如此。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式对审计师任期

和盈余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究。陈信元和夏立军（2006）认为
审计任期与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呈正 U型关系。周
冬华等（2007）认为上市公司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随着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的增加而增加。刘启亮和唐建新

（2009）认为审计任期越长审计质量越高。但是，在正常的聘任
关系下，随着签字审计师任期的延长，审计质量会逐渐提高；

异常聘任关系下，随着审计师任期的延长，审计质量会变差。

目前，我国国内关于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影响的

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刘少锋（2006）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的
行业专长与操控性应计利润负相关。蔡春等（2007）认为会计
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常成（2009）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公司规模、经营状况和财务风险的影响后，会计师事

务所行业专长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国外研究文献认为，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可以有效地

改善审计师任期短导致盈余质量差的状况。国内文献对审计

师任期较长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持有不同意见，但对审计师任

期较短会导致较低盈余质量这一结论基本认同。目前，国内对

于审计师是否具备行业专长没有统一观点，多数人认为我国

只有国际“四大”合作所具备行业专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

设：在我国，审计师行业专长可以改善审计师任期较短导致的

较低盈余质量。

二、研究方法

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研究首先选取了中注协发布
的《2009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 100家信息》前“十大”
会计师事务所（包括国际“四大”合作所和国内“六大”）及所有

在深沪两市上市的客户公司。然后剔除以下样本公司：淤金融
保险行业的公司；于审计师任期少于三年的公司（任期少于三
年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微乎其微）；盂拥有极端变量值的公司；
榆年度报告资料不全的公司；虞研究期间更换审计师的公司
（不包括改名、合并等）。剔除以上公司，最后得到 252家样本
公司，1 008个观察值。这 252家样本公司可以分类为具有行业
专长的审计师审计的公司（国际“四大”合作所的客户）和不具

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审计的公司（国内“六大”的客户）。本研

究资料来源于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CSMAR 中国财
经数据库，经过手工整理而得，所借助的软件工具是 SPSS17.0
和 Eviews5.1。

2. 操控性应计的计算。本研究采取 Ferdinand等（2009）的
操控性应计模型，并在其基础上作了修改。操控性应计通过残

差（着t）的形式给出：
ACCt =琢1 +琢2CFOt +琢3CFOt - 1 +琢4吟Revt +琢5PPEt +

琢6ROAt-1+琢7吟CFOt+琢8Dum吟CFOt+琢9吟CFOt伊Dum吟CFOt+
着t

其中：ACCt表示总应计，是指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

计之和；CFOt、CFOt-1表示 t期和 t-1期经营现金流；吟Revt

表示 t期相对于上一期的销售净收入变动的绝对量；PPEt表

示 t期的净资产；ROAt-1表示 t期滞后一期的资产收益率；
Dum吟CFOt是哑变量，经营现金流为负时取值 1，否则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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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国内部分公司 2005 ~ 2008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可以改善审计师任期短

导致盈余质量较差的状况。目前，我国具有行业专长特点及其优势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并不多，因此，我国应加快培养审计

师行业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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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ACCt、CFO、吟Revt、PPEt都必须除以年平均资产。

3. 盈余质量的衡量。本文采取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
（ABSDA）为盈余质量的代表，原因在于所报告盈余的向
下或向上的调节都为盈余管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意

味着降低了所报告盈余的质量（Myers等，2003）。为分析
审计师任期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如下模型：

ABSDA=琢+茁1Tenure+茁2Tenure2+茁3CFO+茁4吟E +
茁5Growth+茁6Size2+茁7Size3+着

在这个模型中，因变量 ABSDA表示操控性应计的
绝对值，原始数据是本文上一个步骤通过计算所得到的

操控性应计，ABSDA数值的大小表示盈余质量的高低；
Tenure是自变量，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任期，指截止到
2008年所聘任审计师已连续任期的年度数，取自然对
数；茁1为负值，表示预期系数。另外，为探讨审计师任期

对盈余质量的非线性效应，对审计师任期加入了平方项；

控制变量 CFO为客户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除以年平均资
产；吟E（吟Earning的简写）在这里取营业利润的增减变
动的绝对量除以年平均资产；Growth为销售净收入本期
数与上期数之比，表示客户公司的成长性；Size取自然对
数，表示公司规模，因其与操控性应计和其他的变量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在这里用其平方项和立方项的多项式来

体现非线性的规模效应。

4. 描述性统计。从表 1可以看出，具有行业专长组
的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比不具有行业专长组的操控性应

计的绝对值要低得多。当然，对行业专长组而言，操控性

应计的绝对值占平均资产的 2.4%，对于非行业专长组而
言，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占平均资产的 3.5%，这并不能
完全排除由于模型的建立导致的偏误。对于审计师任期

对数的均值来说，行业专长组比非行业专长组低。具有行

业专长的审计师所审计的客户公司拥有较高的现金流，

规模较大，成长性也较快。

表 2展示了操控性应计以及涉及的变量的相关系
数。审计师任期与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是负相关的。类似

地，经营现金流、审计师任期的平方项、平均资产的平方

项、平均资产的立方项和成长性都与操控性应计的绝对

值负相关。

三、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先是针对全样本检验了审计师任期和操控性应计的绝对

值之间的关系。表 3结果显示：审计师任期的系数是-0.030（t统计
量为-2.5，p值是 0.01）。这说明较短的审计师任期是与较高的操
控性应计的绝对值联系在一起的，即较短的审计师任期带来较低

的盈余质量。审计师任期的平方系数回归结果显示，审计师任期与

操控性应计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与先前对我国现状的研究结果

是一致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司盈余的变动对盈余质量

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成长性的影响不显著。规模的平方项和立方

项分别为负和正，可见公司规模与操控性应计之间的关系也是非

线性的。

为了评价和衡量审计师行业专长对操控性应计和审计师任期

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本文又根据前述依据将全样本细分成行业专

长子样本和非行业专长子样本两组样本，并对其进行了检验，结果

显示：非行业专长子样本中，审计师任期的系数-0.031（t统计量
为-2.3，p值是 0.01）仍然是显著为负的，表示审计师任期较短且
审计师不具有行业专长时，操控性应计较大，盈余质量较差。行业

专长子样本中，审计师任期的系数虽然也是负值，但是却不显著（t

Intercept
Tenure
CFO
吟E
Tenure2

Size2

Size3

Growth
R2

系数

0.037
-0.030

0.041
-0.030

0.019
-0.006

0.001
0.002

t统计量
3.9

-2.5
2.6

-3.4
3.2

-2.8
2.9
1.1

p值
0.00
0.01
0.01
0.00
0.00
0.01
0.00
0.26

系数

0.009
-0.047

0.068
-0.062

0.022
-0.001

0.000 1
0.017

t统计量
0.4

-1.5
1.8

-1.9
2.1

-0.2
0.2
2.3

p值
0.72
0.14
0.08
0.06
0.04
0.83
0.85
0.02

表3 全样本以及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

系数

0.042
-0.031

0.040
-0.021

0.014
-0.008

0.002
0.002

t统计量
4.1

-2.3
2.3

-2.1
2.8

-3.1
3.2
0.7

p值
0.00
0.01
0.02
0.03
0.00
0.00
0.00
0.49

0.367 0.5350.530

非行业专长子样本（844）行业专长子样本（164）全样本（1 008）

ABSDA
Tenure
Tenure2

CFO
吟E
Growth
Size2

Size3

均值

0.024
1.804
3.434
0.096
0.000 2
1.202
8.565

33.434

中位数

0.018
1.792
3.210
0.104
0.004
1.174
5.327

12.297

标准差

0.022
0.427
1.559
0.087
0.057
0.241
8.639

50.615

均值

0.035
1.847
3.728
0.057
0.010
1.202
1.235
1.963

中位数

0.021
1.946
3.787
0.052
0.004
1.139
0.537
0.278

标准差

0.045
0.563
1.950
0.087
0.141
0.544
1.851
5.299

非行业专长子样本
观察值（N=844）

行业专长子样本
观察值（N=164）

表1 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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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DA

ABSDA Tenure CFO 吟E Tenure2 Size2 Size3 Growth

1.000

0.101鄢鄢
0.001

0.081鄢鄢
0.005

-0.138鄢鄢
0.000

0.360鄢鄢
0.000

0.224鄢鄢
0.000

-0.138鄢鄢
0.000

-0.047
0.066

1.000

0.881鄢鄢
0.000

0.121鄢鄢
0.000

-0.010
0.374

0.212鄢鄢
0.000

0.121鄢鄢
0.000

-0.139鄢鄢
0.000

1.000

0.084鄢鄢
0.004

-0.005
0.437

0.194鄢鄢
0.000

0.084鄢鄢
0.004

-0.085鄢鄢
0.003

1.000

-0.034
0.141

-0.050
0.056

1.000鄢鄢
0.000

-0.031
0.165

1.000

0.208鄢鄢
0.000

-0.034
0.141

0.032
0.154

1.000

-0.050
0.056

-0.100鄢鄢
0.001

1.000

-0.031
0.1651.000

Growth

Size3

Size2

Tenure2

吟E

CFO

Tenure

表2 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

注院鄢鄢表示在置信度渊双侧冤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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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为-1.5，p值是 0.14）。这说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
实施审计时，审计师任期较短与盈余质量较差的关系不紧密。

即审计师任期和操控性应计之间的关系显著地被弱化了。对

于行业专长子样本，原来在全样本和非行业专长子样本中显

著的经营现金流、盈余变动的绝对量和规模都变得不显著了，

原因可能在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在执行审计时，由于具

有行业专长特点，淡化了这些控制变量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本文随后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测试，用琼斯模型和修正的

琼斯模型对盈余管理的度量能力进行了验证，结论与本文假

定基本相同。另外，为了控制操控性应计和审计师任期之间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具有较低操控性应计的公司有动机

长期聘任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师，不太可能轻易与

具有较低的操控性应计的公司解除审计契约，本研究随后采

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检验，发现本文结论基
本不受影响。

四、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为审计师行业专长影响审计师任期和盈

余质量的关系提供了最新的经验证据。对于由具有行业专长

的审计师来审计的公司而言，较短的审计师任期和较低的盈

余质量之间的关系明显地被弱化了。换言之，审计师行业专

长能够改善盈余质量。其原因可能在于审计师任期较短，对

被审计客户的了解较少，但是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更可能

察觉违规和误报错报，从而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春袁鲜文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相关
性的检验要要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会计
研究袁2007曰6

2.周冬华等.审计任期尧审计质量与投资者反应要要要来自

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袁2007曰6
3.陈信元袁夏立军.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院来自中国证券

市场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袁2006曰1
4.董南雁袁张俊瑞.中国证券市场审计任期与盈余质量关

系的实证检验.南开管理评论袁2007曰10
5. Ferdinand et al.. Earnings quality院 Some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auditor tenure and auditors' industry expertis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袁2009曰3

6. Aloke Ghosh et al.. Auditor Tenure and Perceptions of
Audit Quality.The Accounting Review袁2005曰2

一、企业实施 ERM的必要性
从 2001年底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造假到 2008年金融危

机发生之后雷曼兄弟的破产、贝尔斯登和美林的被收购、高盛

和摩根斯坦利的转型，再到 2009年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
等，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公司经营失败，其具体原因虽各不相

同，但结果却非常一致：给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甚至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企业、董事会及最高管

理当局带来麻烦甚至巨大损失。对于所有企业，管理实力与技

术实力强弱的核心在于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且前者处于

主导地位。

因此，只有充分吸纳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优秀人才，并针

对不同情况分别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有力地激励和保障其

创造性劳动，才能使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优良的效果。管理创新

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企业各级管理当局必须根据内

外部环境的现实变化和发展趋势，不断开展有效的管理创新。

这一举措会加深企业所面临风险的广度与深度，而且随着内

外部环境的变化其风险领域还将不断发生着变化，使风险更

加复杂化。故企业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不得不关注企业所面临

的风险，此时企业风险管理（ERM）机制的创建与实施对企业
及其利益相关者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

2004 年 9 月，COSO 委员会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框
架》，该风险管理框架理论是目前为止最完备的并具有广泛适

用性的风险管理理论。《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出台不仅印证

了 ERM对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更为企业实施 ERM提供

内部审计在推进企业

全面风险管理建设中的作用

张学军 杜 超

渊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镇江 212003冤
【摘要】随着 SOX法案的颁布，内部审计由幕后被推到台前，在企业的风险管理中承担了更为积极的角色。本文首先

阐述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ERM）的必要性，接着提出内部审计人员可以且能够协助管理人员创建充分有效的 ERM机
制，随后对如何解决 ERM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全面风险管理 内部审计 管理咨询 管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