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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长期的运营过程中累积的风险会持续传导和影响

企业的财务信息，最终形成财务危机。通过收集这类财务信

息，运用一定的方法分类、识别、评价，就可以对企业的财务风

险进行预警，协助企业及早有效规避和分散财务风险。本文从

模式识别的角度，运用支持向量机模型，把财务预警看作是把

未知警度的新预警样本与已知警度的预警标准样本进行比较

辨别，从而确定新预警样本所归属于的预警模式类别。同时利

用 ST公司的财务数据，应用三类分类尝试对警度进行标识。
一、研究方法

1. 模式分类与财务预警。Beaver（1966，1968）和 Altman
（1968）在财务危机判别与预测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后，财
务危机预测模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流模型建立方法经历

了单变量模型、多变量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
模型以及支持向量机模型等。其中，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支持

向量机模型是基于模式识别基础的判别模型。根据研究对象

的共同特征或属性，模式识别是泛指一类用于分辨其所属标

本的识别方法，包括模式分类、模式聚类、模式联想、模式重构

和模式合成等分支。而模式分类则是将待辨别的具体对象的

特征与特定类别的模式特征相比较，从而确定其所属类别，是

模式识别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

图中虚线下方为训练过程，上方为分类过程。经过分析模

式，去掉对分类无效的特征，尽量保留对分类判别特别有效的

特征，也就是特征选择，或者采用数据压缩技术，得到小数目

的综合性特征，即特征提取过程。然后通过建立的判别规则进

行分类，并将分类结果与已知类别的输入模式对比，不断修

改，最后制定出判别规则。分类过程就是用训练过程中建立的

判别规则来对未知模式样本进行分类的预测过程。

财务预警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模式分类系统。预警指标

选择子系统相当于模式分类系统的模式特征选择和维数压缩

过程；预警方法子系统相当于模式分类系统的分类过程；报警

子系统相当于模式分类系统的分类错误检查过程。从模式分

类的角度看，预警就是把未知警度的新预警样本与已知警度

的预警标准样本进行比较辨别，从而确定新样本所归属于的

预警模式类别。

2. 模型选取。支持向量机是由 Vapnik领导的贝尔实验室
研究小组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机器学习技术。机器学习理论

提出了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同时优化经验风险和置信风险，

克服了经验风险最小化原则的缺点，保证了模型的拟合精度

和泛化能力。

在支持向量机财务预警模型中，把用来描述财务特征即

财务预警评价指标的信息作为支持向量机的输入向量，将预

警结果作为支持向量机的输出，利用典型财务数据特征度作

为训练样本进行训练，使不同的输入向量得到不同的输出向

量值，从而实现输入空间到输出空间的映射，形成分类。

非线性支持向量机模型可以通过以下二次规划建立：

相应的分类函数为：

f（x）=sgn｛ ai yiK（xi，xj）+b ｝ （2）

其中：x是支持向量；xi是未知向量；ai 是最优解；b 是分
类阈值；参数 C采用交叉验证方法求得。

选用 GaussionRBF 核函数做为建模的内积函数，

（1）

Maximize L（a）=- ai- aiajyiyj（xi 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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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支持向量机模型

的财务预警警度分类研究

胡颖森 赵国明

渊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武汉 430205冤
【摘要】本文以模式分类理论阐述了财务预警的实质，给出了财务预警指标及量化方法，并应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对上

市公司进行财务预警警度分类，实证表明了支持向量机以多模式分类标识财务预警警度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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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ionRBF核函数的形式为：

K（xi，xj）=exp｛- ｝ （3）

其中：参数 滓采用交叉验证方法求得。
二、警度标识和指标选择

1. 警度标识。为了能合理标识警度，本文将因财务危机
而被 ST的公司作为警度标识的比照物，被 ST当年定义为 T
年，相应的被 ST当年的前一年定义为 T-1年，其余年度依此
类推。依据上市公司被 ST的相关规定，本文把 T-1年和 T-
2年的财务警度设定为“高”，T-3年和 T-4年的财务警度设
定为“中”，T-5年的财务警度设定为“低”。这种标识方法符
合人们对发生财务危机公司前几年的财务警度认识。

2. 预警指标选择。本文选用了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
管理能力、增长能力 4大类 17个财务指标作为财务预警指标
备选变量，具体指标见表 1。为提高财务预警指标的准确率和
代表性，样本公司限定在制造业，共选择了 84家于 2002年、
2003年被特别处理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和相同时间段财务
正常的公司作为样本。样本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Wilcoxon秩检验的结果表明样本数据近似满足正态分
布的假设，可以利用 T假设检验来进行财务指标的筛选。通
过对 ST公司和非 ST公司在财务比率指标之间差异的 T检
验结果（见表 2）分析，我们发现：淤在盈利能力财务指标方
面，非 ST公司均强于 ST公司，并都通过了置信度水平为 5%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盈利能力是区分 ST公司和非 ST公司的
重要财务指标。于在偿债能力方面，在 5%显著性水平上，非
ST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均低于 ST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产权比率，表明 ST公司的债务负担要比非 ST公司的债
务负担重；非 ST公司的流动比率、已获利息倍数均高于 ST
公司的流动比率、已获利息倍数，表明在偿债能力方面非 ST
公司要强于 ST公司。盂总资产周转率作为综合性比较强的
资产管理能力指标，非 ST公司高于 ST公司，说明非 ST公司

在资产管理能力方面好于 ST公司。榆在 5%显著性水平上，
总资产周转率通过了置信度水平为 5%的显著性检验。虞剔除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已获利息倍数、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

转率、每股收益同比增长率、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净资产同比

增长率 6个指标，本文保留了 11个指标做为建模变量。原假
设为：ST公司的财务指标和非 ST公司的财务指标在 5%的显
著性水平上没有差异。

三、预警模型评估

1. 确定训练样本和模型参数。本文选取了 32个 ST公司
的财务数据（11个财务指标）作为训练样本，为保证 ST公司
被 ST前六年财务数据的完整性，ST的时间不要求在一个年
度。对训练样本警度标识情况见表 3。

采用 LIBSVM工具对样本进行训练。训练阶段包括：对
输入的训练样本进行训练，得到模型的初始值；然后利用上述

算法提取出有效的、相关的数据重点训练，得到最终的模型；

训练参数输入阶段的任务主要确定支持向量机模型的参数 C
和 滓。参数训练过程省略。32个测试样本正确分类 31个，准
确率达到 93.75%。

2. 警度分析。模型参数确定后，选取另外 18家 ST公司

警度标识

时期

样本数量

样本训练标识

T-1
32
1

T-2
32
1

T-3
32
2

T-4
32
2

T-5
32
3

T-6
32
3

高 中 低

表 3 训练样本警度标识情况

注院t检验值为异方差双样本配对检验值袁标准值是 p值臆
0.05遥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7
0.000
0.527
0.01

0.000
0.037
0.017
0.000
0.000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非ST
0.198 1
2.722 8
2.336 1

-5.191 6
23.211 8
0.684 8
1.501 2

43.939 9
134.411 6

12.811
3.833 3

41.839 4
0.637 6

-146.790 1
-145.735 7

16.140 5
37.926 2

ST
-0.593 6

-174.574 1
-18.644 1

-538.840 5
2.100 2

-0.748 6
0.825 4

114.662 4
377.281 4
-1.761 2

5.695 8
21.095 8
0.417 7

21.276 6
42.040 4
-16.202

-101.958 1

t值
-6.167
-2.490
-5.371
-2.782
-2.912
-3.191
-5.712

2.462
2.125

-0.666
1.454

-0.716
-4.155

1.285
1.587

-5.315
-1.674

p值
0.000
0.015
0.000
0.007
0.005
0.002
0.000
0.016
0.037
0.507
0.150
0.476
0.000
0.203
0.116
0.000
0.102

z值
-6.358
-5.976
-5.768
-4.637
-3.520
-4.020
-5.371
-6.261
-2.688
-5.346
-0.633
-3.473
-4.666
-2.086
-2.383
-4.890
-3.907

Means T检验 Wilcoxon
秩检验变量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和T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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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滓2
|| ||x-xi 2

每股收益渊X1冤
净资产收益率渊X2冤
资产净利率渊X3冤
销售净利率渊X4冤
主营业务利润率渊X5冤
净收益营运指数渊X6冤

存货周转率渊X11冤
应收账款周转率渊X12冤
总资产周转率渊X13冤

指标名称

流动比率渊X7冤
资产负债率渊X8冤
产权比率渊X9冤
已获利息倍数渊X10冤

每股收益同比增长率渊X14冤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渊X15冤
总资产同比增长率渊X16冤
净资产同比增长率渊X17冤

指标属性

盈利能力

资产管理能力

偿债能力

增长能力

表 1 备选财务指标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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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数据作为测试样本，将其 T-1年至 T-6年公司财务
数据输入模型测试，测试样本首先不进行标识。测试输出结果

和警度标识匹配情况见表 4。测试输出标识如不是整数，则采
用简单的向下取整进行归并。

从表 4可以看到，通过训练样本测试确定模型参数 C和
滓后，支持向量机模型对测试样本（ST公司）三类分类的匹配
率在 T-1年即财务危机发生的前一年份为 100%，其他年份
匹配率也基本在 80%以上。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受

到质疑的情况下，利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取得的三类分类匹配

率是可以接受的。

本文探讨了利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在财务预警警度识别上

的初步应用，这些都是在小样本量上进行的测试。如何选取更

具代表性的财务预警指标，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如何更具普

遍性，测试样本标识归并如何更加科学，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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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测试输出结果和警度标识匹配情况

T-1
T-2
T-3
T-4
T-5
T-6

18
17
1
0
0
1

高

0
1

15
15
2
2

中

0
0
1
0

14
15

低
年份

18
18
18
18
18
18

样本个数

高

高

中

中

低

低

警度标识
样本个数

100%
94.44%
83.33%
83.33%
77.78%
83援33%

匹配率

0
0
1
2
1
0

无法识别

一、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80年代。Michael Gibbins（1984）引入了包括人、动因和责任三
个组成要素的模型来论证职业判断过程中有关会计人员或审

计师心理的理论。Michael Gibbins和 Alister K.Mason（1988）就
职业判断的质量以及缺乏引导等方面给予关注。Robert Libby
和 Joan Luft（1993）认为会计职业判断绩效在会计环境中的决
定因素是能力、知识、动机和环境。Paul J. Herz和 Joseph J.
Schultz.Jr.（1999）研究程序性知识和认知性知识在执行会计计
划时的作用。而在我国，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主要是从会计

职业判断的内涵、特征、存在的原因、影响因素、制度以及会计

职业判断绩效方面进行研究。

会计职业判断绩效是指会计职业判断结果与一定标准的

相符程度。会计人员在做出会计职业判断时应客观、公允地反

映经济事项的全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会受到主体因素、客

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其中主体因素包括知识、经验、

对风险的态度、性格、需求和动机、记忆水平、职业道德水平，

客体因素取决于会计业务的类型，环境因素包括管理当局的

意图、会计人员承担的可预知的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

度等。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下，会导致不同的会计职业判断绩

效结果，本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

上的。

二、研究设计

1. 选择模糊综合评判法的理论依据。模糊综合评判法是

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

进行会计职业判断绩效评价

杨孙蕾 李月娥渊教授冤
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武汉 430073 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冤

【摘要】现行会计准则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与此同时也对会计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行

会计准则并没有给定职业判断的标准，因此研究如何对会计职业判断绩效进行评价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分

析会计职业判断绩效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会计职业判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例分析

验证了会计职业判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

【关键词】会计职业判断 会计职业判断绩效 模糊综合评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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