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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我们认为可以通过

以下途径来解决：淤加强和完善中介服务。在融资过程中，投
融资双方的决策依赖于各自所掌握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加强

和完善中介服务，主要是改善各自的信息数量和质量。中介服

务可以改善投融资双方关于融资项目的信息数量和质量，进

而改善双方的投资决策。于完善金融市场，发展不同风险层次
的资金供给主体。市场中应该存在大量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

主体，这样才能提供不同特性的资金，满足多样化的资金需

求。具体来说，一方面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在加快主板、创业板

发展的同时，加快 OTC市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
规体系，为各种金融工具创新提供法律保障。

【注】 本文受江苏省教育厅 2009年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渊项目编号院09SJD630012冤和江苏省淮安市社科联基金
项目渊项目编号院A-09-5冤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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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3 耀 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中型企业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相关指标 单位院万元

指标

科技活动经
费内部支出

新产品开发
经费支出

新产品销售
收入

新产品开发
经费支出占
科技活动经
费支出的比
例渊%冤
单位新产品
开发经费支
出占销售收
入总额的比
例渊%冤

2003

1 409 001

703 511

14 445 582

49.93

20.53

2004

2 064 958

857 486

20 722 076

41.53

24.17

2005

2 475 276

1 579 934

22 165 497

63.83

14.03

2006

2 977 573

1 876 851

25 578 587

63.03

13.63

2007

3 736 249

2 470 538

28 183 160

66.12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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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联方交易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许多学者从公司进

行关联方交易的实践中发现关联方交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无论从理论还是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讲，关联方交易都将长期

存在，那么如何建立相应的制度将关联方交易的危害降到最

低呢？

一、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改进的设想

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资本

市场的繁荣、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已经在各发达国家

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因而资本市场的制度

建设意义重大，是资本市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针对资本

市场关联方交易的特性，我们通过增加财务信息的供给量、供

给角度等方式，为投资者规避关联方交易可能带来的危害乃

至整个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帮助。

我们设想在公司内部增加一个新的会计报表，要求上市

公司向投资者或者向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财务信息。在传统

的财务报表中进行确认或计量的基准都是市场价格，无论是

从计量属性的历史成本观还是从公允价值观而言，市场价格

都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经济学中对市场价格的认识是不充

分的：市场价格在属性上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研究经济

问题的最小的、不可再分解的理论概念；市场价格的可比性是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改进：

基于关联方交易视角

毕 茜 甘 熠

渊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6冤
【摘要】恶意关联方交易的存在造成上市公司披露会计报表信息失真，误导了利益相关者的投资决策并损害了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鉴于此，本文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作了大胆的改进设想，并提出

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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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属性之一，而可比性是由交易的性质决定的；不同交易

中产生的市场价格的可比性高低不同。也就是说，市场价格中

有些是易于达成共识的价格，有些是不易达成共识的价格。

但传统会计理论正是建立在所有的市场价格都是性质完全

相同的基础之上的，并通过对市场价格进行同类“项”的合并

编撰会计报表。因此，对会计报表进行修正与补充是十分有

必要的。

如果不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高度来要求、确保上市公

司向投资者或资本市场提供的财务信息的质量，不坚持完善

财务信息公开的方式，资本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形成就有可能

被操纵或被扭曲，投资者将在预谋的股价波动中不断丧失利

益。因此，有必要在现有会计报表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附

表，作为对目前财务报表的补充。

二、新模式的基本框架

市场价格有一个最基本的计量属性———可比性，商品市

场价格可比性的基础是对每个商品价格的共识。在对价格形

成的研究———价格共识形成理论中，我们严格地用数学模型

证明了通过一定条件下的商品交易，市场能够形成该商品的

价格共识。同时，通过受控实验证实，市场确实可能始终无法

对某种商品的价格形成共识。所以应首先对交易进行分类，粗

略地将其分为第一类交易与第二类交易。第一类交易是指两

种商品的交易满足或根据经验分析容易满足商品价格共识形

成的条件；其他交易称为第二类交易。在第一类交易中产生的

交易价格，其可比性分类定义为第 I类；在第二类交易中产生
的交易价格，其可比性分类定义为第 II类。

根据价格共识形成理论，当其他条件都满足时，交易商品

的供求是否渐趋稳定是价格共识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

在会计实务中，我们通常认为传统的农产品、工业产品与货币

的交易是第一类交易的代表，因为这些商品的供求受生产技

术、产量、需求量、存储、运输等因素的网状约束，在相对长期

的反复交易中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公开性。

而要使财务信息达到“三性”的要求，我们必须将所有肯

定能形成价格共识的交易（即第一类交易）与不能肯定形成价

格共识的交易（即第二类交易）相区别。完成这样的区别有两

种方式：淤列出全部的第一类交易，其余为第二类交易；于列
出全部的第二类交易，其余为第一类交易。由于市场对交易的

性质的认识是发展和变化的，并且人们的商品交易方式也是

会发展的，所以上述两种区别交易的方式并不等效。出于简便

的考虑，本文采用第于种方式进行区别。为了克服第于种方式
可能带来的遗漏，我们将所有创新的交易归为第二类交易。

通常来说，以下列出的交易可全部归为第二类交易：关联

方交易、带有应收账款的交易、无形资产的交易、股票交易、衍

生金融交易、其他非货币性交易、创新的交易。

1. 关联方交易，这类交易也可称为“不完全交易”。交易
双方的利益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交易的价格来体现。双方的

交易行为不一定满足“理性”的要求，因此可以认为关联方交

易类似于商品“调拨”。

2. 带有应收账款的交易，这类交易又可称为“未完成的

交易”。它的特性是：双方的交换物一个是普通商品，另一个是

信用。信用是需要以后来兑现的，而信用作为特殊商品是因交

易方的不同而各异的，市场上不存在一种标准化的、不变的信

用商品，因此此类商品在反复交易中难以形成其价格的共识。

3. 无形资产的交易。没有任何两个无形资产是相同的。
而一个无形资产在其他市场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换手频

率明显低于普通商品。根据价格共识形成理论，此类交易很难

形成其价格的共识。

4. 股票交易与衍生金融交易。资本市场是货币通向所有
专业市场的“十字路口”。任何一个专业市场的供求波动都

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尤其是日益增强的全球一体

化趋势，使得即便是微小的市场变化也会轻易地影响到资本

市场。

5. 其他非货币性交易。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易
物的交易是另类的且较少发生，可重复性很弱，因此其同样很

难形成价格共识。

6. 创新的交易。这里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交易之中双方权
利、义务、利益的分割、享有方式的创新。由于市场对创新的交

易缺乏认识，供求波动大，因而难以形成共识。

三、新模式的会计核算与列报

有了交易的分类，以及商品市场价格可比性的分类，在原

会计报表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一个《第二类交易明细表》，以避

免原财务报表合并各种交易所产生的数据造成的交易属性丢

失以及价格可比性的混淆，从而达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目

的。《第二类交易明细表》将起到一个注解原会计报表中各项

数据产生背景的作用。例如当上市公司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关

联方交易向上市公司输送利益或从上市公司挖掘利益的时

候，第二类交易的额度都会明显增大，从《第二类交易明细表》

中可以发现这些异常情况。

为了便于期末编撰《第二类交易明细表》，我们必须在现

有会计核算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设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援 记账规则的设计。在不改变传统借贷记账法的情形下
新增加交易分类这一要素，即根据交易的特性来判断每项经

济业务是属于第一类交易还是第二类交易，如下所示：

借：伊伊伊
贷：伊伊伊
类：第一类交易/第二类交易

2援《第二类交易明细表》的设计与编制，详见后表。
3援 编表说明。《第二类交易明细表》是一个动态的报表，

该表遵循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要求，不同之处在于，该表中反

映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不是某一时点的状况，而是一定

时期的动态累计，反映公司在一定时期进行的非确定性的交

易有多少，报表中的借方、贷方金额不得相互抵销。出于习惯，

为了与普通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应，该表资产与负债仍然按照

流动性项目在前、非流动性项目在后进行排序，但这一排序规

则并非必要，所以我们在该表中取消了资产与负债中的流动

性与非流动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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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交易明细表
编制单位院 年 月 日 单位 院元

资 产院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账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资产

资产合计

费 用院
营业成本

流转税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营业外支出

所得税

费用合计

负 债：

短期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负债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收 入：

营业收入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收入合计

项 目

借 贷

上
年
数

本年
累计

上
年
数

本年
累计

上
年
数

本年
累计

上
年
数

本年
累计

借 贷

第二类交易明细表的提出是为了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

满足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此表可以

作为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附表，因为此表已包含关联方交

易的明细，所以可以取消关联方交易在附注中的披露。这样做

的优点是不仅能够揭示关联方交易的详细资料，而且可以解

决关联方交易非关联性的相关问题。

编报该表的目的是想告知财务报表使用者，实际交易并

非如原会计报表反映的那样简单，也就是说，要想描述一项交

易，应该用三维坐标来表示，而不是以前的只用二维坐标来表

示。所以该表是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揭示上市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够显著提高会计信

息质量。

四、政策建议

研究和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加强对关联交易会计信

息披露的改进，对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证券市

场的运作效率、维护证券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援 政府应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加强对市场运行结果的
披露，而不只是发布对市场运行的预期。同时，政府应提供

更多的公共政策服务，建立相应的法规体系以确保市场经济

运行中各方权利、义务的对等。

2援 政府应建立第一类交易结果的完整的披露体系，并分
地区（如分省、市、县）、按时（如按月、季）公布各种第一类交易

的商品的交易结果，包括（当地、上期）第一类交易中所有商品

的市场投入量，剩余量及库存，最高及最低成交价，或公布根

据上述数据设计的具有可比性的统计指标。同时，政府应建立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第二类交易结果的披露体系。

3援 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第二类交易的披露方式的制度建
设，加强对企业第二类交易的披露义务执行情况的监督。从制

度上要求上市公司将第二类交易单独列报；从制度上要求拟

融资或再融资的上市公司，汇总并单独报告当期及上个财务

年度全年所有第二类交易及其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从制度上

要求拟融资的上市公司公布并承诺融资后当期及后一个财务

年度内是否披露第二类交易、第二类交易涉及的领域、第二类

交易的计划额度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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