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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直接以会计准则执行为论题开展研究的学者屈指可

数，学术界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会计政

策选择、盈余管理和财务舞弊三大问题上。事实上，这三大问

题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会计准则执行的。本文以已有文献为

基础，对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和财务舞弊三大问题的研究

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会计准则执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一、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述评

1援 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西方国家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动

机的研究，经历了由稳健主义、收益平滑假设到“三大假设”的

提出及其检验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从契约成本的角

度解释了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偏好问题，从而提出了著

名的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即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

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

由于我国目前政治、经济情况与西方“三大假设”成立的

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三大假设”在我国现阶段并

不适用。王跃堂（2000）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结合我国政治和经

济环境的特殊性，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及其动

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

为的不是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

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陈小悦

（2000）、鲍恩斯（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会计信息为基础

的配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会计信息的扭曲。林钟高、徐

虹（2007）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将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

择动机归纳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动机、配股动机和避免被ST

或PT的动机。

2援 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企业选择会计政策时要考

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唐松华（2000）认为，与不同利益相关方

（如股东、债权人、政府等）的合约就是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

时应考虑的因素。王运传（2003）将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

因素概括为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政治法律因素和企业主

体自身因素。黄文锋（2004）提出了制约会计政策选择的制度

三级链，即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产权制度。此外，市场制度、

法律制度、信誉也是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王富利（2005）

指出，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会计监督和职业判断

是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外部因素。

3援 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

过程实质上是各利益集团通过对会计政策进行选择来实现对

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的过程。Scott（2000）在《财务会计理

论》一书中将经济后果进行如下定义：“不论有效证券市场的

理论含义如何，会计政策选择都会影响公司的价值。”会计政

策的改变会影响公司的会计收益，而会计收益往往是制定公

司的各种契约最常用的依据。因此，会计政策会涉及公司的契

约成本，这就可能影响到管理当局的决策（如调整公司的投资

和经营活动），从而影响公司的价值。雷光勇等（2006）认为，会

计或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是指各社会经济主体通过利用会计

信息在他们中间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而带来的社会性后

果。会计通过资本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本身就说明会计天然

具有经济后果。从本质上讲，这种经济后果往往是借助会计政

策选择来实现的。

二、盈余管理研究述评

1援 盈余管理的动机。国外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

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评价；提高管理层薪酬水平；避免违反

债务契约；配合管理层收购；迎合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代理权

争夺与确保职位安全；避税；避免亏损；劳资谈判；降低诉讼索

赔损失；季节性股票发行；反托拉斯监管或政府监管；内部人

交易。从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盈余管理的动机

主要有：IPO融资；配股；扭亏。对比中外盈余管理动机可以发

现，国外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趋势，且

主要由市场原因所诱致；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是

为了规避证监会的制度管制以及保住上市公司的资质。

2援 盈余管理的手段。公司为了使其会计盈余达到期望水

平，可能采用各种手段来管理盈余。国外主要采用操纵应计项

目、会计政策变更、选择新会计准则执行的时机、利用会计准

则漏洞和构建特定交易等手段；我国除了采用以上这些手段

外，还比较偏爱采用关联交易等手段。陈晓等（2004）系统考察

了上市亏损公司的扭亏行为，结果发现关联交易和资产重组

活动是其扭亏为盈的主要手段；李东平（2005）发现国有企业

在改制上市过程中，资产重组特别是资产剥离，是其为改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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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已有文献为基础，对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和财务舞弊三大问题的研究现状

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今后会计准则执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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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达标而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

3援 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大量证据表明，盈余管理具有

负面效应，如何制约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已成为利益相关者尤

其关注的问题。淤法律体系与盈余管理。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

制，直接决定了公司盈余管理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并能较好地

遏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我国几乎没有相关的实证研

究。于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张建祥（2006）研究发现，配股公

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倒U型”关

系。雷光勇等（2006）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上

市公司正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小；

控股股东为国家股时，盈余管理程度较小。张逸杰等（2006）研

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关

系。盂审计与盈余管理。章永奎（2002）、何红渠（2003）和徐浩

萍（2004）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这表明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鉴别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而夏立军等（2002）研究发现，从

整体上看，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4援 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目前关于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

理论解释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盈余管理具有正面效

应。Healy和Walen（1999）指出盈余管理虽然会降低信息的可

靠性，但其可以提高信息的相关性；王跃堂（2000）指出，管理

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进行盈余平滑，可以维护契约的稳定性；

Scott（2000）指出，当契约不完备和契约具有刚性时，经营者可

以利用盈余管理对未预期的状况作出灵活反应，还可通过盈

余管理将内部信息可靠地传递给投资者。另一种观点认为，盈

余管理具有负面效应，如导致证券市场错误定价、影响资本市

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孙铮等（2000）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

在保配、微利和重亏现象，使得该被特别处理的公司未被特别

处理，该被摘牌的公司未被摘牌，结果是市场风险增加，资源

被低效或无效配置。

三、财务舞弊研究述评

1援 财务舞弊的动机。黄世忠（1999）认为财务舞弊的动机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经营业绩、获取信贷资金和商业

信用、发行股票、减少纳税、特定的政治目的或推卸责任。仇俊

林等（2006）认为，财务舞弊的最主要动机就是经济利益驱动

和政治利益驱动。

2援 财务舞弊的手段。财务舞弊的手段多种多样，主要有

虚假确认收入、虚假确认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利用非经常

性损益等。

3援 诱发财务舞弊的原因。谢朝武（2000）认为，诱发财务

舞弊的原因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离；委托人与

代理人之间天生存在信息不对称。李明辉、曲晓辉（2005）通过

调查发现，诱发财务舞弊的原因如下：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内部人控制、监管部门对虚假陈述行为的处罚不力、制度不完

善、会计准则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民事诉讼制度、国有股一股

独大、注册会计师缺乏独立性和诚信、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

德。陈少华（2005）认为，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的公共产品属

性、利益驱动、公司治理失效等是滋生财务舞弊的内在原因；

而市场机制缺位、信息需求不足、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缺

失、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道德约束的弱化是促成财务舞弊

的外部条件。

4援 财务舞弊的治理对策。王建炜等（2000）认为，治理财

务舞弊的对策应包括改革产权制度，塑造公有产权主体；建立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立和完善会计

准则，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政府监管。陈汉文等（2001）认为

应主要从会计信息披露和舞弊审计两个方面加强对上市公

司财务舞弊的治理。綦好东（2002）提出，应推进监管、预防、发

现、追究（惩处）机制的建设，规范公司管理当局、中介机构、大

股东、政府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执行等。朱国

泓（2004）从激励优化和控制强化两个角度提出了财务舞弊

的治理措施。

四、结论及研究方向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和财务

舞弊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会计准则执行的：淤会计政策选择

是从会计行为的存在常态出发来确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

影响因素和后果。由于会计信息天然具有经济后果，会计政策

选择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也必然产生不同

结果，但会计政策选择一般不涉及虚构交易事项。于盈余管理

是从动机出发，首先提出系列假设，然后通过选择样本进行研

究，以找到与假设相一致的证据。其研究的理论前提是盈余的

有用性，一般从会计盈余在会计契约和资本市场中的具体作

用来提出盈余管理假设。盂财务舞弊则是通过虚构交易事项

等手段编造会计信息，以欺诈会计信息使用者，达到自己的预

定目的。财务舞弊的研究一般以已经发生的舞弊事件为样本，

研究财务舞弊的动机、手段、原因和后果。

笔者认为，今后对会计准则执行问题的研究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淤若前述三个范畴出发点不同，则难以揭示

会计准则执行的行为特点并提出公司治理的系统对策。今后

应以企业为研究基点，即从执行的角度研究企业的会计准则

执行行为。于关于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研究，主要包括会计准

则执行效率的评价、会计准则执行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执行、监督都是人类行为，

而人类行为是受文化影响的。盂比较可喜的是，近两年有学者

对会计准则执行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企业会计

准则是如何影响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的论证还不够细致，缺乏

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野基于企业立场的

会计标准执行机制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07YBB288冤 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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