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会计舞弊及审计失败案件频频出现，使得企业会计舞弊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注册

会计师审计意见、会计报表项目勾稽关系、财务困境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揭示企业会计舞弊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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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昭示存在会计舞弊风险

尽管早期的审计准则不承认注册会计师（CPA）负有舞弊

审计责任，但进入 21世纪以来，鉴于频发的会计舞弊案例，迫

于公众及政府的压力，独立审计职业界纷纷修订执业准则，要

求 CPA在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时充分关注由会计舞弊导致

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无论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2002年 10月发布的《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关

注》，还是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2004年年初发

布的《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于舞弊的责任》，以及 2006

年年初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审计准则第 1141号———

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均要求 CPA合理保证已审

会计报表不存在因舞弊等导致的重大错报。因而要判别企业

会计报表是否存在舞弊，报表使用者应首先关注 CPA的审计

报告。

一般认为，CPA的审计意见应当合理保证会计报表使用

者确定已审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从而做出相关的判断或决

策。若 CPA对所审会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则表明该会计报表所揭示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可信程度；反之，

若 CPA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则表明该会计报

表存有会计舞弊的潜在风险。虽然 CPA被认为是不需要纳税

人供养的“经济警察”，对社会公众负责是 CPA行业得以存在

的基础，但由于公众主体缺位、监管乏力，加之审计失败案例

频发的恶劣影响等，因而会计信息使用者若仅仅依赖 CPA的

审计报告来识别企业是否存在会计舞弊风险显然是不够的。

二、分析报表项目之间的勾稽关系以识别会计舞弊

一般来说，企业收入的取得会伴随着资产的增加或者负

债的减少，费用的发生会伴随着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而

企业盈利或亏损又会直接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或减少。因

此对会计报表项目之间的勾稽关系进行分析，不失为投资者

识别会计舞弊的一条捷径。

1. 会计报表项目之间的基本勾稽关系。会计报表项目之

间基本勾稽关系包括：譹訛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譺訛收入原费

用=利润；譻訛现金流入原现金流出=现金净流量；譼訛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分别与其附表、附注、补充资料等相

互勾稽等。在会计报表项目之间的基本勾稽关系中，前三项勾

稽关系分别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的基本数量

平衡关系，一般不会有问题。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三张主表与其

附表、附注、补充资料等的勾稽关系是否恰当，以及相关信息

在会计报表附表、附注及补充资料中的披露是否充分，尤其要

关注关联担保等是否详尽披露。

2. 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之间的勾稽关系。譹訛根据资产负

债表中的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复核、匡算利润表中“投资收

益”的合理性。例如关注是否存在资产负债表中没有投资项目

而利润表中却列有投资收益，以及投资收益大大超过投资项

目的本金等异常情况。譺訛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累计

折旧金额，复核、匡算利润表中“管理费用———折旧费”的合理

性。投资者可以将资产负债表中“累计折旧”项目期末与期初

的差额，与固定资产平均原始价值进行比较，匡算固定资产综

合折旧率，与企业往年以及行业平均水平比较，复核折旧费用

计提的总体合理性。譻訛根据资产负债表中短期借款、长期借款

平均余额以及借款利息率，复核、匡算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其主要构成为借款利息）的合理性。譼訛分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取不足或减少都会虚增利润，特别是资

产总额上升相应减值准备反而下降或以前年度计提的准备发

生逆转时，都有会计舞弊的风险。譽訛分析（合并）利润及利润分

配表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与（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

利润”项目数据的勾稽关系是否恰当。

3. 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之间的勾稽关系。譹訛关注资

产负债表“货币资金”项目期末与期初差额，与现金流量表“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项目数据的勾稽关系是否合理。一般

企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所包括的内容大多与“货币资金”

口径一致。譺訛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的增加

（减少），一般对应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或流出量

的减少（增加）。投资者应关注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或

“应付账款”项目的变动（期末与期初差额），与现金流量表中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动的连动关系是否合理。譻訛资产负债表

中“存货”项目增加或减少，一般对应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量的增加或减少。譼訛根据资产负债表中长期投资、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项目的增减变动金额，复核现金流

量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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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金流量表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譹訛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抑（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

收入）伊（1+17%）+预收账款增加额-应收账款增加额-应收票

据增加额。譺訛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抑（主营业务成

本+其他业务成本+存货增加额）伊（1+17%）+预付账款增加

额-应付账款增加额-应付票据增加额。譻訛支付的各项税费抑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发生额+管理费用中税金发生额-应交

税金增加值-其他应交款增加值。譼訛本期实际解缴的增值

税抑（主营业务收入原主营业务成本原存货的增加）伊17%。

上述会计报表之间数据的勾稽关系，是根据经济业务的

内在联系及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规律，从总体上来匡算其是

否合理，并以此来鉴别会计报表存在舞弊的风险程度。需要强

调的是，若企业年度内发生了购并、债务重组、对外投资投出

或收回存货（应收账款）以及非货币性交易等特殊业务，应结

合会计报表附注相关内容将此类业务的影响扣除，否则上述

勾稽关系会出现较大误差。

5. 分析税金与利润、收入之间的关系。流转税和所得税

是企业的两大基本税种。一般而言，流转税占收入比例应相对

稳定，且同业之间不会存在太大差异。如公司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突然下降，或者显著低于同业水

平，则公司虚增收入或者偷漏税款的风险加大。由于会计和税

法在目标、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两者对收入、费用、资产、负

债等的确认时间和范围也不尽相同，因而税前会计利润和应

纳税所得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账面税率（利润

表中“所得税”与“利润总额”之比）显著小于法定税率，则说明

大部分税前会计利润在税法中不能确认为应纳税所得，这种

显著差异无疑表明公司有虚假利润或存在偷逃税款的风险。

三、财务困境与会计舞弊

有关会计舞弊征兆的研究表明，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的

管理层为了掩饰其财务困难更有可能舞弊。因而，注册会计师

与投资者应该对财务状况以及盈利质量差、面临巨大财务压

力的公司的会计舞弊情况给予高度关注。

对于企业财务状况可以从资产质量、偿债能力以及营运

能力等方面来分析。首先，分析企业的资产质量，应着重关注

以下几点：譹訛存货占流动资产、总资产的比例与往年相比是否

大幅增长或高于同业平均水平；譺訛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

付账款三项合计占流动资产、总资产的比例是否过高；譻訛是否

存在委托理财、抵押担保等潜在损失；譼訛是否存在关联方长期

占用巨额资金情况。其次，分析企业偿债能力，主要通过流

（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经营现金净流量与

负债比率、到期债务本息偿付比率（经营现金净流量衣到期债

务本息）等财务比率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财务弹性以及企业

所面临的财务风险。此外，通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以及营业周期等营运能力指标来判断企业在资

产管理方面的效率。

投资者对利润表的盈利质量分析应重点关注：譹訛经常项

目或核心收益（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析公司

持续盈利能力；譺訛主营业务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利润

与现金净流量的同步程度，分析企业的收入以及盈利的现金

保障程度；譻訛关联交易作价是否公允及其对利润总额的贡献

程度，分析企业市场环境下的生存及发展能力。

四、财务比率分析与会计舞弊

财务比率分析体系于 1919年由亚历山大建立。现在财务

比率被广泛地用于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以及盈利

能力。投资者在分析财务报表时，可以将企业相关财务比率作

纵向以及横向的比较，以期发现重大的或异常的波动从而判

断会计信息是否可靠。如将本期与前期、计划或预算的财务比

率的数据比较，以及将其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行业平均水平

比较等。此举对帮助投资者辨析企业是否存有会计舞弊潜在

风险以及做出正确的决策大有裨益。财务比率的评判标准通

常有经验标准、历史标准、行业标准等。

经验标准是财务比率分析经常采用的一种标准，它的形

成需要大量实践经验的检验。例如，一般来说流动比率为 2颐1，

速动比率为 1颐1。再如，当流动负债占有形净资产的比率超过

80%时，企业就会出现经营困难；存货对净营运资本的比率不

应超过 80%等，这些都是经验标准。另外，资产负债率应小于

70%、净资产收益率大于或等于 6%，等等。

历史标准是以企业过去某一时间的实际业绩为标准，将

企业本期财务比率与历史标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相关会计

报表项目重大的或异常的波动。

行业标准是按行业制定的，它反映行业财务状况和经营

状况的基本水平。1923年，James H.Bliss提出：在每一个行业，

都有以行业活动为基础并反映行业特点的财务与经营比率，

这些比率可以通过行业平均比率来确定。投资者可以通过查

阅相关行业的研究期刊、报告，来了解行业标准财务比率。

五、公司相关信息重大不一致与会计舞弊

人们也许还记忆犹新：2001年 8月《财经》杂志封面醒目

载文《银广厦陷阱》，仅仅在 9天内该公司就被中国证监会查

出巨额业绩造假；2003年 3月 5日，深圳某报刊载《传长虹在

美国遭巨额诈骗》一文，当时长虹董事会澄清公告所称的是

“捏造传闻”，想不到，2005年 3月 21日四川长虹董事会公告

“2004 年度公司预计亏损 37 亿”，其中 26 亿元为对美国

APEX公司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由此可见，媒体对公司相关信息的评论报道，公司高管在

媒体所做的访谈以及董事会公告等都具有较高的决策研究价

值。如果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与其他信息存在重大不一致，则

公司存在会计舞弊的风险加大，此时投资者应谨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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