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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收费标准是根据公司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来确定的，

因此受管制企业通常希望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能对管制施加

影响，以有利于本企业或行业。盂不对称损失函数。即政府和

投资大众由于信息成本而导致对损失或失败的敏感程度的差

异。为避免因大公司的失败或破产引起潜在的政治危机，政府

机构宁愿消除高估资产的潜在根源（如资产的重估升值），也

不愿消除低估资产的可能。

政治成本假设指出，大规模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担

的财富转移额（政治成本）均大于小规模企业。为避免引起政

府部门的过分关注，规模较大的企业总是倾向于均衡收益，尤

其是避免出现高额的利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规模越

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

计处理方法。对于政治成本假设，西方学者及我国学者都运用

实证分析方法加以验证，结论基本一致，政治成本假设得到了

证实。

三、理论动机与执行动机的背离

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发现，资产减值问题提出的理论动

机与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执行动机是相背离的。其原因

主要有：淤契约的不完备性使管理当局有机可乘。理论上研究

资产减值问题考虑的是资产减值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

而实际上资产减值的确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管理当局

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留出了空间。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为管理

当局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提供了可能。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

产生的控制者，其他利益相关者由于对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并不了解，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管理当局为了某种目

的也就可以在资产减值的确认与不确认之间进行选择。盂交

易中的自利行为原则是管理当局进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

的动机。根据自利行为原则，行为者在进行决策时将按照自己

的财务利益行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选择实现自己

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管理当局当然也有追求自身经济利

益最大化的动机，因此，在资产减值问题上就有分红动机、融

资动机和降低政治成本动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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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在就是为了获得利润，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是为

了自己的利益，有利润和利益就会存在盈余管理的问题。所谓

问题，其实它就是矛盾。所以笔者认为盈余管理既是一个问

题，又是一个矛盾，也就是悖论点。

一、盈余管理概念上的悖论

1. 经济收益观下的盈余管理概念。经济收益观认为，经

济收益之所以被扭曲而成为会计报告收益，存在两个影响因

素:其一为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其二就是盈余管理。

美国学者 Scott是最早给盈余管理下定义的，Scott在其著作

《财务会计理论》中指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

后果的一种具体体现。只要企业管理者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

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市场价值

最大化的会计政策。其从经济收益观的角度，强调企业管理者

对会计盈余或利润的控制。在此观点下，盈余管理的最终目的

是得到令管理者满意的财务会计结果，会计盈余是决定财务

成果满意与否的重要参数。

2. 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概念。信息观认为，盈利是许多

决策和判断的重要信号，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便在于其具有

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美国著名会计学者 Schipper因此认

为以信息观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她将盈余管理视为一

种“披露管理”，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

益，对外部财务报告过程进行的有目的的干预和歪曲控制。

【摘要】盈余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也是各方矛盾的焦点，只有通过巧妙平衡由盈余管理悖论产生的各种

相互矛盾的需求，管理者才能获得好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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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y和Wahlen也赞成此观点，并对盈余管理做出如下解释：

当管理者在编制财务报告和进行经济交易时，运用判断改变

财务报告，从而误导一些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根本经济收益的

理解，或者影响根据报告中会计数据形成的契约结果，于是盈

余管理便产生了。

可以看出经济收益观对盈余管理持中性态度，认为盈余

管理只是一种会计政策的管理，目的是取得令管理者满意的

财务结果，并不排斥盈余管理。而信息观的观点则认为盈余管

理是管理者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对外部财务报告过程进

行的有目的干预和歪曲控制。他们对盈余管理持明显反对、排

斥态度。由于会计法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使得企业管理当局

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会计处理，

从而使企业以合法的手段调节利润成为可能，这是盈余管理

产生的内在原因。因此，在法律上认定盈余管理是合法的，不

过在现实中人们却往往贬斥盈余管理，认为盈余管理在本质

上是一种利润操纵行为，是应该尽量避免实施的政策，实行盈

余管理都是有不良的目的和动机。这就使得法律上和现实中

的盈余管理存在着悖论。

二、盈余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悖论

盈余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理人出于各种目的所进行的

一种会计政策选择。然而经理人进行盈余管理的立场是各不

相同的。本文试从进行盈余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来

分析存在于盈余管理中的悖论。

1. 股东在盈余管理上的悖论。

（1）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悖论。股东希望实行盈余管理有

如下几个原因。在股票发行阶段，《公司法》对企业首次发行股

票上市有着严格的规定。企业为达到上市的目的，通过盈余管

理进行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取得上市资格。同时，经过粉饰

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在配股阶段，为了

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市公司积极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

益率。根据《证券法》规定，连续两年亏损列入 ST板块，连续

三年亏损暂停上市，宽限期内不能扭亏将终止上市。上市公司

一旦带上 ST帽子，筹资难度加大，资金成本上升,而壳资源极

其珍贵，争取上市已属不易，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意味着壳资

源的彻底丧失。上市公司认为这是最严厉的处罚。所以第一年

亏损的公司，扭亏或防止连亏是重要的目标，若扭亏无望导致

第二年亏损，第三年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亏损，为了实现上述

目标，上市公司常常进行盈余管理。另外，实行盈余管理还可

以让股东有增加分红的机会，实行盈余管理也有避税的功能，

这些使得股东会要求实行盈余管理。

面对盈余管理可以带来的巨大利益，股东当然愿意选择

进行盈余管理。但是股东也不敢滥用盈余管理，因为一旦滥用

盈余管理被发现，就会影响公司的声誉。并且股东也会担心经

理人会不会为了报酬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私自进行盈

余管理，不经过股东的许可甚至连股东一起欺骗。企业的内部

考核（如经营业绩）与外部考核（如行业排名）一般是依据财务

指标来确定的。而这些财务指标的计算基本都涉及会计利润。

同时，管理人员的报酬与公司的经营业绩也挂起钩来，管理报

酬契约中分红计划大量运用会计数据，我国上市公司管理人

员的效用函数更加紧密地与会计数据相联系，部分上市公司

开始对经营者试行年薪制这类管理报酬契约，诸如净资产收

益率、净收益增长率等会计数据在对经理的奖惩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还有股票期权制度，这些都将驱使公司经营者对

会计政策的机会主义选择行为产生浓厚的兴趣。其实对公司

的经理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职位远比奖金重要。因为经理

职位会带来众多的好处，如声望、政治前途、在职消费的机

会等等。因此，经理人也可能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而进行

盈余管理。

股东为了上市、配股、分红和向金融机构借款而渴望进行

盈余管理，但是进行盈余管理被发现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和

担心经理人的背叛让股东进退两难，非常矛盾。这就是股东和

经理人之间在盈余管理上所存在的悖论。

（2）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悖论。大股东可能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侵占小股东的利益，这就使得大小股东之间也有矛盾。

企业的发展也关乎小股东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希望

进行盈余管理，但是又很担心大股东为进行盈余管理而侵害

了自己的利益，这是小股东对盈余管理态度的悖论。

2. 政府在盈余管理上的悖论。政府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主

要负有宏观调控的功能，企业要向政府缴纳各种税费。其中企

业所得税是政府财政收入中很大的一块，政府当然希望企业

有很大的盈利，但是不希望企业进行盈余管理。

企业所得税是促使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较

为明显的因素。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一般是以会计利润为基

础，然后再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企业为了节约税负，

减少现金流出，往往尽量降低报告净收益。尽管税务部门在计

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时，是根据税务会计的规定，从而减小了

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空间，但仍有一些会计政策可供企业自

行选择，如发出存货的成本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与加

权平均法的选择。报告盈利等会计数据还常被政府用于管制

行业的收费标准（如公用事业等）的确定。一般来说，较低的报

告盈利水平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

企业补贴的可能。因此，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避免政府

利用会计数据来限制企业的行为，也往往采用递延利润或降

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这就使得企业和政府在盈余管理方

面有了矛盾，悖论也就产生了。

面对盈余管理的悖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要

求。可是由于他们所站的角度不同等各种因素的存在使得盈

余管理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并且盈余管理的悖论不可能完全

消除、解决或回避。这就要求我们具体了解和分析这些矛盾，

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巧妙地平衡由悖论产生的各种相互矛盾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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