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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计基本等式可知，虚增利润舞弊不外乎多计收入

或少计费用，而多计收入或少计费用则必然体现为虚增资产

或隐瞒负债。对于虚增利润累积形成的资产泡沫，企业往往将

会计制度（准则）变化、高管及控股股东更换、公司重组、经营

困境等作为契机，采用会计调整或巨额冲销等手段来“消化、

释放”。通过“利润舞弊———资产泡沫———掩盖释放”的舞弊链

条，使得企业会计舞弊“循环可续”。本文结合部分案例，力图

对企业会计舞弊链条及舞弊手段进行剖析，透视其舞弊伎俩。

一尧利润舞弊手段透视

（一）收入舞弊途径

1. 管理层合谋虚构收入。企业管理当局常常逾越单位内

部控制合谋虚构收入。2004年 6月曝光的台湾博达科技财务

舞弊案，更使“管理层合谋虚构收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博达科技从 1999年开始，通过在美国、香港等地设立人

头客户，将一般产品或残次品按高于正常价格的售价卖给其

人头客户，虚增营业收入。同时，博达派人常驻境外收集所售

货物，于一段时间后再卖给在台湾的其他配合公司，这些配合

公司再将货物卖回博达。博达将这些买回的货物又再次卖给

境外的人头客户。由此不断轮回操作，以使博达的经营业绩可

以自由控制。博达还通过将假应收账款转化为折现票据或信

用连接票据等手段，巧妙地将其转化为账面现金（使用受限）。

博达科技舞弊过程环节多、程序复杂，不仅伪造各种交易文件

虚构信息流、资金流，同时还形成货物的实际流动，缴纳运费、

出口关税，而且还设置专门人员负责货物运输、存储的管理。

博达科技管理层殚精竭虑，通过其“天衣无缝”的舞弊手段随

时发布获利良好的财务报告，以现金增资以及发债等方式来

达到掏空投资者和公司资产的目的。

2. 引入“过桥公司”虚构收入。企业通过引入“过桥公司”

将关联交易分解为非关联交易，以此来虚增收入，或者将公司

自己的资金通过“过桥公司”划转冒充收入入账。例如，在

2002 年 7月曝光的美国 HPL技术公司财务舞弊案中，HPL

首席执行官 Lepejian私下与佳能公司协商，先由佳能公司购

买 HPL 320万美元的软件，之后，佳能公司再以 400万美元

的价格将该软件销售给HPL在日本的子公司。这样，HPL将

自己的资金通过“过桥公司”佳能划转，虚构了 320万美元的

销售回款。

3. 扩大销售核算范围虚增收入。主要手段包括：淤将销

售回购、销售租回等业务确认为收入；于将委托加工业务的加

工发出以及收回，通过对开发票方式分别确认为销售以及购

买业务；盂将非营业收入虚构为营业收入。

4. 提前确认收入或记录有问题的收入。主要包括：淤在

尚未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就确认收入；于对发出商品以及

委托代销等业务提前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盂将向附属机构出

售产品确认为收入；榆在客户对该项销售有终止、取消或递延

的选择权时过早确认收入。

5. 利用财务报表合并技术虚增收入。无论是国际会计准

则还是我国会计准则，均以拥有实质控制权作为纳入合并范

围的标准。这样，一方面，对相关公司是否拥有“实质控制权”

必须依赖财会人员的专业判断；另一方面，管理当局可以通过

拉长控制链条、构建复杂的公司体系等手段，进一步“拓宽”财

务报表合并范围。这些会计选择的灰色地带无疑给企业管理

层实施财务舞弊创造了条件。

6. 其他虚构收入的方法。主要包括：淤利用增值税抵扣

制度对开（相互对开或者三角对开）专用发票虚构收入；于在

会计期末开票虚构本期收入和利润，下期期初再作销售退回

处理；盂对虚拟客户空开销售发票，虚增收入和利润；榆先建

立准备金，然后在未来某个时期释放充作收入；虞通过资产负

债表上各个栏目的重新归类来制造收入；愚公司合并前不适

当扣留的收入，在将来释放出来作为新公司的收入；舆通过一

次性出售资产等方式短期内增加收入。

（二）费用舞弊手段

1. 收益性支出资本化。收益性支出资本化，就是将期间

费用以及应当与本期收入配比的营业成本等故意列作长期资

产，以此虚增利润。例如，国内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首份否定意

见审计报告的渝钛白公司，其主要问题是将 8 064万元应计

入财务费用的借款利息计入了钛白粉工程成本。

2. 资产减值准备调节化。资产减值准备调节化，就是将

资产减值准备视作会计盈余的“蓄水池”。Arthur Levitt对此批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手段剖析

【摘要】管理层虚增利润舞弊历来是公众投资者、注册会计师以及政府监管等各方面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部分案

例的分析，提出了“利润舞弊———资产泡沫———掩盖释放”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链条，并分别对利润舞弊及其掩盖、释放手

段进行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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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道：“一些公司在估计诸如销售退回、贷款损失或产品保证

成本等负债时，采用不切实际的假设。通过这些伎俩，它们在

好的年景贮藏甜饼盒（资产减值准备），并在坏的年景需要时

掏出这些甜饼盒。”

3. 费用摊提目标化。企业基于配股、增发等融资目的，或

者为了迎合市场盈利预期等，常常人为调节诸如广告费、折旧

费用、研发费用、预计损失、无形资产摊销等费用的计提或摊

销的依据、比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折旧及摊销期限的延长

或缩短均可使当期费用减少或增加。除产品价格因素外，费用

摊提是对会计盈余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三）非经营性损益操纵利润

企业常常通过处置转让子公司、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整

等手段制造非经营性收益进行利润操纵，尤其是在面临退市

等关键时刻，非经营性损益往往成为上市公司惟一的“救命稻

草”。企业采用非经营性损益进行利润舞弊的手段主要有：非

公允处置长期资产、操纵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隐性关

联交易、依赖一次性的补贴收入以及会计调整等。

二尧利润舞弊掩盖手段剖析

（一）虚构资产泡沫掩盖利润舞弊

由于收入、费用变动与资产负债表项目密切相关，企业虚

增利润舞弊必然要通过虚列应收账款、高估存货以及长期资

产价值等方式来进行掩盖。主要途径包括：淤虚列应收账款、

多计销售收入；于伪造金融单证或者在金融机构配合下，以虚

构的银行存款“收回”应收账款；盂高估存货价值、少转销售成

本或隐瞒存货减值损失；榆通过收益性支出资本化以及少提

折旧、摊销等虚列长期资产；虞以漏列负债、隐瞒担保及诉讼

损失等手段浮夸资产（隐瞒负债、少列费用或损失）。

（二）虚构现金及现金流掩盖利润舞弊

1. 虚构现金余额。不难发现一些上市公司通常存在这样

一种反常情况：一方面报表上有大量闲置的货币资金，另一方

面又四处举债甚至是贷款逾期不还。许多公司获得的巨额资

金并未花销在按招股说明承诺的项目上，甚至“专款”刚募集

到账就被大股东或公司控制人向银行质押转用于还贷、弥补

亏空或挪作他用。

2. 操纵现金流量。

（1）虚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主要手段包括：淤通过自身

或关联方向债务人提供借款担保，债务人以银行借款偿还债

务，以此种方式来增加企业当期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于将

非经营活动所得甚至违规所得计入主营业务收入，同时计入

销售收现，导致利润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都获得提高。

（2）伪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与流出。即通过伪造银行单证

或取得银行配合，以关联方、“过桥公司”或者虚拟客户等名

义，采取银行账户“虚收”与“虚付”的方式，将应收账款转换为

其他流动资产。首先，通过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账

款”科目，冲销虚构的应收账款；其次，在需要的时候以借出款

或购货款名义冲销，借记“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存货”

等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这样，通过虚增“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时虚增“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两者相互抵销伪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与流出。

（3）伪造“经营现金流入”与“投资现金流出”。即通过银行

账户虚增、虚减的方式，伪造“经营现金流入”与“投资现金流

出”，将虚假应收账款转化为长期资产，待日后再伺机减值或

核销。

（4）利用理财策略操纵现金流。例如：淤依靠收购营运资

本数为正的子公司，获得经营现金流的增长。按照现行会计准

则，收购企业资产（既包括固定资产，又包括应收账款、存货等

流动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全部计入投资活动支出。而当所收购

的标的企业应收账款等债权良好、存货变现顺畅时，则在收购

完成后随着这些企业债权、存货的顺利变现，自然会提高收购

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于通过营销及财务手段等，操纵现金流。

通过加快货款回收、关联方代垫费用支出、清理资金占用、延

长采购付款期限等营销及财务手段等，操纵现金流收付的发

生时间。

三尧利润舞弊释放手段剖析

1.“巨额冲销”。为了释放虚构收入形成的资产泡沫，企

业常常不惜对应收账款进行巨额冲销。此外，企业还会通过伪

造“经营现金流入”与“投资现金流出”等方式将应收账款转化

为长期资产，或者干脆通过关联交易将应收账款置换为长期

资产项目。总之，企业在适当的时候必定要将虚构收入转化而

成的长期资产泡沫以减值等形式核销。

2. 调减期初留存收益。大冶特钢在 2004 年年报中，对

2003、2002 年度和以前年度存在的重大差错更正进行追溯调

整，合计调减截至 2003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 850 797 822元。

2002年及 2003年公司更正前后 EPS分别为：0.101元，-0.583

元；0.055元，-0.095元。当然，不管如何进行“会计调整”，企

业管理层大多会理性地规避公司退市的“三年亏损”高压线，

大冶特钢 2004年度则每股盈利 0.06元。大冶特钢借控股股

东更换的机会，在 2004年年报中，对期初余额巧妙地采用“追

计损失”方法释放了 8.5亿元资产泡沫。尽管调整后大冶特钢

2002及 2003连续两年亏损，因迟到的“知错必改”（2004年年

报在 2005年年初披露），大冶特钢在 2004年度却从未戴一天

“ST帽”。

“调减期初留存收益”释放舞弊手段，具有责任既往不咎、

利益既得不受影响（已按既往高的收益水平获得配股、增发以

及银行贷款融资等）、为后期盈利拓展空间、避免本期收益的

巨大震荡（与巨额冲销相比）等“优势”，因而逐渐成为企业管

理层掩盖、释放财务舞弊的“主流手段”。王霞等研究了 2001 耀

2002年共 534家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司，发现 81豫的

公司的追溯调整都减少了留存收益。从最近两年上市公司披

露的年报来看，企业在会计追溯调整中自行采用“调增期初留

存收益”的“傻瓜”做法更是难觅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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