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的报告和建议》（即《蓝带报告》）也指出，审计委员会在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表现在：一

是要求外部审计师完全向审计委员会负责，审计委员会对审

计过程发挥指导作用；二是外部审计师也必须就会计信息的

质量、影响财务报告的重要判断等方面与审计委员会进行讨

论。另外，《蓝带报告》还强调内部审计人员也必须与审计委员

会进行独立的交流和讨论，从而提升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在萨

班斯法案背景下，审计委员会处于独立的位置，其连接、沟通

企业内外部审计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萨班斯法案第

404款规定，公司首席执行官与财务官必须评估、确认并保证

公司对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系统健全有效；同时，管理

层对内控体系健全的保证须得到外部审计人员的证实。对于

这一条款的执行是萨班斯法案的重中之重。

依据上述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分析，这一条款对

于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我们可采取以下几个

方面的措施：淤管理层将所设计的内部控制责任分配到具体

的岗位，并组织内部审计人员或第三方人员实施监控程序和

评价活动，对每个分部、单位或环节进行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

评价；于将部门经理层和内部审计得出的关于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结论，即内部审计发现以及他们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内

部控制的重大控制缺陷或重要控制弱点形成缺陷报告，上报

CEO和CFO；盂CEO和CFO对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的重要性

进行评价，并就采取的对策达成一致意见；将执行的关于控制

的执行有效性评价程序和评价的结果形成文件；榆将得出的

结论向审计委员会和外部审计人员报告，并就所发现的重大

控制缺陷和重要控制弱点采取的对策取得他们的同意。在这

一过程中，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可以实现与内部审计人员的独

立交流，为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

协助，但同时作为直接向股东负责的机构，它在内部审计这一

层面更是实现了对管理层的制衡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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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上市公司 2006年年报及 2007年第一季度财务

报告披露的结束，2007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对上

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据新闻报道，截至

2007年 4月 30日，上市公司披露的 2006年年报情况为：沪

深两市共有1 453家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3 604.51亿元，

同比增长 45.81%，实现加权每股收益 0.24 元、同比增长

25.6%；上市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披露显示：具有可比数据

的 1 364家公司中，加权每股收益从去年同期的 0.055元上升

到 0.098元，同比增加 78.1%，一季度较去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42%。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如此大幅度增长的上市公司业绩

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公允价值的运用，不同资产差异巨大

新会计准则的最大亮点是，在坚持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

前提下，明确地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之一，并不同程

度地运用于 17个具体会计准则中，比如在企业合并、投资性

房地产、生物资产、股份支付、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中

均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方法。这意味着我国传统意义上单一

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被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等多重计量属性

并存的计量模式所取代。因而企业会计核算结果将更为真实

地反映公司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成果。但是由于会计核算基

础发生了重大变革，也给公司带来准则执行之初的资产及权

益状况的全面刷新。以 2006年年报为例，由于会计政策变更

需追溯调整 2007年期初的留存收益，导致上市公司 2006年

年末股东权益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持有大量金融资产的

上市公司更为突出。如南京高科的年报，按旧会计准则披露的

股东权益为 14.1亿元，而按新会计准则披露的股东权益却为

24.8亿元，仅仅因为会计政策的变化就增加了 10.7亿元的股

东权益，涨幅高达 76%，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司持有的中信

—从上市公司利润暴涨谈起

王彦卓

（吉林工商学院 长春 130062）

【摘要】本文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指出了新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上市公司 公允价值 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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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2 754万股、栖霞建设 5 842万股等，新旧会计准则核算

结果之间差异巨大。精达股份也是如此，按原会计准则核的股

东权益是 3.8亿元，而按新会计准则核算的股东权益是 5.8亿

元。这些公司股东权益巨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资产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据《上海证券报》4 月 23日统计的 1 139家

上市公司中，共 246家公司股东权益调节表下“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项目发生了调整，其中 241家正向调整，5家公司负向调

整，合计变动数值为 539.17亿元。

在投资性房地产方面，由于公允价值适用条件非常严格，

大部分上市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并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模式。截至 4月 23日已披露年报的 1 139家上市公司中，在

股东权益调节表中对“拟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项目进行调整的上市公司仅有 10家，合计调增金额 40.31

亿元。这一调整金额对于这 1 000多家上市公司总计 3万多

亿的股东权益来说，显然微不足道，在这十家公司中，调整金

额最大的是中国银行，其将 33.18亿资产列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显然，大部分拥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采用谨慎的

态度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其中相当一部分继续采用成本

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究其原因，其一，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

性房地产的条件非常严格，即公司应从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

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

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也就是说不

允许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而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应用指南对“同

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定义，要找到每一处房地产的活跃市场，

是相当困难的。其二，绝大多数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计量选择

成本法，更多的是看中成本法对利润的调节作用。因为，在成

本法下，当房地产出售时，售价减去成本产生的利润能够一次

性全部进入当期收益；在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时，由于每个报告

期末，都要根据当时的公允价值确认损益，到出售时，实际已

将收益分摊于各个报告期。因此，未来期望通过出售房地产资

产实现利润大幅增长或扭亏的企业当然会继续使用成本法计

价。其三，在成本法下，投资性房地产每期需要计提折旧，使其

账面成本不断减小的同时也减少了企业当期利润，也随之减

少了企业的税收，而出售时则相当于将以往已计提的折旧全

部转化为出售期的利润，变相实现了利润在不同期间的调节。

所以，在目前行业景气度较高时，企业更愿意采用成本法。

按新会计准则的规定，股票投资等金融类资产按公允价

值计价的结果是，无论是已实现的投资收益（交易证券已出

售部分），还是未实现的投资收益（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个

别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除外），都会影响当期会计利润。当股市

火爆时，容易助长上市公司“交叉持股”，自家的股票不能炒，

投资别的上市公司同样能增加利润总额。如云内动力，因公司

持有股票市值上涨及以前年度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部分

冲回，2006年投资收益占到净利润的三成以上。渝三峡 2006

年每股收益 0.04元，同比增长 300豫；对公司业绩提升贡献最

大的是三项投资收益项目，公司 2006年投资收益总共达到了

819万元，较上年翻了一番还多。靠投资收益使利润大幅上涨

的公司还有深圳华强、南京高科、岁宝热电等。

二、并购重组，企业最后的救命稻草

对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新准则规定债务重组收益计入

当期损益，而不再是计入资本公积。因此，一些债务沉重的公司，

一旦获得债务豁免，其收益将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表中。S鄢ST

长控 2006年扭亏为盈，就是得益于公司债务重组，新会计准

则为 S鄢ST长控赢利 2.71亿元，因为 S鄢ST长控的债务重组

已经于 2006年完成，2007年 1月 1日起，相关债权人已经豁

免了公司相关债务。而按照新会计准则，2.71亿元的债务重组

收益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刚改名为园城股份不久的鄢ST烟

发，历经大小不下四次重组，公司在 2006年终于顺理成章地

扭亏为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亿元，同比增长 72.72豫；净

利润 2 605万元，同比大增 111.61豫。这家“老大难”公司便如

此起死回生了。因此，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很可能会在公司出

现亏损或面临 ST的情况下，出于维持公司业绩或保住“壳资

源”的考虑，通过债务重组为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比如苏

宁环球，2005年，ST环球将原吉林纸业的全部资产抵偿了全

部债务，成为“净壳”后，控股股东苏宁环球集团将旗下的优质

资产天华百润和华浦高科各 95豫的股权置入公司，盈利能力

大大加强。年报显示，随着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逐步竣工交

付，2006年净利润同比大增 364豫。S鄢ST数码也是靠重组方

注入资金解困的典型。去年年底，S鄢ST数码控股股东深圳友

缘与重组方盐湖集团签署重组协议，盐湖集团投入重组资金

2.7亿元解决公司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冲回计提的预

计负债和减值准备等，从而实现盈利。

三、股改置换资产，业绩提升非比寻常

《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也会产

生与债务重组相同的效果，大股东可以通过以优质资产换劣

质资产的方式，来不断向上市公司输送利益。虽然这些非经常

性损益不会直接改变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但优质资产

的注入的确会提高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甚至还有可能令上

市公司的成长出现拐点。新准则的颁布提高了大股东向上市

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的热情。从报表情况看，通过股权激励、定

向增发或者股改置入资产的上市公司业绩普遍得到提升，ST

公司借股改东风大面积翻身，2006年业绩扭亏的个股近 160

家，为近年所罕见。比如鄢ST金岭盈利 7 000万元，就是因为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于 2006年 7月底完成，从 8月份开始，公

司注入了高效优质的铁矿采选资产，大大提高了公司盈利能

力；科龙电器 2006年年报显示，科龙电器 2006年实现净利润

为 2 400万元，而 2005年为 37亿元亏损，被业界称为 2006

年中国企业难度最大的扭亏为盈，这是因为控股股东海信向

科龙输送了血液———企业启动资金（海信后来事实上投入的

启动资金为 3援01亿元）；贵研铂业由于股改时置入了元江镍

业，公司的盈利能力得到提升，令其业绩同比增长了 631豫；

ST江纸更是在置入房地产资产后，业绩大幅增长了 1 242豫；

可见，资产注入是 2006年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提升的良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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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有股权激励、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业绩也出现了大幅上

扬，第一季度业绩增长超过 300%的上海汽车，表示其业绩增

长的原因是 2006年 11月上海汽车完成定向增发并收购了控

股股东核心资产，有股权激励的金发科技和有定向增发的新

华医疗、锌业股份的业绩分别同比增长了 87.69%、38.13%和

3 703.14%。

上述事实表明，新准则关于债务重组损益及非货币性资

产置换损益均计入当期损益，容易导致企业非经常性损益增

加。根据权威媒体的数据统计，从已经公布 2006 年年报并具

有可比数据的上市公司来看：2006年非经常损益占净利润的

比例从 2005年度的 4.5%提高到 2006年的 10.4%。2006年，

这些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额正负相抵后达到了 34.8亿元，较

2005年的 5.49亿元增长了 534.5%，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净

利润的增长速度，非经常性损益呈进一步膨胀之势。同往年

一样，非经常损益不仅能帮助那些濒临亏损的绩差公司摆脱

困境，还能为绩优公司锦上添花。而有些 ST 公司就是通过非

经常损益来扭亏为盈的，例如：S鄢ST 仁和去年实现净利润

1.30 亿元，但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就产生了亏损 6 900

万元；鄢ST 兴发从表面上看是盈利 650 万元，但扣除非经常

损益后，竟然转变为亏损 3亿元。

四、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问题仍无法避免

在新会计准则下，对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

准备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三项的计提转回是被明确禁止的；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两项中的股权性投资

并采用成本法计价的计提转回也是不允许的。一般情况下，

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成为更多公司用来操

纵利润的重点，以 2005年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期末

余额为例，坏账准备为 943.56亿元，占比 49.42%；存货跌价准

备为 185.56亿元，占比 9.72%。两者合计占计提减值准备总额

近六成。据WIND 资讯统计，2006 年上市公司可转回的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分别约为 23亿元和 62亿

元，约占资产减值准备总额的 10.69豫，这表明仅就三项计提

的减值准备被禁止转回还是不能避免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人为调节各期利润。2006年年报中，集中清理欠款

和冲回减值准备仍是多家公司年终增加利润的首选方式，如

ST丰华清理原大股东汉骐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欠款，转回坏账

准备 6 441万元；ST嘉瑞也因实际控制人偿还了全部资金占

用共计 5.26亿元，冲回计提的坏账准备而实现盈利。另外，由

于 2006年火爆的股市，上市公司将此前投资券商所计提的减

值准备转回已成为一道风景。如华茂股份转回了对国泰君安

和宏源证券的长期投资减值准备，金额合计将近 4 000万元；

黄山旅游则转回了对华安证券 2 100余万元的长期投资减值

准备。

五、依靠政府补助，实现扭亏为盈

对于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的核算，新准则采用了收益法

中的总额法。总额法就是在确认政府补助时，将其全额确认

为收入，而不是作为相关资产账面金额或费用的扣减项，按总

额法，企业取得的政府补助，或一次计入当期损益，或分期计

入各期损益，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记入“营业外收入”。绩差公

司通过财政补贴将年报打扮漂亮些，也是较常见的手法。去年

年底，虽然还在执行原会计准则（政府补助在某些情况下计入

资本公积），但一些企业还是依靠政府补助实现了盈利。如鄢ST

兴发、S鄢ST巨车分别获得财政补贴 3亿元、5 100万元，公司

年报得以改写；在去年 12月 18日，在债务重组达成和解的基

础上，S鄢ST长控仅收到宜宾市财政局给予的一次性财政补贴

就达 1 866.73万元，2007年第一季度公司又大幅盈利，实现

净利润 2.84亿元左右。按新会计准则，政府补助会直接增加

利润总额，因此一些绩差公司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去争得政

府补助。

六、固定资产折旧年终复核与开发费用资本化使平滑利

润有机可乘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要求企业对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方法及预计净残值至少每年复核一次，当使用寿

命预计数及预计净残值与原先估计有差异时，就应当调整固

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与净残值。虽然新准则仍然要求企业只有

在固定资产包含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时，才

能调整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但是，由于固定资产的金额都比较

大，企业只需通过对折旧年限的调整，就可以对业绩进行一定

程度的操控。

《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的突出变化是，开

发费用应予以资本化。由于国内公司的研发活动多半集中于

材料、装置和产品的开发，即属于开发阶段的支出，按照新准

则规定应予以资本化，因此新准则实施后将提升该类公司盈

利能力，鼓励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在实践中，研究和开发费用

之间存在模糊地带，很有可能成为公司平滑业绩的工具。曾有

人以中兴通讯为例作过说明，预计该公司 2005年度研发费用

为 20亿元左右，假设其中 70%为开发阶段支出，而且未来两

年研发投入保持不变，若预计摊销期限为 3年，则 2007年度

较之 2006 年度将可以少摊销 9.3亿元，每股收益增加近 1

元；若以 5年摊销计算，那么 2007年度将少摊销 11.2亿元，

每股收益增加 1.18元。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断，在实践中

仍不排除通过研究费用和开发费用之间的模糊地带平滑业绩

的可能性。

新会计准则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且给予了

公司更大的自主权来根据对公司经济预期的改变调整会计政

策。 尽管其本意是为了规范，但也可能为新的不规范提供了

机会和手段。我们不能单凭新会计规则来彻底制止公司造假

行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程度取决于商业文明的程度、公司治

理的成熟状况、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以及法制环境，

即会计准则实施的支持系统。因此，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遏制

会计造假，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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