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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的发布实施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

趋同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利用定量测定法对新会计准

则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必将对我国会计国际趋同产生积极

影响。

对会计国际趋同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过程论，

即会计国际趋同是一个缩小各国会计标准差异、增强可比性

的过程；二是结果论，即会计国际趋同的结果是各国会计标准

可比性的增强。但是趋同不等于相同，趋同需要一个过程，趋

同也是一种互动，它包括若干协调状态的集合。

会计国际趋同可以划分为形式上的趋同和实质性趋同。

形式上的趋同指的是会计准则的趋同。由于会计准则的国际

趋同将限制企业的会计选择，从而有助于提高各国财务报告

的可比性，为企业的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的编报提供高质量

的会计准则。但是，由于管理层盈余管理以及其他机会主义行

为的存在，财务报告的可比性会大打折扣。实质性趋同的过程

也就是企业遵循会计准则的过程，它更关心会计准则的实施

情况、企业的会计实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效果。实质性趋同

是会计国际趋同的根本目的所在，这里所讲的会计国际趋同

度的测量主要指的是实质性趋同度的测量，盈余管理测定法

为实质性趋同度的测量提供了现实方法。

一、盈余管理测定法的基本思路

所谓盈余管理测定法，是指借用盈余管理鉴别方法的估

计方法。它不仅能发现盈余管理行为，而且也是进一步判定实

质性计量会计盈余可靠性的方法。

根据决策有用观，出于契约目的和决策制定，财务报告使

用者比较关注盈余质量特别是财务报告质量。不仅管理活动

会影响盈余质量，而且其他诸如公认会计准则、信息监管条例

也会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盈余质量。因此，准则制定者和相关信

息使用者也通常把盈余质量（财务报告质量）看成是衡量财务

报告准则的间接指标。

对于盈余质量相关性的计量主要采用报酬模型和价格模

型，通过分析会计盈余与股价的关系来比较会计信息的相关

性；而对盈余质量可比性的计量则主要采用指数法，通过计量

相同会计环境下不同企业对某一事项的处理采取相同会计方

法的比例来测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盈余管理活动无疑是影

响企业盈余质量可靠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盈余管理是企业

管理当局为了达到私人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干预”甚至“操

纵”会计报告的行为。盈余管理是一种企业内部管理行为，是

一种管理过程，但是这种管理行为产生的行为结果将影响到

盈余质量，即影响到所披露的盈余数据的决策有用性。因此，

对于盈余质量可靠性的计量通常采用盈余管理测定法。

利用盈余管理测定法测定会计国际趋同程度的主要思路

是，从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效果与过程这两个方面来检验国际

趋同度。从国际趋同效果来看，通过横向比较两种会计准则体

系下会计盈余质量的差异，考察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否

有利于提高会计盈余质量，进而判断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程度；

从国际趋同过程来看，通过纵向比较不同会计准则体系下盈

余质量差异的变化，考察国际趋同改革是否有利于提高会计

盈余质量。

二、盈余管理测定法在会计国际趋同度测定中的应用

盈余管理测定法借用盈余管理的识别方法或可操纵应计

利润的估计方法，通过比较财务报告盈余与真实盈余之间的

差异来度量盈余质量。因而，盈余管理测定法的具体操作也必

然随着盈余管理识别方法的发展而发展。

国外会计研究一般认为，盈余管理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应

计利润管理和对实际活动的操纵，比如通过价格折扣增加销

售、降低研发费用等进行盈余管理。在我国目前特殊的环境和

条件下，账面利润仍然是判断公司业绩的主要指标，一些上市

公司在营业利润增长困难的情况下，往往通过非经常性损益

的增加和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降低等盈余管理手段

操纵利润，从而达到账面利润增长的目的。由于非经常性损益

主要体现在线下项目，费用的冲减主要体现在线上项目，因此

关于会计盈余可靠性的计量可以从线下项目、线上项目两个

方面分别进行。

可见，盈余管理测定法运用的关键是估计非可操纵应计

利润（NDA），即通过应计利润分离法，用回归模型将利润分

离为非可操纵应计利润和可操纵应计利润，并用可操纵应计

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

盈余管理视角下的会计国际趋同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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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盈余管理测定法可用来测定一国实质上所达到的会计国际趋同度。本文主要讨论了盈余管理测定法在会计国

际趋同度测定中的应用，并探讨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情况下盈余管理测定法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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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应计利润的计量模型主要有简单模型（即将总应计

利润作为非可操纵应计利润的估计值）和复杂模型（即通过回

归方法将应计利润分离为非可操纵应计利润和可操纵应计利

润）。常用的计量模型有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业模

型、截面Jones模型、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五种。

1. Jones模型。Jones模型估计非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公式如

下：

NDAt=琢1（1/At-1）+琢2（驻REVt/At-1）+琢3（PPEt/At-1）

式中：NDAt是经过第t-1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第t期的

非可操纵应计利润；驻REVt是第t期收入和第t-1期收入的差

额；PPEt是第t期期末总的厂场、设备等固定资产价值；At-1是

第t-1期期末总资产；琢1、琢2、琢3是不同行业、不同年份的特征

参数（下同）。

2. 修正的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中，非可操纵应计

利润采用事件期（即假设的盈余管理发生期）数据进行估计。

具体模型如下：

NDAt=琢1（1/At -1）+琢2［（驻REVt-驻RECt）/At -1］+琢3

（PPEt/At-1）

式中：驻RECt是第t期的净应收款项和第t-1期的净应收

款项的差额。修正的Jones模型对原始的Jones模型的调整仅仅

是模型中收入变量经过了事件期（即假设的盈余管理发生期）

应收款项变量的调整。

3. 行业模型。行业模型假设非操纵应计利润的决定因素

的变化在同行业公司之间是相同的，而不是设计模型来直接

估量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决定因素。行业模型中的非可操纵应

计利润模型如下：

NDAt=茁1+茁2median躁（TAt/At-1）

式中：NDAt的估计方法和修正的Jones模型一样，但是使

用的是总应计利润，因为NDAt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变

量；medianj（TAt/At-1）是同行业所有非样本公司经过第t-1期

总资产调整的第t期应计利润的中值；公司特征参数茁1、茁2用

估计期观测值通过OLS估计获得。

4. 截面Jones模型。截面Jones模型估计非可操纵应计利润

的公式如下：

NDAt=琢1（1/At-1）+琢2（驻REVt/At-1）+琢3（PPEt/At-1）

5. 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中，非

可操纵应计利润用事件期（即假设的盈余管理发生期）数据估

计，具体如下：

NDAt=琢1（1/At -1）+琢2［（驻REVt-驻RECt）/At -1］+琢3

（PPEt/At-1）

式中，琢1、琢2、琢3的估计值根据以下模型并运用经过行业

分组的不同年份数据进行回归取得：

TAt/At-1=葬1（1/At-1）+葬2（驻REVt/At-1）+葬3（PPEt/At-1）

+着t

式中：葬1、葬2、葬3是琢1、琢2、琢3的OLS估计值；TAt是第t期的

总应计利润；着t为剩余项，代表各公司总应计利润中的可操纵

应计利润部分。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目前实证研究中对于非可操纵应计

利润的估计多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通过对着t的估计来

衡量盈余质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不同会计准则下的样本数

据进行T检验和Wilcoxon检验、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等

方法，对盈余质量进行差异性分析，从而得出不同会计准则下

盈余质量的比较研究结果。

但是，随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的发展，盈余管理测定

法也必须不断发展，以从实质上对不同准则下的盈余质量进

行比较，从而更准确地判断会计国际趋同程度。McVay（2006）

证明了盈余管理的第三种潜在手段的存在，即归类变更，也就

是上市公司蓄意将某些核心盈余项目计入非经常性项目，这

涉及到线上项目与线下项目之间的盈余调整，并不影响净损

益。显而易见，随着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出现，盈余管理测定

法在会计国际趋同度测定中的应用也应有所拓展，可以考虑

通过对前后年度核心盈余及其变化等相关变量的分析对线

上、线下项目进行考察，而不是简单地以线上、线下项目直接

作为可操纵应计利润（或盈余质量）的度量。

因此，作为盈余管理测定法的拓展，可在对非可操纵应计

利润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预期核心盈余的水平和变化。

对于核心盈余的估计可采用下面的模型：

CEt=茁0+茁1CEt-1+茁2ATOt+茁3ACCRUALSt-1+茁4ACC-

RUALSt+茁5吟SALESt+茁6NEG_吟SALESt+着t

吟CEt=准0+准1CEt-1+准2吟CEt-1+准3ATOt+准4ACCRU-

ALSt-1+准5ACCRUALSt+准6吟SALESt+准7NEG_吟SALESt+着t

其中：CEt是核心盈余（非经常性项目前盈余）；吟CEt是核

心盈余的年度变化额；ATOt是资产周转率；ACCRUALS是经

营性应计利润；吟SALESt是第t年销售收入变化百分比；NEG_

吟SALESt是当吟SALESt小于0时等于吟SALESt反之等于0的

变量。

随着理论界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存在性的证实，在衡量

非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非经常性项目前的核

心盈余，将有助于更真实地比较不同会计准则体系下盈余质

量的差异，从而使得盈余管理测定法能够更有效地用于会计

国际趋同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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