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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盈利的影响

【摘要】本文以深市 1 21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其 2008~ 2010年连续三年的财务数据，从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

司净利润的总体影响，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扭亏为盈，T族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

构成情况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经常性损益仍是近年来深市上市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但微利公司和 T族公司利

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利润调节现象较为明显。同时本文的分析结果证明中国证监会多次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管制取

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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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非经常性损益的

内涵和组成项目也在不断延伸和扩展，非经常性损益已经成

为上市公司净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非经常性损益是相对经常性损益而言的，

经常性损益是指企业日常核心业务带来的收益，具有持续性

和稳定性。而非经常性损益通常具有一次性、偶发性的特点，

有很强的短期可操控性。因此，非经常性损益极有可能成为企

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一直以来备受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层和上市公司的关注。自 1999 ~ 2008年的

10年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给出

过 5次关于非经常性损益的规范和修订，证监会对同一项目

进行了如此反复多次的不断要求与修订在中国证券市场尚不

多见，足见我国监管层对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的

重视及规范该项目披露的期望。

一、研究背景

根据Ramakrishnan和 Thomas（1991）提出的持续性观念，

企业净收益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会计信息使

用者通过对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的判断，评价企业管理

者的经营业绩、持续盈利能力以及收益质量。通常认为企业的

非经常性损益具有短期持续性或零持续性，如果企业利用非

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不仅使投资者无法预测企业未来的发

展前景，也会增加证券市场股价的泡沫成分，使股票价格不

能合理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和未来持续发展能力，

在损害相关者利益的同时，股票市场的再融资功能也会遭到

破坏。

为了不断增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提高上

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早在 1999年，证监会在《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和

格式）》中，首次要求上市公司在公司年报“会计数据和业务

数据摘要”中披露“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且同

时披露所扣除的项目与涉及的金额，同时规定“非经常性损益

是指公司正常经营损益之外的一次性或偶发性损益”。2001

年和 2004年证监会两次对非经常性损益进行规范，主要针对

其概念和包含的具体项目进行了明确。2007年，鉴于财政部

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范围内实施，证监会

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及包含的具体项目再次做出了相应

的修订，修订后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主营业务

和其他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主营业务和其他经营

业务相关，但由于该交易或事项的性质、金额和发生频率，影

响了正常反映公司经营、盈利能力的各项交易、事项产生的损

益”。2008年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对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为：“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

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

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

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并新增了 6个项目计入非经常性

损益。

尽管对于非经常性损益的披露和规范已经引起我国监管

层和上市公司的重视，但目前国内以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

司财务业绩的影响程度及被用于操纵调节利润的程度进行系

统研究的并不多。曾有学者周勤业、周长青（2005）和许文静

（2009）从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进行分析

研究，但都是采用沪市上市公司某一年度的截面数据。孟焰、

王伟（2009）对我国非经常性损益信息披露管制效果进行研究，

采用的是 1999 ~ 2005年连续 7年 378家上市公司数据。本文

以 1 212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市”）上市公司为

研究样本，探讨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盈利能力尤其

是净利润的影响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不仅弥补国内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大样本系统研究的空白，而且选取 2008年

以后连续三年的上市公司数据，检验证监会多次对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进行管制规范是否取得期望的效果，借此为监管层

和投资者等相关利益群体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深市上市公司 2008 ~ 201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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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

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其主要的动机包

括：淤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扭亏为盈，或避免亏损，特别是微

利公司和 T族公司。于 在亏损无法避免时利用非经常性损益

一亏到底，为以后年度的业绩埋下伏笔。盂T族公司利用非

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获得“摘星”。所以，非经常性损益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

1. 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净利润影响程度分析。首

先，从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整体净利润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文以深市截至 2008年上市的 1 212家公司为样本，收集了

样本公司 2008年、2009年和 2010年连续三年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等相关财务数据

进行分析，如表 1。

从表 1可见，2008年~ 2010年三年深市 1 212家上市公司

净利润总额中，经常性损益仍是上市公司获利的主要来源。非

经常性损益总额占净利润总额比例连续三年分别为 12.36%、

15.44%和 14.12%，表明深市上市公司全部的净利润中，非经

常性损益占有一席之地，说明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业绩

整体上有一定的影响。从绝对量看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呈现逐

年递增的趋势，2009年表现较为明显。

其次，为深入剖析 2008年 ~ 2010年上市公司非经常性

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了以往相关研究中

的“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这一指标（即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

润的比例）。根据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的大小，将上市公司划

分为七个区间，考察影响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中列示了 2008 ~ 2010年三个年度深市上市公司非

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分布情况，超过七成以上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略有影响，处于合理范围。非经常性损

益贡献率高于 100%或低于-100%的认为是非经常性损益对

净利润有决定性影响，极可能存在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

润的情况，该比率这三年分别为 8.34%、8.01%和 6.52%，呈逐

年递减趋势，可见上市公司整体上执行我国证监会信息披露

规范情况在好转。但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存在重大影响和

决定性影响的比例之和略有增加，说明存在一定数量的上市

公司利用了非经常性损益对利润进行调节。

2. 微利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扭亏的情况分析。为便于

分析与说明，把基本每股收益在 0 耀 0.1元之间的上市公司称

为微利公司，把公司名称前冠有 ST、鄢ST标注的所有上市公

司称为 T族公司，通常认为它们存在较强的利用非经常性损

益扭亏为盈的动机，故本文将微利公司和 T族公司作为单独

的子样本进行分析。文中扭亏为盈是指上市公司净利润为正

数，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况。在查阅所

有深市 1 212家上市公司 2008耀 2010年连续三年的年报基础

上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根据表 3，把深市上市公司近三年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扭

亏为盈的公司数占各子样本总数的比例情况绘制成 2008 耀

2010年度的比较图 1。

结合表 3和图 1分析可见，2008 耀 2010年深市总体样本

中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扭亏为盈的情况基本稳定，比例均低于

7%，且 2010年度总体样本中扭亏为盈的比例比前两年有所

下降，进一步说明 2010年度深市上市公司操控非经常性损益

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这三年中微利公司及 T族公司利用

非经常性损益扭亏为盈的比例都远高于总体样本情况，尤其

是 T族公司，三年均高于 60%，2008年 T族公司中利用非经

项 目 名 称

净利润总额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总额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占净
利润总额比例

2010年

24 428 348

21 408 125

3 020 223

12.36%

2009年

17 795 527

15 057 432

2 738 095

15.44%

2008年

12 338 869

10 615 553

1 723 316

14.12%

总金额渊万元冤

表 1 深市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总体情况

100%以上

50%耀 100%

20% 耀50%

20%耀-20%

-20% 耀-50%

-50%耀-100%

-100%以下

决定性影响

重大影响

较大影响

略有影响

较大影响

重大影响

决定性影响

合计

公司
家数

74

72

119

927

12

3

5

1 212

比例

6.11%

5.94%

9.82%

76.49%

0.99%

0.25%

0.41%

100.00%

公司
家数

86

79

121

895

12

8

11

1 212

比例

7.10%

6.52%

9.98%

73.84%

0.99%

0.66%

0.91%

100.00%

公司
家数

83

69

121

883

29

9

18

1 212

比例

6.85%

5.69%

9.98%

72.85%

2.39%

0.74%

1.49%

100.00%

2010年度
非经常性损益
贡献率

影响程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表 2 深市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贡献率

年 度

总体样本

微利公司

T族公司

2010年

1 212

156

47

2009年

1 212

164

38

2008年

1 212

170

30

2010年

73

61

30

2009年

83

61

26

2008年

79

55

21

利用非经常性损益
扭亏为盈公司数

公司数

表 3 深市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扭亏为盈情况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08年

微利公司 T族盈利公司

6.52% 6.85% 6.02%

32.35%

37.20% 39.10%

70.00% 68.42%
63.83%

总体样本

2009年 2010年

图 1 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扭亏为盈情况年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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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扭亏为盈的家数甚至达到 70%。这证实了微利公司

和T族公司仍然是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来避免亏损或扭亏为盈

的主体，其公司经营业绩的优劣和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

节利润的程度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为分析不同盈利状况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利润的影

响程度，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作为衡量公司盈利

能力的指标，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金额划分为 5

个区间作为横坐标，以各区间所有公司整体非经常性损益贡献

率的绝对值作为纵坐标，做图 2。由图 2可知，非经常性损益

对净利润的贡献率与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具有较大的相关

性。对基本每股收益介于 0 耀0.1元的微利公司来说，非经常

性损益的贡献率三年均为最高，且远远高于在其他区间的分

布，证实了微利公司具有较强的利用非经常损益扭亏为盈的

动机。

3. T族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的情况分析。由

于 T族公司属于一类特殊的上市公司群体，所以对 T族公

司再进行一些专门的分析。本文将 T族公司分为盈利组和亏

损组，并将总体样本作为比较组。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4。

从表 4看出，在 T族公司中，连续三年非经常性损益平

均额盈利组都是总体样本组的 2倍以上，2010年 4倍，2009

年 2.27倍，2008年甚至达到了 7.22倍。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

三年来均是总体样本的 8 倍以上，2009 年高达 11.78 倍。

2008 耀 2010 年这三年中，T 族盈利组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

平均额对净利润平均额的贡献率分别为 132.41%、181.86%和

107.915%，均高于 100% ，且都远远高于深市总体样本的非经

常性损益贡献率 14.12%、15.44%和 12.36%，说明 T族公司是

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整公司业绩的主力。

另外，按照深市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的大小排

序，我们排列了 2008 耀 2010年三年所有深市上市公司中非

经常性损益贡献率位于前 10位的公司，其中 2008年非经常

性损益贡献率前十的公司中有 5 家 T 族公司，2009 年有 3

家，2010年有 6家。这更加说明了 T族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

益调节利润，以获得“摘星”的动机强烈。

4. 构成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中国证监会先后共 5

次修订非经常性损益在上市公司中披露的规范，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由最初 1999年列举的 4项发展到最后一次 2008年修

订后的 23项，可见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以盈利能力为核

心的财务业绩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另外，管制规范在披露内容

上的逐次增多和具体，体现监管层对规范上市公司非经常性

损益披露的期望。

本文查阅了 1 212家深市上市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表，将 2008 耀 2010年连续三年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构成情况

进行统计，显示三年来深市 1 212家上市公司中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占总额比例最大的前三项分别是：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

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出部分）和债务重组损益。这三项之

和均占各年非经常性损益全部的半数以上，2008年为 91.52%，

2009年为 58.96%（虽比 2008年有大幅下降，但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处置时的投资收益一项同时又有

大幅上升），2010年为 76.16%。

三、结论

通过对 2008 耀 2010年三年深市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

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的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淤对于

2008 耀 2010年三年深市上市公司整体来说，通过主营业务获

取收益是上市公司财务业绩的主要来源（均占 84.56%以上），

说明非经常性损益的存在并不会使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质

量下降。但分别从这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总量金额上看呈明显

增加趋势，应该引起相关利益群体的重视。于从非经常性损

益对净利润影响程度的分布看，三年相比较，非经常性损益贡

献率在 50%以上的公司数量呈逐步下降趋势，说明监管层不

断对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披露进行规范取得一定的效果。

盂微利公司和 T族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动机较

强，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能够决定公司财务业绩的优劣。榆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中占比例最大的前三项分别是：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和债务重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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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与基本每股收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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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年 度

盈利组

亏损组

总体样本

盈利组/
总体样本

2010

9 953

-685

2 491

4.00

2009

5 150

-340

2 266

2.27

2008

10 381

-902

1 437

7.22

2010

9 224

-11 443

20 155

45.76%

2009

2 832

-23 706

14 683

19.29%

2008

7 840

-11 809

10 181

77.01%

2010

107.91

5.99

12.36

873

2009

181.86

1.43

15.44

1 178

2008

132.41

7.64

14.12

938

非经常性损益
平均额渊万元冤

净利润平均额
渊万元冤

非经常性损益
贡献率渊%冤

表 4 深市 T族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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