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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已执行新会计政策的当年各项所有者权益变动数进行分

析填列。所以，2012年的“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各项目不需要
任何调整，到期末时直接根据账面记录数进行分析填列。

根据表 1和表 3可计算出调整后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对比表 1和表 4可以看出，“上年年末余额”项目没做任
何变动，都是按原政策执行的结果。通过调整后的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年和上年的

原有所有者权益余额带来的影响，又可以保证“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各项目在本年和上年所有者权益变动因素中的可比性。

四、结论

会计政策变更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调整，具体包括：

淤对原会计政策下余额的调整，是通过分段计算累积影响数
分别对报告期和比较期的“上年年末余额”进行一次到位的调

整，直接将原有余额调整为新政策下的应有余额。这里的分段

计算累积影响数是指分为比较期和比较期以前这两个时段的

累积影响数。于对比较年度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调整，是通
过单独计算比较年度影响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以及提取盈余

公积数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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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原因的相互关系研究

叶 莲 程腊梅渊教授冤
渊长春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长春 130012冤

【摘要】本文对2009 ~ 2011年度上市公司收到的审计意见进行了分类整理，并仔细阅读了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
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具体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发现每种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成因大都不

是唯一的。文章通过联列表分析的方法找出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报表使用者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为其全面、正确

地理解非标准审计报告、减少投资风险提供参考。

【关键词】上市公司 非标准审计意见 审计准则

一、前言

审计意见是注册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

要求，对财务报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得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后，对于鉴证对象是否符合鉴证标准而发表的意见。对

于财务报表审计而言，则是对财务报表是否已按照适用的会

计准则编制，及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被

审计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表意见。

目前，审计意见分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

意见两大类。非标准审计意见可再分类为无保留意见加事项

段、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四类。现有的研究常

常将审计意见二分类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和非标准无保留意

见，而忽略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不同类型，忽略了这些不同分

类的意见的不同性质和严重性 。在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研

究中，也只对审计报告中出现的原因进行汇总，而很少分析各

种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选取2009 ~ 2011年沪深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

噎噎

一尧上年年末余额
加院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尧本年年初余额
三尧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渊一冤净利润
渊二冤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渊四冤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的分配
四尧本年年末余额

盈余
公积

872
49.5

921.5

未分配
利润

1 708
445.5

2153.5

合计

5 320
495

5 815

盈余
公积

800
25.5

825.5

96

921.5

未分配
利润

1 460
229.5

1 689.5

960

-96
-400
2 153.5

合计

5 000
255

5 255

960

0
-400
5 815

项 目

表 4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整后简表）

编制单位院甲公司 2012年度 单位院万元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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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读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形

成的具体原因进行分类分析，整理出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形成

原因，并试图找出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利用研究结

论从报表使用者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使其能全面、正确地理

解非标准审计报告及出具理由，为减少投资风险提供参考。

二、非标准审计意见原因及其相互关系

（一）总体分析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发布的

“2011年审计情况快报”，截至2012年4月30日，共有2 362家上
市公司公布了2011年度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根据对2009
~ 2011年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类型的统计，从表1
可以看出，无论是非标准审计意见总数目还是非标准审计意

见占总数的比例，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非标准审计意见总数

在不断下降，说明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发展，形成了良好的运转

机制，市场上的公司都在努力改进，业绩不好或者存在问题的

公司会被市场所淘汰。对四种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数量逐年上升而“保留意见”和

“无法表示意见”数量逐年下降，说明注册会计师更倾向于出

具“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的审计意见，更加注重用加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对重大事项进行披露，提醒会计报表使用者更

加谨慎地使用报表。

为了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具体原因分析得较为全面，本

文具体从“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

见”和“否定意见”四个方面分析注册会计师出具该意见的相

应原因。本文将其中的352个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手工整理，
仔细研究各个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理由。其中，“无保留意

见加事项段”审计意见的出具主要涉及9种原因，因此标记为
A1 ~ A9；“保留意见”审计意见的出具主要涉及12种原因，标
记为B1 ~ B12；“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意见的出具主要涉及11
种原因，标记为C1 ~ C11。
例如：ST博元（600656）2011年收到“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

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具体内容为：“现

逾期借款和债务不能归还，未弥补亏损金额大，生产经营处于

停止状态。ST博元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了已经或拟
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依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此外，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2006 年8 月31 日，ST博元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日尚未获知

调查处理结果。”通过整理，此意见涉及的具体原因主要为：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A1）；涉嫌违规受到证监会/
法院/海关立案调查（A3）；资不抵债（A8）。因此在进行联列表
分析时，标记为A1A3，A1A8和A3A8。
本文按照此种方法整理了2009 ~ 2011年所有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成因的相互关系。

（二）“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分析

“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审计意见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和“带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两种。注册会计

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审计意见是由于被审计单位存

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存在可能

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事项，又不影响发表的无

保留意见，注册会计师对此予以强调，以提醒会计报表使用者

关注。

2009 ~ 2011年265家公司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
审计意见，主要涉及9种不同原因：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A1）；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权转让未完成（A2）；涉嫌违
规受到证监会/法院/海关立案调查（A3）；涉及仲裁或诉讼
（A4）；涉及担保（A5）；涉及应收账款的收回和税款（A6）；资产
权属、项目进度不确定（A7）；资不抵债（A8）；关联方交易
（A9）。

按照各种原因出现的频次统计后发现，265家公司被出具
“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审计意见共有497种不同原因，其中
A1是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共出现217次，
占比达43.66%；A2出现73次，占14.69%；A3出现30次，占6.04%；
A4出现38次，占7.65%；A5出现27次，占5.43%；A6出现18次，占
3.62%；A7出现11次，占2.21%；A8出现78次，占15.69%；A9出现5
次，占1.01%。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判断，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是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审计意见最

重要的理由。修订后的审计准则规定，除持续经营和重大不确

定事项外, 注册会计师不应在审计报告的意见段后增加强调
事项段或任何解释性段落，以免会计报表使用者产生误解。因

此，在“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审计意见中主要涉及的9种不同
原因都将与持续经营和重大事项有关。

表2是对2009 ~ 2011年265家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加事项
段”审计意见的公司的审计意见成因的联列表分析，笔者试图

对各种原因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从表2可以看
出, 表中对角线上的数据代表该种原因单独作为出具理由出
现的频次，其中出现最多的是A1，共73次；其次是A4和A3，分
别出现12次和10次。而其他更多的审计意见出具理由则是多
种原因的叠加，导致注册会计师对其持续经营能力和重大事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非标准意见小计

合计

2009年
1 655
87
13
0
19
119
1 774

2010年
2 011
86
25
0
7
118
2 129

2011年
2 247
92
19
0
4
115
2 362

小计

5 913
265
57
0
30
352
6 243

2009年
93.29%
4.90%
0.73%
0.00%
1.07%
6.71%
100%

2010年
94.46%
4.04%
1.17%
0.00%
0.33%
5.54%
100%

2011年
95.13%
3.90%
0.80%
0.00%
0.17%
4.87%
100%

数目 比例

非
标
准
意
见

表 1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2009 ~ 2011年审计意见类型统计

资料来源院 根据中注协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快
报整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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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产生怀疑。如A1与A8一起作为出具理由的频次达77次，也
就是说，企业资不抵债的状况很可能会让注册会计师对企业

经营状况产生怀疑，从而判断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A2与A1出现的频次也较高，当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和股权转让是否能成功的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时，注册会计师

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也不会出具标准审计意见。

值得报表使用者注意的是，企业资不抵债的状况也是注

册会计师重点关注的部分，虽然单独作为重大事项而出具

“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较小，但与其他原

因一起作为出具该意见的原因的可能性较大。企业出现资不

抵债的状况，管理层有可能会对报表进行“粉饰”，有可能诱

发其他成因的共同出现。

（三）“保留意见”分析

审计准则规定，如果认为会计报表就其整体而言是公允

的，当存在会计政策的选用、会计估计的作出或会计报表

的披露不符合事实或审计范围受到局部限制，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2009 ~ 2011年57家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公司共有144种
被出具该意见的原因，每份保留意见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

的，最多可达7种原因。公司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主要
涉及12种原因：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B1）；审计
范围受限，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B2）；重大资产重
组和股权转让未完成（B3）；涉嫌违规受到证监会立案调查
（B4）；涉及仲裁或诉讼（B5）；涉及担保（B6）；涉及应收账款的
收回和税款（B7）；资产权属、项目进度不确定（B8）；逾期借
款、资不抵债（B9）；长期股权投资及投资收益无法确定（B10）；
关联方交易（B11）；会计差错（B12）。
按照各种原因出现的频次统计，B1出现20次，占13.89%；

B2出现35次，占24.31%；B3出现8次，占5.56%；B4出现19次，
占13.19%；B5出现14次，占9 .72%；B6出现3次，占2.08%；
B7出现15次，占10.42%；B8出现11次，占7.64%；B9出现7次，

占4.86%；B10出现2次，占1.39%；B11出现6次，占4.17%；B12
出现4次，占2.78%。由此可以看出，B2、B1以及B4是最主要的
原因。

经过表3对各种原因相互关系的联列表分析发现，B1和
B2是最主要的原因。从各种原因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B1和
B2同时出现作为审计意见成因的比例最高，相较“无保留意
见加事项段”审计意见成因来看，此时注册会计师不仅怀疑

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而且更关注其审计范围是否受限

以及审计证据是否充分，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怀疑上市公

司有隐匿或修改审计证据的可能性，由此提醒报表使用者重

点关注该上市公司信息的完整性。而B1和B2与其他各种原因
之间同时作为审计意见成因的可能性也明显高于其他成因，

注册会计师也会更加全面地关注对企业持续经营与审计范

围有影响的相关理由。

（四）“无法表示意见”分析

审计准则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

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

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

2009 ~ 2011年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
见的数量锐减，可以说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得到完善，但也

不排除少数注册会计师迫于压力用“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

审计意见代替“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意见。

通过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意见的成因进行统计分析后

发现，主要涉及11种原因：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C1）；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权转让未完成（C2）；审计范围受限，
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C3）；涉嫌违规受到证监会/法
院/海关立案调查（C4）；涉及仲裁或诉讼（C5）；涉及担保
（C6）；涉及应收账款的收回和税款（C7）；土地使用权未办妥
（C8）；资不抵债（C9）；长期股权投资及投资收益无法确认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列加总

B1
2
13
3
6
3
3
5
2
6
1
1
2
47

B2
13
3
5
8
9
1
1
7
1
2
3
1
54

B3
3
5
1
2
1
0
2
1
1
0
0
1
17

B4
6
8
2
3
5
0
3
4
1
1
3
2
38

B5
3
9
1
5
1
1
7
1
2
1
3
3
37

B6
3
1
0
0
1
0
1
0
3
1
0
0
10

B7
5
1
2
3
7
1
1
1
3
2
5
1
32

B8
2
7
1
4
1
0
1
2
1
1
1
1
22

B9
6
1
1
1
2
3
3
1
0
1
0
0
19

B10
1
2
0
1
1
1
2
1
1
0
0
0
10

B11
1
3
0
3
3
0
5
1
0
0
0
1
17

B12
2
1
1
2
3
0
1
1
0
0
1
1
13

行加总

47
54
17
38
37
10
32
22
19
10
17
13
316

比例

14.87%
17.09%
5.38%
12.03%
11.71%
3.16%
10.13%
6.96%
6.01%
3.16%
5.38%
4.11%
100%

表 3 “保留意见”出具原因统计

资料来源院根据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内容整理渊下同冤。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列加总

A1
73
66
17
22
25
9
5
77
3

297

A2
66
5
7
2
2
5
0
13
3
37

A3
17
7
10
5
4
3
1
9
1
33

A4
22
2
5
12
11
3
1
9
1
38

A5
25
2
4
11
0
2
1
19
0
22

A6
9
5
3
3
2
6
1
5
1
13

A7
5
0
1
1
1
1
5
2
0
7

A8
77
13
9
11
19
5
2
1
0
1

A9
3
3
1
0
0
1
0
0
0
0

行加总

297
37
33
38
22
13
7
1
0

448

比例

66.29%
8.26%
7.37%
8.48%
4.91%
2.90%
1.56%
0.22%
0.00%
100%

表 2 “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出具原因关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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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关联方交易（C11）。
按照各种原因出现的频次统计，C1出现25次，占18.80%；

C2出现16次，占12.03%；C3出现18次，占13.53%；C4出现6次，占
4.51%；C5出现8次，占6.02%；C6出现11次，占8.27%；C7出现14
次，占10.53%；C8出现6次，占4.51%；C9出现25次，占18.80%；
C10出现1次，占0.75%；C11出现2次，占1.50%。
通过对30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公司的审计意见的

成因进行分类统计发现，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

及存在逾期借款、资不抵债是影响公司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意见的两大原因，即那些影响企业持续运转的资金

短缺、资不抵债等才是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的

真正原因，而审计范围受限在影响因素中占比为13.53%。审计
准则规定，不仅要关注审计范围，更要关注可能存在错报将产

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通过统计，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以及存在逾期借款、资不抵债将是注册会计师主要关注

的可能存在未发现的错报部分。

表4描述了30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
审计意见各种成因之间的相互关系。表中对角线代表该种原

因单独作为出具理由出现的频次，从表4中可见，除了C1单独
作为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意见的理由外，其

他十种单一原因都不足以让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相比较而言，表2对角线出现112次，占25%，表3
对角线出现14次，占4.43 %，而表4仅出现2次，占0.22%。由此
可以判断，按照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严厉程

度，越是严厉的审计意见代表该上市公司出现多种理由的可

能性越大，各种原因之间的联系越多。很多原因都不足以让注

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但这些原因都必须提起报表

使用者的关注，有可能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将对上市公司产生

巨大的影响，给报表使用者造成损失。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审计意见的各种

成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C1、C9、C3与其他原因的关联性都

比较大，可以判断为主要原因，其中C9与C1同时出现达39次，
值得重点关注。当上市公司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时，报表使用者就应该关注对审计范围有影响和可能存在

错报将产生重大而广泛影响的重大相关事项。

（五）“否定意见”分析

审计准则规定，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如果认

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

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2009 ~ 2011年没有“否定意见”的非标准意见的出具，之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许并不是上市公司会计报表中没有出

现发表“否定意见”的条件，而是存在着将“否定意见”变更为

“无法表示意见”或“保留意见”的倾向。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重点关注企业财务状况，加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

问题的研究与关注。通过研究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最主要的

出具理由就是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与此有重

大关联的便是企业的财务相关状况。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

展，“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必将得到体现，企业财务状况

恶化、资不抵债、不能持续经营面临停业甚至破产是现在及将

来一些公司不可避免的困境，财务状况恶化、经营成果不佳的

上市公司也是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主要对象。

因此，报表使用者应该重点关注的是企业的财务状况。

第二，特别关注企业涉及的重大事项以及财务报表日后

重大期后事项。通过研究发现，企业涉及的重大事项如重大资

产重组、涉嫌违规、涉及诉讼及担保等都将对企业的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财务报表日后重大期后事项，要充分

关注重大事项的后续发展情况，该事项在未来的发展可能会

对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环境。通过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

联系可以看出，有些可能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可以通过关注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好坏进行判断。如在上市公司非标准审

计意见成因汇总中，审计范围受限，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涉嫌违规受到证监会立案调查，涉及仲裁或诉讼和涉

及担保事项等所占的比重较大，若公司存在较好的内部控制

环境，各部门之间形成很好的互相监督体制，也相应会减少公

司违规的可能性，而对公司涉及的担保等事项，也能提前做好

风险预警，减少这些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已有的研究也表明：

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

的重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谢赞春. 审计非标意见原因及其交叉分析. 科学决策袁
2010曰3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北京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袁2012

3.肖成民袁李茸.内部控制会影响审计意见吗钥.会计与经
济研究袁2012曰2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列加总

表 4 “无法表示意见”出具原因统计

C1
2
28
25
8
11
17
24
9
39
2
2

167

C2
28
0
14
4
5
8
10
6
23
2
1

101

C3
25
14
0
11
13
13
18
4
25
2
3

128

C4
8
4
11
0
2
2
8
1
8
2
3
49

C5
11
5
13
2
0
9
8
2
13
0
0
63

C6
17
8
13
2
9
0
6
4
18
0
2
79

C7
24
10
18
8
8
6
0
4
24
0
2

104

C8
9
6
4
1
2
4
4
0
9
0
1
40

C9
39
23
25
8
13
18
24
9
0
2
2

163

C10
2
2
2
2
0
0
0
0
2
0
0
10

C11
2
1
3
3
0
2
2
1
2
0
0
16

行加总

167
101
128
49
63
79
104
40
163
10
16
920

比例

18.15%
10.98%
13.91%
5.32%
6.85%
8.59%
11.30%
4.35%
17.72%
1.09%
1.74%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