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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应收款项长期挂账问题实证研究

高 雨渊博士冤 孟 焰渊博士生导师冤
渊国网能源研究院 北京 100052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北京 100081冤

【摘要】本文以应收款项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产生的原因及其长期挂账的影响。接着，本文对我

国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坏账计提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特征进行了考察，发现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对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仅按

50%左右计提坏账准备，与公司应收款项可收回的实际情况不符。再次，本文以新准则实施前后两个阶段对三年以上应收款
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上在新会计准则下应收账款明显减少，对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披露更加详细，而且三年以

上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有所提高，但仍在 55%左右，远远低于国际惯例。最后，本文建议对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加强监
管，并对此加大审计师和投资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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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企业收入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许多企业的应

收账款也在不断增大，使企业风险增加。上市公司三一重工在

2012年前三季度的应收账款为 207亿元，占其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 407亿元的一半；同期中联重科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账款合计也高达 20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53%之多，该公司去
年三季度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也有所恶化，只有-4.1亿
元；徐工机械的应收账款也呈大幅增长态势，其应收账款余额

为 90.43亿元，比年初增长 127.83%，2012年 1月至 9月，公
司的经营现金流仅为-5.79亿元，而 2011年的同期其经营现
金流则高达 22.48亿元。2011年下半年以来，市场环境虽然不
好，但许多企业仍不遗余力地在推广产品，使用很多放款、销

货手段，大量账款有无法收回的风险。

长期以来，由于在我国存在大量的“三角债”以及利用关

联交易通过应收款项操纵盈余等情况，应收款项居高不下，并

且在不少企业中常年存在，并很可能被部分上市公司加以利

用，成为调节利润的“蓄水池”和粉饰会计报表的重要工具，造

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资产不实，“潜亏挂账”现象突出。尤

其是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在我国企业中长期挂账，而这在发达

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即使存在也应按

100豫对其计提坏账准备，直接将其潜在损失全部计入当期损
益。基于此，本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应收账款为切入点，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及其坏账准备计提的状况。

二、理论分析

2006 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关

于资产的定义是：“资产指的是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并由企

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应收款项作为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项目，通常被认

为是可以随时变成现金的资产，因而成为资产项目中最具偿

债能力和变现能力的经济资源之一，被归类为速动资产。但应

收款项中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账龄远远超过正常信用期，一

般基本不具备回收可能，即不具备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的能力。从其特征来看，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常常是上市公司较

难收回的部分，也难以直接或间接使其价值得以运用或在市

场中变现，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根据会计中的配比原

则和权责发生制要求被列入到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类项目，严

格地讲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不同于其他正常的资产，

而是应该根据会计谨慎性原则据其账龄按 100%计提坏账准
备。也正因如此，1997年 12月 17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发
布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

（年度财务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内容与格式》），首

次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调整后每股净资产”数据，即在计算每

股净资产时，必须扣除“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待处理财产净

损失”、“待摊费用”及“递延资产”。之后在 1998年、1999年及
2001年又对该扣除项目进行了多次修订。

伴随着 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应用，2007年 12月中国证
监会在该《内容与格式》的修订中删除了原有披露“调整后的

每股净资产”的要求，但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在企业中依然存在。

从本质上讲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已不符合资产的定义，也很可

能被部分上市公司加以利用。它在不少企业中常年存在，造成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资产不实，致使“潜亏挂账”现象突出。

高雨和孟焰（2012）认为，应收账款长期挂账的一个原因
是由于在会计计量中常常需要对未来的经济事项做出假设、

估计和判断，而这些估计和判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会计核

算时通常需要主观估计以确定坏账损失，三年以上应收款项

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就可能不充分，使其确认与计量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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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观判断性，容易被操纵，这就使得有的企业出于盈余管理

的动机对发生的损失可能少提，甚至不提。另一原因是公司治

理问题，我国的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公司

的主营业务同母公司或大股东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有时上

市公司甚至是母公司业务环节的重要一部分，由此，上市公司

与大股东（或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非常频繁。为了规避监

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愈演愈烈，为了隐藏关联交

易，上市公司可能会通过应收账款进行资金运作，

这也是应收账款长期挂账的主要原因。

三、关于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现状的实证分析

1. 样本选取与变量说明。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和预付账款等四项。由于

应收票据一般为短期信用票据，承兑期在 1 年以
内，因此“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一般只包括“三年

以上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预付账款”等三个

项目。

本文选取了国泰安数据库中的财务报表附注

数据库 2003耀2010年 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三年以
上应收款项的相关数据，包括上市公司应收款项的

账龄结构与各笔坏账准备提取等情况，并对数据库

中披露的每笔三年以上应收账款按公司和年度进

行了加总处理，作为“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计算依

据，共得到 7 880个样本量。变量与变量说明见表1。

2. 混合样本情况分析。
首先，本文分析了 2003年至 2010年混合样本三年以上

应收款项的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
出，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 ACC3的均值为 0.202 3，中位数
为 0.051 9，其占应收款项的比例 PACC3均值为 43.28%，中
位数为 19.94%，说明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在应收款项中占重要
比例。

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为，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

坏账准备 BAD的均值为 0.113 3，中位数为 0.022 2，而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 PBAD 的均值为
0.519 0，中位数为 0.500 0，说明绝大多数公司仅对三年
以上应收款项计量了 50%左右的坏账准备。另外需要注
意的是，变量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披露频率 FREQ描述
了上市公司每年披露重要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项目数

量。从表 2看出，上市公司平均每年存在 4笔三年以上
应收账款，而有的上市公司存在高达 13笔的三年以上
应收款项。

而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增量的均值与中位数分

别为 0.016 0和 0.001 6，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增量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 0.013 6和 0.001 2，相比于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及其坏账准备，说明每年从期初到期

末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变化不大，意味着这部分款项并没

有较强的可收回性。

总的来说，上市公司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常常面临着

无法收回的状况，根据会计谨慎性原则应按 100%计提，
然而本文研究却发现大多数上市公司仅按 50%计提。一
方面，这与公司应收款项可收回的实际情况不符；另一

方面，这也与国际惯例并不一致。这也是证监会要求上

市公司在计算每股净资产时将“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从

中扣除的重要原因。

解释说明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袁即三年以上应收款项/总股本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所占应收款项比例袁即三年以上应收
款项/应收款项总和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袁即三年以上应收款
项的坏账准备/总股本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袁即三年以上应收款
项的坏账准备/三年以上应收款项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净额袁即渊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原坏
账准备冤/总股本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增量袁即期末每股三年以上应收
款项原期初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增量袁即每股期末三年
以上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原期初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坏
账准备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占总资产比例袁即三年以上应收
款项/总资产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占净资产比例袁即三年以上应收
款项/净资产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净额占总资产比例袁即三年以上
应收款项净额/总资产
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净额占净资产比例袁即三年以上
应收款项净额/净资产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披露频率袁 即上市公司第t年披露
的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项目数量

变量名称

ACC3

PACC3

BAD

PBAD

NET

CACC3

CBAD

PACC3TA

PACC3EQ

PNETTA

PNETEQ

FREQ

表 1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变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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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混合样本三年以上应收款描述性统计

变量

ACC3
PACC3

BAD
PBAD
NET

CACC3
CBAD

PACC3TA
PACC3EQ
PNETTA
PNETEQ

FREQ

均值

0.202 3
0.432 8
0.113 3
0.519 0
0.089 1
0.016 0
0.013 6
0.127 8
0.063 8
0.019 8
0.015 2
4.037 6

标准差

0.470 4
0.556 3
0.329 7
0.267 9
0.255 2
0.251 2
0.163 3
4.474 5
4.235 3
0.069 3
2.581 9
2.285 1

最小值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9

-0.240 4
-5.155 6
-3.712 4

0.000 0
-261.849 5

-0.154 7
-212.638 8

1.000 0

四分之一

0.011 2
0.059 2
0.004 4
0.332 1
0.003 8

-0.006 5
-0.001 6

0.001 7
0.002 5
0.000 6
0.000 9
2.000 0

中位数

0.051 9
0.199 4
0.022 2
0.500 0
0.019 1
0.001 6
0.001 2
0.008 2
0.015 0
0.003 1
0.005 7
4.000 0

四分之三

0.188 2
0.590 6
0.086 1
0.706 0
0.074 5
0.025 4
0.013 7
0.031 9
0.060 2
0.013 4
0.026 3
4.000 0

最大值

9.178 9
3.933 7
8.728 4
1.000 0
6.502 8
4.411 6
4.231 7

393.185 0
83.439 9
1.826 9

16.683 3
13.000 0

注院各变量的样本量为7 88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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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阶段比较分析。本文以 2007年新会计准则应用为

分界点，将 2003 耀 2010年分为两个阶段：2003 耀 2006年为第
一个阶段，2007 耀 2010年为第二个阶段，再比较三年以上应
收款项的变化。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和表 4，两阶段
的均值与中位数差值显著性检验见表 5和表 6。

从表 3和表 4可以看出，两个阶段的样本量分别为 4 380
和 3 510。在 2003 耀 2006年期间，上市公司每股三年以上应收
款项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 0.235 5和 0.066 8，其占应收款项比
例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 0.458 8和 0.230 1，每股坏账准备均
值与中位数分别为 0.123 5和 0.026 4，其计提比例的均值与中
位数分别为 0.493 8和 0.500 0。而在 2007 耀 2010年期间，上
市公司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 0.161 0
和 0.037 7，其占应收款项比例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 0.400 5
和 0.163 4，每股坏账准备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 0.100 5和
0.017 5，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的均值与中位数

分别为 0.550 3和 0.513 1。可以看出，三年以上应收款项金额
在第二阶段下降，其占应收款项的比例下降，坏账准备下降，

而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上升。

根据表 5的独立样本均值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每股三年
以上应收款项、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占应收款项比例、每股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净额、每股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增量、每股三

年以上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增量在第二阶段的差值为负，并且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三年以上应收账款明显减少。而三
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提高了 0.056 6，并在 1%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第二阶段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

比例明显提高，情况有所好转，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计提比例

仍在 55%左右，远低于国际惯例。而且从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
披露频率 FREQ可以看出，在第二阶段，上市公司平均披露
4.154 7笔三年以上应收款项，而在第一阶段仅为 3.943 5笔，
两者相差 0.211 2笔，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第二阶段
上市公司对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披露更加详细。

表 6是两阶段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相关变量的中位数检
验，与均值检验结论一致。总的来说，在第二阶段，三年以上应

收款项金额有所下降，但其计提比例依然偏低。

表 3 2003 耀 2006年三年以上应收款项描述性统计
变量

ACC3
PACC3
BAD
PBAD
NET
CACC3
CBAD
PACC3TA
PACC3EQ
PNETTA
PNETEQ
FREQ

均值

0.235 5
0.458 8
0.123 5
0.493 8
0.112 0
0.025 4
0.017 3
0.170 2
0.112 3
0.025 6
0.020 9
3.943 5

标准差

0.524 2
0.555 7
0.356 8
0.284 7
0.297 5
0.286 0
0.186 0
5.965 2
4.382 3
0.079 9
3.269 1
2.151 1

最小值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9

-0.013 6
-3.517 3
-3.712 4

0.000 0
-261.849 5

-0.131 5
-212.638 8

1.000 0

四分之一

0.016 5
0.075 7
0.005 9
0.300 0
0.005 8

-0.006 9
-0.001 5

0.002 6
0.004 1
0.001 0
0.001 5
2.000 0

中位数

0.066 8
0.230 1
0.026 4
0.500 0
0.026 8
0.003 2
0.002 0
0.010 9
0.019 9
0.004 6
0.008 5
4.000 0

四分之三

0.222 3
0.641 4
0.094 2
0.687 4
0.099 2
0.035 0
0.017 2
0.039 6
0.078 2
0.018 3
0.035 2
4.000 0

最大值

9.178 9
3.933 7
8.728 4
1.000 0
6.234 8
4.411 6
3.788 0

393.185 0
83.439 9
1.826 9

16.683 3
12.000 0

表 4 2007 耀 2010年三年以上应收款项描述性统计
变量

ACC3
PACC3
BAD
PBAD
NET
CACC3
CBAD
PACC3TA
PACC3EQ
PNETTA
PNETEQ
FREQ

均值

0.161 0
0.400 5
0.100 5
0.550 3
0.060 5
0.004 2
0.008 9
0.075 1
0.003 3
0.012 6
0.008 0
4.154 7

标准差

0.389 5
0.555 5
0.291 8
0.241 8
0.185 9
0.199 0
0.129 4
0.802 9
4.044 7
0.052 1
1.289 0
2.437 0

最小值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1 0

-0.240 4
-5.155 6
-1.546 2

0.000 0
-219.927 9

-0.154 7
-71.262 0

1.000 0

四分之一

0.007 1
0.043 3
0.003 1
0.398 1
0.002 4

-0.006 2
-0.001 9

0.001 0
0.001 5
0.000 4
0.000 5
2.000 0

中位数

0.037 7
0.163 4
0.017 5
0.513 1
0.013 0
0.000 6
0.000 6
0.005 3
0.009 6
0.001 8
0.003 2
4.000 0

四分之三

0.142 9
0.539 6
0.076 1
0.733 3
0.051 8
0.015 6
0.009 8
0.021 8
0.042 7
0.008 3
0.016 4
5.000 0

最大值

7.229 2
3.650 6
5.409 9
3.376 8
6.502 8
4.078 2
4.231 7

21.916 2
40.920 7

1.303 5
12.358 3
13.000 0

表 5 两阶段独立样本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均值检验

FREQ
3.943 5
4.154 7

0.211 2鄢鄢鄢

4.03
PNETEQ
0.020 9
0.008 0

-0.012 9
-0.24

组别

0组
1组
差值

T值
组别

0组
1组
差值

T值

ACC3
0.235 5
0.161 0

-0.074 4鄢鄢鄢

-7.23
CACC3
0.025 4
0.004 2

-0.021 3鄢鄢鄢

-3.88

PACC3
0.458 8
0.400 5

-5.821 2鄢鄢鄢

-4.62
CBAD
0.017 3
0.008 9

-0.008 4鄢鄢

-2.36

BAD
0.123 5
0.100 5

-0.023 0鄢鄢鄢

-3.14
PACC3TA

0.170 2
0.075 1

-0.095 1
-1.04

PBAD
0.493 8
0.550 3

0.056 6鄢鄢鄢

9.53
PACC3EQ

0.112 3
0.003 3

-0.109 0
-1.15

NET
0.112 0
0.060 5

-0.051 5鄢鄢鄢

-9.38
PNETTA
0.025 6
0.012 6

-0.013 0鄢鄢鄢

-8.70
注院鄢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袁鄢鄢表示在 5%的水平上

显著袁鄢鄢鄢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遥

表 6 两阶段独立样本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中位数检验

FREQ
4.000 0
4.000 0

0.000 0鄢鄢鄢

-7.28
PNETEQt

0.008 5
0.003 2

-0.005 3鄢鄢鄢

2.27

组别

0组
1组
差值

Z值
组别

0组
1组
差值

Z值

ACC3
0.066 8
0.037 7

-0.029 2鄢鄢鄢

-12.30
CACC3t

0.003 2
0.000 6

-0.002 6鄢鄢鄢

-6.91

PACC3
0.230 1
0.163 4

-6.678 6鄢鄢鄢

-8.66
CBADt

0.002 0
0.000 6

-0.001 4鄢鄢鄢

-13.99

BAD
0.026 4
0.017 5

-0.008 8鄢鄢鄢

-7.76
PACC3TAt

0.010 9
0.005 3

-0.005 5鄢鄢鄢

-12.75

PBAD
0.500 0
0.513 1

0.013 1鄢鄢鄢

9.97
PACC3EQt

0.019 9
0.009 6

-0.010 3鄢鄢鄢

-16.22

NET
0.026 8
0.013 0

-0.013 9鄢鄢鄢

-14.68
PNETTAt

0.004 6
0.001 8

-0.002 8鄢鄢鄢

-14.85

注院鄢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袁鄢鄢表示在 5%的水平上
显著袁鄢鄢鄢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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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各变量的样本量为4 370遥

注院各变量的样本量为3 51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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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为应收账款的典型分析对

象，发现大多数上市公司对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仅按 50%左右
计提坏账准备，与公司应收款项可收回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

国际惯例并不相符。同时本文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两个阶

段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根据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两阶段独立样

本比较发现，在第二阶段三年以上应收账款明显减少而且对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披露更加详细，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

账计提比例有所提高，但仍在 55%左右，远远低于国际惯例。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应收款项的现状，本文认为鉴于三年

以上应收款项的长期挂账现象，应对其进行相应的规范和清

理，加强财政部门、证监会对其确认与披露及坏账计提的监

管，进一步完善准则中的相应规定，如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坏账

准备计提方法的判断依据等信息。同时，建议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上市公司年报时，应提高其独立性，将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列

为重点审核项目，投入更多的精力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还

建议投资者在分析年报时，运用剔除法，调整三年以上应收款

项对每股净资产与每股收益的影响，客观评价上市公司的经

营业绩，为投资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注】本文系孟焰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野高等学校博士学
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冶课题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监管研究院
基于虚拟资产信息披露的视角冶渊项目批准号院20100016-
110002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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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租回交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租赁业务，一般是指卖

主（即承租人）将一项自制或外购的资产出售后，又将该项资

产从买主（即出租人）处租回，被称之为“回租”。售后租回是西

方国家常用的融资方式，资产的原所有者（即承租人）在保证

资产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获得一笔融资，同时资产的新所有

者（即出租人）找了一个风险小、回报有保障的投资机会。近年

来，面对资金渐趋紧张的状况，选择售后租回方式获得融资的

公司日益增加。但是，在规范售后租回会计处理方面，现行国

内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脱节，导致会计工作面临着“无法

可依”的尴尬境地。因此，现实中有少数公司利用售后租回交

易调节利润和规避税收，或者个别绩差上市公司利用售后回

租调节利润以免除被“鄢ST”或暂停上市。为此，本文结合案例
就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不同会计处

理方法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期为会计工作者提供借鉴。

一、案例简介

2009年，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售后租回合同，将 A号船
舶以 420 000 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同时将该
船舶租回，租赁期为 10年，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每期租金为
11 445 000元，租金总额 457 800 000元。租赁期限届满后，由
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 123 000 000元回购该船舶。根据合同
约定，该合同项下的年租赁利率为 5.643%。与该售后租回合
同相关的其他数据详见下表。

售后租回交易不同会计处理的报表影响

周庆丰

渊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浙江嘉兴 314000冤

【摘要】售后租回是一种国际常用的融资方式，近年来我国选择售后租回方式获得融资的公司也日益增加。目前国内

会计准则对于售后租回会计处理规范不够完善，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较大，导致部分公司利用其调节

利润。本文结合有关案例，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售后租回 会计处理 准则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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