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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农业活动密切相关，农业生

产活动过程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会直接影响农业上市

公司的经营绩效。为了获得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格，同时在进

入资本市场后能够抬高股价，避免因为亏损而被ST、PT或退

市，以及满足配股和增发的条件，一些农业企业和上市公司

会通过财务造假手段来掩饰其经营缺陷。本文结合相关案例

对农业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手段以及原因进行全面分析，以

期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一、农业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手段

（一）直接的利润操控

1. 虚增销售收入。企业会通过对应收账款不合理地确认

来虚增销售收入，以达到利润操控的目的。应收账款是伴随

企业的销售行为而形成的一项债权，此时商品和劳务的风险

并未发生转移。应收账款的确认必须符合会计信息质量中的

可靠性和及时性原则，企业当年确认的应收账款如果不符合

要求，来年应予以冲回，这就造成当年营业收入和利润的虚

增。通过应收账款途径确认的销售收入并不会产生现金流

入，结合现金流量表对利润表进行观察会发现，净利润大于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同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额增

加了。

2. 低估销售成本。企业已经销售的库存商品，其成本会

结转至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尚未销售的部分仍然属于库存

商品。如果企业低估销售成本，或者已出售的产品不结转或

推迟结转成本，利润会随营业成本的低估而上升，而现金流

量并未发生变化。这种利润操控策略使净利润大于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时，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增加了。

3. 遗漏应付费用。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收入与费用相互

配比，以正确计算各项损益。应付工资等应付费用的遗漏降

低了利润表中的费用，从而提升了净利润。这种利润操控策

略会使净利润大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此时资产负

债表中的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以及其他应付款减少了。

表 1列示了运用间接法编制的万福生科的现金流量表，

2008年、2009年和2011年公司的净利润比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高出 2 361万元、2 693万元和 2 686万元；2008年、2009年

和 2011 年公司的存货分别增加 5 933 万元、5 376 万元和

4 848万元；2008年和 2011年，应收账款分别增加 1 129万元

和3 648万元。

可以看出，万福生科近几年的净利润远远大于经营活动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时存货和应收款项等流动性资产的增

加幅度很大，说明公司低估了自身的销售成本并且高估了销

售收入。由此可以推断，万福生科利润操控的迹象较为明显，

可能存在着虚构交易和虚增销售收入的行为。后续的调查也

发现确实如此，如年主营业务收入近 1 700万元排名第一的

公司大客户竟然是一个仅为50平米的店面。

一、净利润（含少数股东利
润）

加：折旧与摊销

加：财务费用

加：其他调整项目

二、营运资本变动前的经
营现金净流量

加：存货的减少
减：存货的增加

加：应收账款的减少
减：应收账款的增加

加：应付账款的增加
减：应付账款的减少

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四、非现金盈利（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08年

2 566

531

1 160

5

4 262

-5 933

-1 129

3 006

205

2 361

2009年

3 956

611

1 056

-24

5 599

-5 376

1 885

-846

1 263

2 693

2010年

5 555

942

1 164

84

7 746

615

-1 189

-9

7 163

-1 608

2011年

6 027

1 291

1 769

389

9 476

-4 848

-3 648

2 360

3 340

2 686

资料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表 1 2008 ~ 2011年万福生科的非现金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摘要】农业上市公司的特殊性使其更容易进行财务造假，本文结合经典案例对农业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主要手段

进行阐述，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农业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造假的原因，最后从企业自身、监管机构和中介机构三个层面针对农

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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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的利润操控

间接的利润操控主要指的是虚增资产项目，主要包括虚

构在建工程、增加预付账款两个方面。后文所探讨的运用特

殊资产进行的操控行为实质上也属于间接的利润操控。只不

过这种利润操控手段是农业和涉农上市公司独有的，并且较

为复杂，因此单列出来专门讨论。

1. 利用在建工程的操控手段。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应结转为公司的固定资产。由于在建工程不需

要计提折旧，而固定资产所计提的折旧要结转为相关的费

用，会计人员在对“可使用状态”进行判断时具有一定的操纵

空间。公司一般会操控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时点，以

达到虚增公司利润和避免亏损的目的。同时，公司内部人员

通过操控在建工程来掩饰自身的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将与固

定资产形成无关的过度在职消费项目记入“在建工程”科目。

2. 利用预付账款的操控手段。按照规定，企业在发生预

付账款业务时，有效而合法的供应合同是其重要前提。有的

企业预付账款业务并没有对应的合同，只是利用预付账款业

务作为“中转站”和“回收站”，为自身和其他企业谋取私利，

这个主要是通过虚构客户和虚构合同来实现的。通过观察会

计报表附注中预付账款的账龄分析、欠款金额较大单位的名

称、欠款时间及原因可以判断预付账款金额的合理性。

公司之所以选择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进行利润操控，是

由于募投项目还在建设中，外部人很难验证预付账款的真实

性。万福生科2011年末的预付账款比上年末增长了449.44%，

而根据历史数据，万福生科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了过多的预

付账款，也不存在导致预付账款增加的季节性因素，由此可

以判断公司的预付款项存在着较多的水分。在建工程方面，

该公司对淀粉糖生产线进行了扩建与改造，投入金额增长了

12.5倍，而工程的进度反而降低了。2012年上半年公司财务数

据显示，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的账面余额分别为17 998万元

和 14 570万元，而现金流量表显示公司上半年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的现金流出只有5 883万元，资

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存在矛盾，公司上半年的预付账款和

在建工程数额分别虚增了8 036万和4 469万元，如表2所示。

间接利润操控主要是通过虚构客户和虚构合同的手段

实现的。为了更为直观地阐述农业上市公司的间接利润操

控，笔者运用模拟的手段来对W公司的间接利润操控进行呈

现：第一，W公司虚构了一个原料供应商A，并且以A的名义

开设一个银行存款账户，W向虚构的原料供应商A支付了购

买原材料的款项 2 000万元并存入该银行账户，预付的原材

料的购买款项2 000万元计入预付账款。第二，W公司又虚构

了一个大客户B，并且以B的名义开设了银行账户，进而将其

控制的A供应商银行账户中的 2 000万元转存至B客户的银

行账户中。第三，W公司将B客户账户中的银行存款又转存

至自己的银行账户，此时，W公司的现金流实际上未发生变

化，而预付账款虚增了2 000万元。预付账款可能只是在账务

上有所体现，资金实际上又回流至企业。

另外，一些生产加工农产品的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多频

繁而零散的现金交易行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通过现金交

易途径而进行的财务造假更容易发生，并且具有较高的隐蔽

性。已退市的 ST生态（原蓝田股份，600709）是运用“现金收

付”进行造假的典型，公司在 2000年的销售收入高达 18.4亿

元，而应收账款仅为857.2万元，2001年中期的销售收入为8.2

亿元，应收账款为 3 159万元。在信用经济十分发达的现代

社会，蓝田股份的大额销售却都是“钱货两清”的条件下进行

的，而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水产以及饮料产品，这些商品的销

售必然离不开代理商，因此，这种高销售额低应收款项的现

象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运用特殊资产进行的操控

农业生产活动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交错进行的

一个过程，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的前提。农业生产活动

离不开土地、生物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其中生物资产是农业

上市公司一项重要并且特殊的资产，生物资产为活的动植

物，类别不同，其生长发育规律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同时还会

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物资产的价值变动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这为农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提供了可操作性。农业

上市公司生物资产和存货的盘点是一个难题，相关专业人士

也只是采用估计的手段来得出相应的结果，这个过程会有很

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

蓝田股份利用生物资产难以计量的特殊性来虚增巨额

资产和利润，一度被称为“鱼塘里放卫星”。同时利用渔业资

产难以盘点的特性，通过存货的盘亏与盘盈来达到盈余操控

的目的。为蓝田股份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沈阳华伦会计师

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也指出，鱼塘里渔业资产数量的确定

就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四）遗漏或未详尽披露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传递信

息的纽带，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可以参考公司披露的信息来做

出投资决策，公司披露真实而详尽的信息有利于保护投资者

的利益，上市公司尤其要重视对重大事项的披露。重大事项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表 2 万福生科2012年半年报资产和
在建工程项目更正情况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在建工程

递延所得税资产

供热车间改造工程

淀粉糖扩该工程

污水处理工程

更正前

1 288

14 570

1 287

17 998

86

7 369

2 809

4 201

更正后

412

10 101

10 643

9 962

54

6 001

677

201

虚增金额

876

4 489

-9 356

8 036

32

1 368

2 132

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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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第一，引起特别风险的事项；第二，审计结果表明财务

信息可能存在重大错报，或者需要修订之前对重大错报风险

的评估；第三，导致注册会计师难以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和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

2006年，内蒙古证监局在对草原兴发（000780，该上市公

司的壳现已重组给平庄能源）进行专项核查后发现诸多问

题：如公司对禽流感赔付的3.39亿元为虚假赔款，只是冲销了

虚构的销售收入；公司披露了购买草地使用权以银行存款支

付了 10.91亿元，事实上款项并未支付。草原兴发拒绝披露上

述重大事项，在资本市场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前文所提到的万福生科对淀粉糖生产线进行扩建改造，

投入金额增长了，而2012年工程的进度却降低了。究其原因，

公司的在建项目“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因进行

技术改造而出现了长时间的停产，对公司业务造成了重大影

响。而万福生科并未对该事项进行临时性的公告，也没有在

2012年公司年报和半年报中披露该事项，属于重大遗漏。公

司若不能及时而真实地对重大事项进行披露，就违反了信息

披露的基本要求和市场的“三公原则”，会严重损害投资者的

利益，这也属于财务造假的一种典型手段。

二、财务造假背后原因分析

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源于资本市场上巨大经济利益的

驱动。农业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现象非常严重，并且造假手段

比较类似。经过分析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行为的

驱动因素有如下几点：

1. 地方政府会对农业企业的上市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以

及额外的关照。农业产业化代表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是

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重要途径。产业化发展水平较低是制约

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门槛，受到中央与地方的高度重视。事

实上，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企业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

持，获得了中央与地方的各种财政补贴和扶持专项基金，同

时还能享受到财税补贴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提升了企业

的偿债能力，甚至成为部分农业上市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这也导致了企业高管的寻租和偷懒行为。

农业上市公司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与收入问题，避免

了耕地的过度荒置，使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为带动

地方经济的发展，发挥本地的产业优势，地方政府会对当地

的“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扶持，鼓励其进入资本市场，即使公

司面临亏损、重组甚至退市的风险，政府仍会出面干预以保

证农业上市公司的可持续经营与发展。草原兴发在2006年案

发之后，将壳重组给了平庄能源，地方政府仍然为草原兴发

寻求战略合作，以期救活草原兴发，促进当地农牧业经济的

发展。

2.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性，为农业上市公司财务造

假提供了便利条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现离不开种养加、

产供销和农工商一体化等生产经营要素，产业化经营将农业

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

业系统。农业上市公司经营活动所涉及的基础建设、原料的

生产、加工、采购与销售等环节，会有农户以及小规模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的参与，企业的交易对象较为分散，并且在交易

的环节会使用大量的现金，其业务流和现金流不能像其他类

别工商企业那样能有规范而严格的交易票据与凭证，这就导

致农业上市公司虚构客户和虚构合同行为的发生。

农业活动最基本的环节就是利用生物有机体生长发育

过程进行的生产活动，是有机体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因此生

物资产对于农业上市公司至关重要。虽然我国在2006年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强化了对生物资产会计确认、计量和披

露的要求，但生物性存货和生物资产的盘查、价值的确定依

然要难于其他类别的资产，这就给了农业上市公司利用生物

资产进行利润操控可乘之机。另外，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为

农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提供了便利条件，以自然灾害为契

机的财务造假往往不会引起怀疑。

3. 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不稳定性和强周期性致使财务造

假动机更加强烈。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具有天生的弱质性，

自然条件的变化无常使得农业生产不够稳定；农作物和家畜

的生长具有周期性，生产周期较长并且不易调整；农产品的

短期供给弹性小且需求具有刚性，难以形成市场供需的均

衡，农产品短缺和过剩的效应容易被放大，农产品价格具有

较大的波动性；农产品不耐久藏，易腐烂，储存和物流成本

高。农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普遍较低，市场稍有变化，就有可能

亏损，很难保持稳定的利润增长。为了能够维持自身形象，避

免被特殊处理，保持股价的稳定以及获得再融资的机会，农

业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动机就会更加强烈。前面所讨论的万

福生科、蓝田股份和草原兴发就是因为企业所属行业处于周

期性低谷阶段，企业的业绩反倒呈现出逆周期增长的趋势而

引起怀疑的。

4. 中介机构的失职和诚信的缺失。根据《股票发行与交

易管理暂行规定》，企业上市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由证券经营

机构即保荐人承销，保荐人和保荐机构应当仔细核查招股说

明书，同时还要保证有关宣传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然而，在解读绿大地和万福生科的招股说明书后不难发

现，联合证券和平安证券并没有严格按照《股票发行与交易

管理暂行规定》中的要求进行保荐工作，它们运用不真实或

者不够精确的语言推荐企业上市。例如万福生科在招股说明

书中指出，公司已取得多项发明专利和非专利技术，先进的

生产技术能够完善并且升级稻米精加工和副产物的高效利

用，而上市第2年就因为技术改造而停产，停产时间最长达到

123天，这说明保荐机构并没有对企业进行严谨细致的调查。

企业上市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

企业的资信、资产和财务状况进行审定评估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在前文中，笔者运用一般的财务分析程序就发现万福生

科的净利润和流动资产存在重大异常波动，可以推断公司聘

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存在着重大过失，甚至与公司

2013.12上·25·□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存在着串通造假的可能性。

三、思考与建议

公司的财务造假行为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秩序，损害

了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破坏了企业的形象，不利于企业的

长足发展；农业上市公司由于其特殊性，往往易成为资本市

场上财务造假的典型。为有效遏制农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造

假，本文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第一，企业自身方面：建立并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

善公司治理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完善独立董事制

度，明确监事会的职责，提高公司股权制衡度，避免“一股独

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能够确保各机构的相互制衡。建立并

健全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保证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

第二，监管机构方面：很多农业上市公司造假多年却未

被发现，很大程度是因为监管部门监督不力造成的。监管部

门应该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提升农业上市公司

的信息披露的质量，努力提高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鉴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复杂性，监管部门应该引导农业上市公

司，使其重视对涉农项目（如生物资产、农业生产的风险性因

素）的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带来的影响十分恶劣，而

造假企业为此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应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

司财务造假的惩罚力度，使上市公司面对财务造假时能望而

却步。同时，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应该降低对农业企业

或农业上市公司的干预程度。

第三，中介机构方面：客观性和中立性对于中介机构至

关重要，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

构应该加强自身的诚信水平建设，不管面对何种情况，都要

保证诚信执业，客观公正地为企业的上市发表意见，提供中

介服务。为农业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应当加强对

“三农”问题的了解，掌握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与模式。同时，

监管机构要重视对中介机构执业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

道德水平的培养，对中介机构的重大过失以及串通上市公司

进行财务造假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打击。

【注】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自然基金项目“我国农业类上

市公司生物资产信息披露研究”（项目编号：2012MS1010）阶段

性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1. 葛家澍，刘峰.论企业财务报告的性质及其信息的基本特

征.会计研究，2011；12

2. 刘静中.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揭秘与鉴别.财会月刊（会计），

2005；11

3. 鲁桂华.如何识别直接和间接利润操纵：以万福生科为例.

第一财经日报，2013-05-04

4. 张心灵.生物资产会计计量模式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2008

一、《企业会计准则》的理论困境

1.《企业会计准则》的理论困境——公允价值计量和资

产减值计量。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我国会计准

则在制定过程中逐步与国际准则接轨和趋同，以增强财务报

告的可比性和通用性。财政部于 2006年出台的《企业会计准

则》则是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面趋同的一个典型范例。

然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自2008年以来一直受到实务界

和理论界的关注和批评。《企业会计准则》在 6年多的实施过

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尽管不断出台针对该准则的应用指

南，但其适用性和实用性仍然受到了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

广泛质疑。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提出了财务

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

【摘要】继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后，财政部于2011年又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小企业会计准则》，该准则并

没有与《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09》趋同，而是更多地考虑了本国国情和报表使用者的需求。其与《企业会计准则》

相比，在科目设置和规则要求上也有较大不同，更好地体现了与税法的高度协调一致。在此背景下，全面反思《企业会计准

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先进性和导向性，对实施会计改革，实现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会计准则 公允价值 会计理论

《企业会计准则》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选择
——与《小企业会计准则》对比

韩梅芳 王 玮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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