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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利用亏损进行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的常用手法。我

国《证券法》中对于亏损上市公司相关规定是，如果上市

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的情况，自其公布第三年年度报

告之日起，证券交易所应对其股票实施停牌进入暂停上

市的程序。显然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而由此导致的特殊

处理和退市，有着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以求摆脱退市困

境。这就为我们利用亏损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分析提供

了契机。

自从 2007年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资产负债观

引入了所得税会计的核算与计量，公司是否存在利用递

延所得税方面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递延税款是否可能

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项更为直接的工具，是本文

探讨的主要内容。

2007年我国实施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

——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法核算企业所得税，尽管

较旧准则有很大的改善之处，但是依然存在漏洞与不足。

相关学者发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

认并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企业在确认资产负债的

计税基础时有很大的弹性。依据我国现行的准则规定，递

延所得税的实现依赖于未来应纳税所得的可获得性，关

注的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计量，未来利益的流入与流出，

即管理层对暂时性差异的确定，依赖于对未来应纳税所

得额的预测，这就给予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行性，

管理层可以通过控制暂时性差异的金额实现盈余管理的

可能性。此外，企业还可通过有意控制递延所得税资产与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转回时间及金额调节递延所得税费用

金额或者利用税率的变动时间差，以达到平滑利润的目

的。

张红艳（2012）结合相关案例，综合考虑公允价值与

所得税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阐述了企业存在利用公

允价值的变动进行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进行盈余管理的现

象。龙月娥（2013）则利用实证研究，综合会税差异和证券

资产的市场估值，分析了企业在所得税会计方面的盈余

管理现象。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我们发现，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

在会税差异，税率变动等引起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

余管理方面的研究，对于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盈余

管理的文献相对较少，涉及结合具体的案例的相关分析

也不多。

二、案例分析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的综合性钢铁生产企

业，主营业务是黑色金属冶炼及钢压延加工，并于2007年
10月 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

涨以及国内外钢铁市场的需求降低，产能下降等因素的

影响，鞍钢在2011年与2012年连续亏损，鞍钢面临退市的

危机。

然而，在全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效益一路下滑的大

环境下，∗ST鞍钢却在退市的关键一年当中扭亏为盈。通

过翻阅报表和公司公告，我们可以看出公司在主营业务

——钢铁业务盈利方面表现平平，二、三季度的净利润分

别只有1.6亿元和0.6亿元，而其中分别还有0.66亿和0.33
亿的营业外收入，但是公司在中报中依然实现 6.88亿元

的净利润，EPS为0.097元，并且预计其全年仍将保持盈余

的状况，下面分析在主营业务不强势的情况下公司是如

何实现扭亏为盈的。

首先，笔者发现 2013年 1月 30日鞍钢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股权转让等协议，并利用盈

递延所得税资产与盈余管理

——基于∗ST鞍钢扭亏的案例分析

杨 攀 刘宇宁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要】我国对于亏损上市公司有特殊风险警示制度，如退市风险警示（∗ST）、一般风险警示（ST），且多以企业

盈余作为衡量指标，这就使ST公司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就ST鞍钢通过确认巨额递延所得税资产产生的所

得税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说明递延所得税资产已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一种手段。

【关键词】所得税会计 递延所得税资产 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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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资产和亏损资产的互换以及出售天津天铁股权获得的

溢价，总计可贡献净利润5亿元。其中涉及到的投资收益，

截至2013年6月30日，同比增加41%，而处置子公司天津

天铁，使得投资收益增加 7.7%。其次，鞍钢在 2013年中报

公布的政府补助是6.3亿元，而2012年同期是1.8亿元，政

府补助影响营业外收入的项目是6.3亿元，增加的净利润

是14.73亿元。

当然，鞍钢也利用会计估计的变更操纵利润。鞍钢在

2013年根据集团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相关部门对各类

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经董事会表决通过，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其实施结

果是减少公司 2013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折旧额 5.89亿元，

增加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 4.42亿元，其中在第一季度固

定资产折旧单季度贡献利润 2.25亿元。但是鞍钢在进行

全面扭亏为盈计划中，不仅仅存在资产置换、政府补助、

改变折旧年限等手段，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调整对于∗ST鞍钢

在2013年前三季度增加企业税后利润上同样功不可没。

通过对∗ST鞍钢公布的数据进行整理后，我们可以从

表 1中非常直观地看到所得税调整对于最后净利润的得

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尤为明显的是在 2012年年报数据

中，∗ST鞍钢对于递延所得税的调整额高达-11.16亿元，

成功地将利润表中 55亿元的税前亏损额减少到 43.8亿

元，与此同时，资产负债表中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由23.91
亿元增加到2012年底的34.94亿元。

分析表2中的数据可知，该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系

该公司可抵扣亏损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两方面的原因，

可抵扣亏损由 2012年初的 77.9亿元增加到年末的 124.5
亿元，与此对应的是可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由 2012年初

的19.48亿元增加到年末的31.13亿元，而该大笔的金额可

以抵扣未来公司盈利时的应纳税所得额。∗ST鞍钢如法炮

制地将该种方法使用在 2013年的前三季度，在扭亏为盈

的过程中得到了相同的利好收效。

如果我们按照旧的会计准则进行重述调整递延所得

税资产、所得税费用，净利润等指标，ST鞍钢的绩效又如

何呢？

对∗ST鞍钢的相关指标进行财务重述，我们采用递延

法中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如表3所示，结果我们发现，按

照旧的方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后，在 2013年的半年报

中企业的利润由 6.88亿元变为-19.66亿元，企业仍然是

亏损的。在2012与2011年的净利润指标中，我们也发现企

业的亏损额相比较调整前变化幅度都达到了将近 200%，

可以说，企业在2013年半年报中扭亏为盈，递延所得税资

产对于企业的助力，不言而喻。可见，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对于企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很好

的契机，使得亏损成为企业扭亏为盈的助力，亏损对于ST
企业也许已经不再是一个包袱，而是一笔财富。

鉴于 ST公司强烈的扭亏为盈的动机，我们通过分析

2012 年其他的 ST 公司的报表数据发现，类似∗ST 鞍钢

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并不在少数。

如∗ST国恒（000594），在 2012年通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 681万元，分别使得所得税费用调整高达-503万元，

为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公司的利润扭亏为盈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

三、案例引发的思考

1. 对∗ST鞍钢案例的反思。前面的分析中提到企业计

提递延所得税资产，是预计未来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但是通过对∗ST鞍钢的外部环境进

行分析，我们发现由于整个市场的不景气，使得钢铁行业

预期的整体需求小于供给，但是即便如此，在面临退市的

关键一年，鞍钢仍然计提巨额递延所得税资产，并由此增

加所得税收益，直接作用于净利润，为公司扭亏为盈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通过分析我们还得到：亏损不再是企业的一个包袱，

或许已经成为企业“保壳”的动力，尤其是在新的准则实

施以后。另外，由于企业在利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

不存在审计的风险，也变相地增加了利用递延所得税操

纵利润的空间。由此可见，递延所得税资产对于ST公司进

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2013年季报

三季度

7.01

-0.49

7.50

二季度

6.32

-0.56

6.88

一季度

5.19

-0.07

5.26

2012年
年报

-54.96

-11.16

-43.8

2011年
年报

-32.81

-9.49

-23.32

表 1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指标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ST鞍钢的公开报表数据整理而得。

2011/12/31

2012/12/31

2013/06/30

可抵扣
亏损

77.9

124.5

106.12

可抵扣亏损
形成的暂时

性差异

19.48

31.13

26.54

相关资产与负债的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81

3.81

3.8

递延所
得税资
产合计

23.91

34.94

30.34

表 2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单位：亿元

2011/12/31

2012/12/31

2013/06/30

调整后可
抵扣暂时
性差异

17.73

15.22

15.24

调整后递
延所得税

资产

4.43

3.81

3.81

调整后的
所得税费用

9.99（-9.49）

19.97（-11.16）

25.98（-0.56）

调整后的
净利润

-42.8（-23.32）

-74.93（-43.8）

-19.66（6.88）

表 3 重述调整后的企业绩效指标 单位：亿元

注：括号内的数据分别为没有调整前的所得税费用、没有

调整前的净利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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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可见一斑。鉴于此，我们是不是可以预

测在其他公司中，管理层会借助于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影

响利润的直接性特点进行利润的调整，从而满足债务契

约的要求，达到保障高管薪酬的目的呢？

2. 对递延所得税资产操纵盈余的认识。虽然，新的准

则引入了资产负债观，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但是仍然

有其不完善的地方。首先，所得税准则对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确认并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如企业对于将可抵

扣亏损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给予了管理者很

大的主观性。其次，企业在是否准确确认和计量暂时性差

异，并对形成的暂时性差异按规定确认当期的递延所得

税项目方面有相当大操纵空间。递延所得税资产作为长

期资产，企业的确认是依据未来应纳税所得的可获得性，

即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

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这

就需要管理层对未来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判断，这就使

得个人主观主义的产生并使得企业的报表受到影响，出

现管理层可以利用这一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

现象。

四、建议及研究展望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鉴于准则的不完善

性，企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是存

在的，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公司的治理，进一步完善会计准

则。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当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对

企业递延所得税的确认严格把关，如是否可以考虑对递

延所得税资产进行审计。

本文缺陷之处在于分析的对象局限在 ST公司，对于

其他的公司，在递延所得税方面的盈余管理的手段与方

法，尚不明确。此外，其他的盈余管理方式是否对利用递

延所得税进行盈余管理产生影响，会税之间的差异在递

延所得税的确认与计量方面又有哪些影响，管理层会计

政策的选择对于递延所得税的确认与计量又有哪些影响

等等，这些都将是以后关注与学习的方向。

【注】本文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多元化经营与盈

余管理”（项目编号：XJEDU 020213C04）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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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长沙 410079 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长沙 410205）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兴起，传统财务治理理论已滞后于经济发展实际。本文以财务关系为分析

的逻辑起点，在借鉴产权理论、企业间网络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财务网络治理等范畴，进一步将财务

网络关系分为财务支持网络关系、财权配置网络关系和全面预算网络关系。

【关键词】财务治理 财务网络治理 财务网络关系 财务管理

一、引言

财务治理是对应于财务管理而产生的一个概念，杨

淑娥（2002）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

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国外在研究

企业和资本结构时已经涉及财务治理理论，但由于特定

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并没有明确提出财务治理这一概

念，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伍中信，2005）。国外财

务治理文献往往与公司治理相互融合，逐渐开始从社会

学尤其是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行为。

在我国财务治理理论从产生到发展的十余年间，已

经产生了一些尤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其中，以伍中信

等为代表的产权财务学派以“财权”为基本分析单位和理

论起点，构建了以财权为基础的完整的、系统的财务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