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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盈余管理手段及审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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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在建工程会计核算及审计的复杂性，在建工程已经成为企业实现盈余目标、管理者谋取自身利益

的工具。本文具体分析了在建工程盈余管理的三种手段，包括延迟转固、费用化支出资本化及利用在建工程实现资

金体外循环，并以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为分析对象，最后提出了具体的审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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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让“在建工程”成为关

注热点。由于在建工程具有金额大、会计核算复杂、审计

专业知识要求高的特点，企业常利用在建工程粉饰报表。

罗进辉、吴祖光（2012）利用 2002－2012年A股上市公司

的数据得出了“在建工程占资产比例越大，会计盈余水平

与市场回报率之间的盈余价值相关性就越低”的结论，证

实了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在建工程进行盈余管理的事实。

一般情况下，在建工程的资金投入巨大，“在建工程”科目

的核算对财务报表的信息质量影响重大，研究企业如何

利用在建工程进行盈余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一、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成利润“蓄水池”

在建工程延迟转固是企业常用的增加利润的方法，

一是故意隐瞒工程竣工情况，很有可能固定资产已投入

使用。二是利用制度漏洞拖延转固时间，《企业会计准则

第4号——固定资产》规定在建工程转固的时点是建造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而不是办理了竣工结算。“预定

可使用状态”为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实体工程已经全部完

成或者实质上已经完成；工程与设计要求、合同规定或

者生产要求基本相符；继续发生的支出很少或几乎不再

发生。

首先，判断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三个标准弹

性大，不具有工程建造知识的审计人员很难判断，企业可

以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操作而不被发现。其次，已经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结算的工程，先按工程

预算及造价预估转固并进行折旧，竣工结算后再进行调

整。在实际操作中，预估值的大小很难把握，导致在建工

程长期挂账或者少计预估值。

总的来说，企业若想提升利润，则会延迟转固或者减

少工程预估值，少提折旧，并且利息可继续资本化，减少

了财务费用，从而达到虚构利润的目的。

二、应当费用化的支出资本化

计入在建工程的各种费用界限难以划分，核算时易

产生误区。在建工程与制造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容

易混淆。辅助生产部门为建造工程提供的水、电、设备安

装、修理、运输等劳务需要按标准与制造成本进行分摊。

企业固定资产的新建、改建、扩建，或技术改造、设备更新

和大修理工程等尚未完工的工程支出应计入在建工程，

但没有满足确认条件的项目如固定资产的日常维护应计

入管理费用。

利息费用是关键项目：工程完工后借款利息费用不

能再资本化；如果固定资产的购建活动发生非正常中断，

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个月，应当暂停资本化；工程项目

的资金来源若是募集资金，则等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就不

应该再有资本化利息支出，除非项目投资总额中除募集

资金外，还存有资金缺口。

实际操作中，费用化与资本化界限模糊，审计人员即

使观测到在建工程异常增长也不易找出证据，因此，企业

倾向于把当期日常费用包装成在建工程成本，一方面可

以粉饰企业业绩，另一方面可以隐藏在职过度消费。

三、资金体外循环，虚增利润

和传统的延迟转固及将费用化支出资本化相比，利

用在建工程的物资采购将资金转出，最终通过体外循环

虚构利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盈余管理手段。企业首先伪

造工程承包方或物资设备提供方，将自有资金转移到对

方账户。然后，虚构企业产品交易客户，资金继续转移到

客户账户。最后，客户与企业进行交易，资金实现回笼，营

业收入增加。整个完整的资金体外循环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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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万福生科造假案为创业板欺诈上市第一案，上市

不到一年就在 2012年半年报中虚增营业收入 1.88亿元，

虚增营业成本 1.46亿元、虚增利润 4 023.16万元，并存在

未披露公司停产事项、夸大产能的情况。万福生科2012年
半年报更正情况见下表：

可以看出，万福生科通过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

应收款及在建工程等多个项目一起造假，在此重点分析

万福生科如何利用在建工程及预付账款造假。

该企业2012年在建工程期初余额为8 675万元，半年

间增至 1.8亿元，增幅 107.47%，如此大的增幅实在可疑。

事实证明，万福生科是利用在建工程进行资金体外循环

从而大幅虚增收入。从更正报告中分析得出，万福生科以

采购原材料及设备虚构了大量个人客户及账户，把自有

资金以采购原材料料及设备的名义通过预付账款支付给虚

构的个人账户，并把预付款转入正在建设中的供热车间

改造、淀粉糖扩改工程及污水处理工程，最后，伪造销售

客户及销售合同，把流出的资金作为销售回款虚增收入。

从万福生科造假案可以总结得出，要关注企业在建

工程异常增幅，尤其是和生产经营规模和发展规划不相

适应的持续增加，可能预示着企业费用化支出被资本化

或者企业利用在建工程进行资金体外循环，虚构利润。另

外，如果在建工程长期不变，则有可能存在已完工的建设

项目没有及时转固或者由于事先没有做好项目可行性研

究，导致工程半途而废而未进行清理。总的来说，在建工

程总造价高、工程进度难以确定以及实际造价计量复杂

的特点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机会。

四、审计策略

1. 重视审计计划与风险评估。对于建造工程投资规

模大的企业，在做审计计划时，要为在建工程审计分配足

够的审计资源，控制在建工程风险水平。如今的审计是风

险导向审计，风险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

评估，定位高风险审计范围，明确审计重点，从而制定进

一步的审计程序。“在建工程”项目涉及金额巨大，并且管

理及核算复杂，建造工程成为风险评估程序不可忽略的

内容，其中了解有关在建工程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执

行情况也是重要的环节。

2. 常规审计与针对性测试相结合。目前，我国没有针

对在建工程审计制定专门的审计准则，从而导致对“在建

工程”项目的从简审计或不规范审计。考虑到在建工程审

计的特殊性，除了采用常规的审计程序，应该根据审计目

标，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测试程序，包括工程的真实性及归

属、本期增减变动、余额及减值测试、信息披露等。

（1）建设项目真实性检验。要确保在建工程的真实

性，重点审计的内容包括三点：一是对建设项目的审批文

件进行检查，包括项目的概算批复、用地批准、规划及施

工许可、项目设计及设计图审核等文件是否齐全，并关注

土地的使用及抵押情况，并结合设计图进行现场核查，观

察工程的建设情况；二是对项目的法人质量控制、监理单

位及施工单位进行资质审查；三是关注建设资金的来源

及专户管理情况。

（2）增减变动情况核查。在建工程支出的主要内容包

括工程设备及原材料等专项物资、预付工程价款、借款利

息及其他期间费用。对于设备及专用物资的采购要检查

有效的采购凭证及实地盘查实物，确保交易的真实性。预

付工程款支出要关注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如果按工程

进度支付，则需要聘请专业人员实地评估工程进度，确保

工程款的支付与进度相符，并重点检查承建方收到工程

款的正式收据。在建工程的减少应关注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转固的成本或预估值是否正确，对资本化与费用化

支出的划分是否正确，待竣工时是否及时调整固定资产

成本并进行折旧。

（3）余额及减值测试核查。对在建工程期末余额的核

查，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已完工或报废在建工程长期挂账

的情况。另外，检查预算是否超支、预计完工时间有无变

动等。在建工程的减值准备重点关注是否符合减值、减值

的计提及处理是否正确。

（4）在建工程信息披露完整性检查。对于生产线停工

技改情况需要及时披露，并纳入在建工程的核算范围，因

此对于固定资产要实地观察，以防企业隐瞒停工、停产事

实，故意夸大产能，同时避免账外在建工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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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项 目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在建工程

——供热车间改造

——淀粉糖扩改工程

——污水处理工程

更正前

26 976

2 655

1 288

14 570

1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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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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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

更正后

8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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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43

9 962

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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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增比例（%）

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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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2

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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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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