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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该监管机构对财务信息制定统一的披露标准和相关

制度规范，以利于加强企业间信息的可比性，同时减轻银

行数据处理负担和避免数据不一致问题。

（三）倡导XBRL自愿性披露意识
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信息披露

不充分、披露内容不详尽的问题。要提高上市公司参与

XBRL信息披露的积极性，首先要解决好上市公司面临的
风险与成本效益问题，通过实际行动让上市公司感受到

XBRL信息披露是利大于弊的，相关监管部门应鼓励自愿
披露信息的行为，并定期对上市公司进行培训，帮助其完

成从被动披露到主动披露的转变。同时需要上交所、深交

所、证监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政策鼓励和引导，出台必

要的规章制度对上市公司进行规范。

（四）加快软件开发及XBRL人才培养
技术滞后成为XBRL信息披露的瓶颈。针对人工填

制存在的问题，上市公司要开发人性化操作软件来减少

人工操作的失误。为适应XBRL 的应用和发展，有关各方
应积极配合研发更安全的专用程序，以提高网络信息系

统安全，加强防火墙技术、身份认证以及数据加密措施，

完善抗病毒功能等软件技术。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技术发

展，会计人员应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以满足

我国经济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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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企业业务招待费超支问题一直受到理论界和社会公

众的广泛关注，尤其是 2013年中国铁建在其 2012年年报
中披露了 8.37亿元业务招待费后，“天价”招待费再次成
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也把属于央企的中国铁建推到了舆

论的风口浪尖上。网友强烈要求中国铁建详细公布其8.37
亿元的业务招待费的具体构成。当时，中国铁建新闻处处

长告诉记者，他们将向国务院国资委及证监会提出申请，

如果获得同意的话，中国铁建将公开 8.37亿元招待费的

具体构成。后来，尽管国资委对中国铁建的8.37亿元招待
费进行了核查并在国资委系统中通报了核查结果，也处

分了一部分涉事人员，但最终还是没有公开招待费的具

体构成，中国铁建更是在 2013年年报中“雪藏”了业务招
待费而不再公开披露。

中国铁建“天价”招待费事件后出现了大量的“躲猫

猫”现象，不少企业把部分业务招待费挪到其他会计科目

中，甚至像中国铁建那样索性选择不披露。那么，国有上

市公司到底要不要公开披露业务招待费？如何披露？

对国有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披露的反思

欧阳春花（副教授）

（广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广州 510320）

【摘要】本文在对国有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披露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有上市公司要不要公开披露业务

招待费及如何披露业务招待费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国有上市公司不仅应该在年报附注中披露业务招待费总额，

而且应该披露业务招待费的具体构成，并对重要项目进行详细说明，这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特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

有效控制“天价”业务招待费出现的强有力的外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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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上市公司应当公开披露业务招待费信息

1. 国有企业公开业务招待费的必要性。杨励、刘美珣
（2003）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所有制企业，其所
有者不同于非国有企业，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国有企业所

有权的特殊性即国家（政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所有者和

控制者，包括政府凭借其所有权直接控制的企业、政府通

过其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持有大部分股份的企业以及

政府虽持有少量股份但能有效控制的企业。我国国有企

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实际上国有企业也是由

国家来投资并行使出资人权利。

对于公共机构的含义以及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

构等论点，目前主要有两大观点：公共机构政府控制论和

公共机构政府职能论。公共机构政府控制论认为，公共机

构是由政府控制的机构，据此解释可推理出国有企业属

于公共机构，即国有企业公共机构论。公共机构政府职能

论认为公共机构是被赋予政府职能并履行政府权限的机

构，由此则可推断出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机构的结论，即

国有企业非公共机构论。根据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特殊性，

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

教授、汕头大学白巴根教授也认为，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

构范畴。因而，国有企业必须公开支出信息（商业秘密信

息除外），不属于商业秘密的业务招待费理应公开披露。

2. 国有企业公开业务招待费的紧迫性。业务招待费
指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用于接待应酬而支付的各

项费用，主要包括企业招待客户的餐饮费、住宿费及香

烟、礼品、正常的娱乐活动、客户旅游等发生的费用支出。

在税务执法实践活动中，企业业务招待费的具体范围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①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宴请或
工作餐的支出费用；②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而外购礼品
用于赠送或赠送纪念品的支出费用；③因企业生产经营
需要而发生的招待外单位人员的旅游景点参观费、交通

费及其他费用支出。但当前还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来规

定业务招待费的具体范围，使得业务招待费成为一个无

所不包的“大熔炉”。

企业发生业务招待费的目的是维护良好的外部公共

关系，以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必要且合理的业务

招待费支出无可厚非。从股东价值最大化角度来看，只要

能增加股东价值的业务招待费支出都是必要的，但业务

招待费到底花多少才算合理，这个标准很难界定（马军

生，2013）。因而，业务招待费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合理性
难以界定。由于信息不对称，现实中业务招待费的背后已

经成为企业行贿、官员受贿的温床，业务招待费的金额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商业社会中拉关系的严重程

度。为此，只有增加业务招待费使用的透明度，公开业务

招待费的具体使用情况，使其接受公众的监督，才能阻断

企业和公权力利用业务招待费这一合法手段进行行贿受

贿的肮脏交易，也才能真正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三、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信息披露现状

本文以归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上

市公司为样本，对其 2012年和 2013年的业务招待费披露
现状进行分析。

1. 业务招待费披露的总体情况。2013年样本总量为
247个，其中金马集团因处于重组停牌当中至今未披露
2013年年报，天方药业因被中国医药吸收合并于2013年7
月 15日退市，振华重工的年报附件找不到因而未有其年
报附注信息，故2013年有效样本为 244个，未披露业务招
待费金额的样本 76个，披露了业务招待费金额的共 168
个。2012年样本总量为247个，有效样本总量也为247个，
其中未披露业务招待费金额的样本 58个，披露了业务招
待费金额的189个。

扣除 2013年的 3个无效样本，则未披露业务招待费
金额的样本2013年比2012年多17个，占比为7.38%，说明
包括中国铁建等在内的部分上市公司受到2013年中国铁
建“天价”业务招待费事件的影响而不再披露业务招待费

金额。

其实，对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的披露，早在1995年监
察部、国家经贸委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

业实行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向职代会报告制度的规定》

中就对其做出明确规定，要求报告的内容包括业务招待

费支出项目、金额、开支是否符合制度、使用是否合理、手

续是否完备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但当前样本公司中

对业务招待费的披露与此规定相去甚远，除了极少数样

本公司（估计占比在5%以内）在现金流量表附注中披露了
当期业务招待费支出金额外，绝大多数公司仅限于在财

务报表附注中的“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项下设置“业

务招待费”或“交际费”明细项披露当期业务招待费金额，

几乎没有一家公司披露业务招待费支出项目、开支是否

符合制度、使用是否合理、手续是否完备等详细信息。可

见，业务招待费信息的充分披露，任重而道远！

2. 业务招待费披露的详细情况。表1对样本公司是否
披露业务招待费金额信息分行业进行了统计。

（1）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三个行业的披露比例较高，2013年和 2012年
均达到66%以上，即有三分之二的公司披露了业务招待费
金额。

（2）采矿业、房地产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和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披

露比例2013年和2012年均低于60%。显然，垄断行业的披
露比例较竞争性行业的低。

（3）大型企业的披露意愿较中小型企业的低。如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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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项 目

A：渔业

B：采矿业

C：制造业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E：土木工程建筑业

F：批发和零售业

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K:房地产业

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合 计

C1

C2

C3

合计

2013年

披露

1

7

5

30

85

120

12

0

8

9

4

4

1

1

167

未
披露

0

5

1

8

27

36

9

10

3

7

2

5

2

1

80

2012年

披露

1

7

5

32

92

129

16

5

9

9

4

5

2

1

188

未
披露

0

5

1

6

20

27

5

5

2

7

2

4

1

1

59

合
计

1

12

6

38

112

156

21

10

11

16

6

9

3

2

247

2013年
披露比
例（%）

100

58.33

83.33

78.95

75.89

76.92

57.14

0

72.72

56.25

66.67

44.44

33.33

50

100

2012年
披露比
例（%）

100

58.33

83.33

78.95

75.89

82.69

76.19

50

81.81

56.25

66.67

55.55

66.67

50

100

表 1 央企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信息披露统计

注：①此表数据来自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②此表仅对
样本公司是否在报表附注中“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项下
设置明细项披露业务招待费金额的情况进行统计，未统计个
别公司在现金流量表附注中披露了当期业务招待费支出金
额的情况；③目前还没有公司披露业务招待费的具体构成等
详细信息。

产业企业共9家，其中4家较小的公司如中房地产等2013
年和 2012年都披露了业务招待费金额，而 4家较大的公
司如万科A、保利地产等2013年与2012年均未披露；采矿
业共 12家，其中 7家2013年和 2012年都披露了业务招待
费，而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神华等5家大型企业则
2013年和 2012年都没有披露；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共 21家，其中 2013年披露的有 12家、未披露的
为9家，2012年披露的有16家、未披露的为6家，如长江电
力和大唐发电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航空运输业

中中国国航、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两年均未披露。C3中的
宝钢股份、武钢股份、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和中国铝业等

大型企业两年均未披露业务招待费。

（4）土木工程建筑业2013年的披露意愿显著下降。土
木工程建筑业共10家公司，其中2013年全部未披露，2012
年则有5家进行了披露。2012年披露而2013年未披露的5
家为中国铁建、中国化学、葛洲坝、中国水电和中国交建，

2013年和2012年均未披露的5家为中国中铁、中国中冶、
中国建筑、中铁二局和北方国际。显然，业务招待费支出

高昂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受2013年中国铁建的“天价”业务
招待费事件的影响最大，2013年全部选择了不披露。

四、如何规范国有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信息披露

1. 制定强制性的业务招待费披露规则。制度的缺失
是“天价”业务招待费频出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央企业负

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规定》（2011年）中指出，“企业负
责人不得安排接待对象到高档的娱乐、休闲、健身、保健

等经营场所活动。企业不得向所出资企业转嫁企业负责

人业务招待费用，不得报销企业负责人因私招待费用、个

人消费费用”等。但关于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披露的规

定，仅在由监察部、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三部门于

1995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实行业务招待费使用
情况向职代会报告制度的规定》中有提及，而在《企业会

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对于业务招待费

只有一些零星规定，缺乏对业务招待费具体范围与信息

披露的明确规定。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出台国家层面的关于国有企业

业务招待费列支的具体范围与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范，

即在《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对此

做出明确规定，且要明确核算业务招待费的明细科目的

名称统一定为“业务招待费”。

2. 披露业务招待费的详细情况。①在董事会报告中
简要披露。在董事会报告“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

情况的讨论与分析”部分的“主营业务分析”的“利润表及

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中，如同“管理费用”一

样单列“业务招待费”的本期数、上年同期数和变动比例，

且如果变动比例增加10%以上则要对此做出说明。②在会
计报表附注中详细披露。即在会计报表附注的“管理费

用”项中设置“业务招待费”明细项披露业务招待费的本

期发生额、上期发生额，并在后面进一步披露大金额（如

超过500元或1 000元）的业务招待费的具体构成及占比，
披露的具体格式如表2所示：

同时，在现金流量表附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项下披露业务招待费支出金额，从而可以让信

息使用者了解公司本期应支付的业务招待费金额与实际

支付金额的差额，以便于与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应付

款”项目的期末余额进行对比，发现公司有无乱记账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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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事由 招待地点 招待人数 招待时间 金额 金额是否超标

表 2 大金额业务招待费明细表

本期业务招待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本期业务招待费占营业利润的

比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