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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是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与经常项目比，法规很难规范，而且易操作，上市

公司近些年来频繁使用其操纵利润。目前在沪市上市公

司中，盈余管理的常见方式包括关联方交易、债务重组、

资产减值、投资收益和补贴收入等，这些交易都会增加企

业收入和利润，同时能够躲避证监会的监管。下面笔者将

结合案例从政府补助收入、关联方交易、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益、债务重组损益、其他营业外收支五个方面进行具体

剖析。

一、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案例分析

（一）政府补助收入及相关案例

政府补助是为了充分发挥相关政策的导向功能，使

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当上市公司的经营

业绩不佳或者是连续几年亏损时，政府补助的相关优惠

措施就为企业扭亏为盈提供了帮助，以避免摘牌。从地方

政府的角度看，地方政府为了保住上市公司壳资源，也会

为上市公司提供许多优惠政策，如地方的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等。符合税收返还规定的能够为企业持续拥有，属于

比较特殊的政府补助，应作为经常性损益。政府补助本属

于非经常性损益，而在这种情况下就被企业与当地政府经

常化了，成为当地政府支持上市公司保住壳资源的重要

法宝之一。

政府补助一般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公用事业、媒

体、基础设施建设类等同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相关行

业。地方政府会在这些公司业绩不佳时给予一定的财政

补贴。比如大众交通及巴士股份所获得的补贴。另一类是

面临暂停上市情形的 ST企业，以及那些受地方政府大力
扶持的业绩较差的企业。据上交所统计，沪市上市公司非

经常性损益具体项目中，“政府补助收入”在 2011 ~ 2012
年都是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其中 2011年该项目
的金额合计达到了 3 160 800万元，占非经常损益项目总

额的50%。
案例 1：ST昌九生物化工，2011年前三个季度净亏损

8 730.33万元，在面临暂停上市前两个月时，江西省给予
生产补助高达16 000万元，计入2011年的损益，实现扭亏
为盈并避免暂停上市。据沪市与深市的统计数据，自A股
成立至今，年均退市仅有两家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在国内

无明显作用，企业通过政府补助进行盈余管理有很大的

空间。

（二）关联方交易及相关案例

关联方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

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关联方交易一方面有助

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资金运营能力，实现企

业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与非关联方交易不同，可利用关联

方交易操纵会计报表，从而严重的危害投资者、债权人以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部分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交易价格有失公允。比如：企业发生关联方交易时，应按

照交易的公允价值确认收入；当关联方交易不公允时，应

按照确定的公允价值确认相关收入，其差额应确认为资

本公积。而实务中，部分上市公司渐渐将关联方交易进行

隐蔽化处理。

案例 2：五粮液与其进出口公司之间的关联方交易。
2009年，五粮液公司向其进出口公司销售酒类产品
354 991.95万元，2010年为 413 234.863 1万元，2011年为
413 621.367 8万元，其中，公司对白酒（占销售额的绝大
部分）是采用协议价来进行计算和处理的，即按照宜宾五

粮液酒厂销售给其五粮液供销公司的酒类价格基础上再

加收 30%。2009年，五粮液的关联方交易达到 357 700万
元，同比增长了 32.48%，其中，销售给其进出口公司的白
酒就已经达到了 354 000万元，同比增长了 46.18%，远远
超过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幅，而且占公司关联销售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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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8%。

而通过计算得知，五粮液集团的毛利率大致在50%以
上，不是30%，这部分收入增长被其进出口公司吸收掉一
部分，净利润由五粮液集团的进出口企业向五粮液集团

流动，2011年五粮液集团下的进出口公司销售五粮液酒
的单价是 418元/瓶，然而五粮液对进出口公司的供货单
价为 226元/瓶，价差竟高达 192元/瓶。可见，五粮液与其
集团进出口公司间的关联方交易是有失公允的，这就是

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三）非流动资产处置及相关案例

非流动资产处置包括出售、转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股权投资等资产。资产置换有利于公司进行资产结构

优化，然而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关联方交易，使得处置非流

动资产的损益变成亏损上市企业突击盈利的手段。这种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不具有可持续性，还会影响企业长

期的发展。2011年在51家扭亏的公司中，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的构成中，占首位的为资产处置收益，达到94.46%。
案例3：ST寰岛为实现摘星与关联方进行资产置换以

及股权转让，2010年公司进行资产重组，2010 年底公司年
报中出现净利润 3 725.05万元，公司实现大幅度扭亏为
盈，据统计，2010年有 48家公司进行资产重组，且有48家
公司被撤销∗ST。
（四）债务重组及相关案例

债务重组指的是当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形下，

债权人依照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定而让步的

情形。债务人是债务重组的受益方，所以债务重组成为很

多亏损上市公司扭亏为盈的主要手段。

案例 4：S∗ST朝华公司 2004 ~ 2006年间连续三年亏
损，该上市公司于2007年5月23日暂停上市。因其面临严
重的债务危机，朝华集团公司管理层2007年12月21日当
天开始实行《重整计划草案》，并于 2007年底完成债务重
组，2008年4月公布的2007年年报显示，该公司通过债务
重组获得收益99 200万元，公司扭亏为盈。2008年5月，朝
华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恢复上市的申请，公司从

而成功避免退市。2007年，年报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106 9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后归属于企业股
东的净利润为-114 400万元。由此可见，正是债务重组利
得挽救了朝华公司的命运。

（五）其他营业外收支及相关案例

根据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披露可看出，许多上市公

司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数据不细致。比如，“除上述各项

之外的营业外收支净额”这个项目，包含处置非流动资产

的损益、固定资产的盘盈、债务重组损益以及非货币性交

换损益等。比如，2011年成发科技的年度报告披露了
300.72万元的非经常性损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有288.62
万元，所占比例竟高达95.98%，而在年报中没有其他非经

常性损益的具体信息。

我国现行的利润表上虽然没有非经常性损益这一项

目，但是有关业务设置了相应的会计科目，比如“资产减

值损失”、“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营业外收

入”、“营业外支出”等相关的账户，因此在年报披露中应

该有可能将相应内容做详细披露。

案例 5：美的电器 2010年年报显示，公司本年实现的
营业利润为 255 671.78万元，公司营业外收入 257 029.64
万元，营业外支出16 384.35万元，公司的营业外收支的净
额较上期增长 932.46%。公司因巨额营业外净收益而使
2010年利润总额实现 496 317.08万元，比上期增长了
80.29%，公司实现净利润 312 709.74万元，比上期增长了
69.24%。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2010年的非经常性损益中，
公司非流动性资产的处置损益为-1 447.50万元，政府补
助收益为14 848.76万元。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影响的

总体判断

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调节利润的主要的

动机有：①扭亏为盈或避免亏损，特别是微利企业和T 族
企业。②当企业亏损时，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为以后调
节利润做准备。③T 族企业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调节
盈余，以期摘星。因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上市企业的

盈余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

下面以沪市 2009 ~ 2013年的上市公司为例，统计分
析如下表1。

从表 1可知，2009 ~ 2013 年沪市上市公司净利润中，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总额与净利润总额相比连续五年分别

是 10.26%、7.9%、22.8%、13.18%、14.98%，这说明在沪市上
市公司的全部净利润中，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上市企业

的业绩有一定影响。

三、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项目扭亏为盈情况分析

微利企业和T族企业比其他企业有较强的动机利用
非经常性项目损益扭亏为盈，本文假设基本每股收益在0
~ 0.1 元间的上市公司为微利企业，将企业名称前标有ST
及∗ST的上市公司称为T 族企业。上市公司净利润虽为正
值，但是扣除非经常性项目损益之后的会计盈余是负值

表 1 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统计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的均值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均值

净利润的均值

非经常性损益
额占净利润的
比例

2013年

6 275.76

35 627.18

41 902.95

14.98%

2012年

9 001.10

59 273.60

68 274.70

13.18%

2011年

20 935.04

70 889.79

91 824.82

22.80%

2010年

5 962.54

69 528.91

75 491.44

7.90%

2009年

5 160.12

45 116.10

50 276.22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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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扭亏为盈的状况。以沪市 2009年至 2013年的上市公
司为例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

根据表 2，列出对比图“扭亏为盈的公司数与各样本
总数对比情况”。

综上可知，2009 ~ 2013年沪市上市公司总体样本中利
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现扭亏为盈的情形基本稳定，比

例都低于 15%，而且 2011年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的比
例较前两年下降，说明 2011年沪市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
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 2013年比例
又有所上升，这可能基于证监会在 2012年 7月份修订股
票上市规则，变更了暂停上市企业恢复上市所必需的条

件，上市公司为了保住壳资源而采取一系列扭亏为盈的

措施。

可以看出，微利企业和T族企业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实现扭亏为盈的比例要高于总体样本状况，微利企业，

连续五年均高于 39%，2011年甚至达到 50%。这说明微利

企业和T 族企业是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利润调节
实现扭亏为盈的主体。

四、改进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的政策与建议

1. 完善会计准则。现行会计准则尽管能显著遏制上
市公司利用特定资产进行相关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而

进行的利润操纵，但是由于引入公允价值而使公司利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项目进行利润操纵。

所以在修订新会计准则时，应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可以增加有关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的准则

及规范。使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披露更加完善并具有合

法性和权威性，并鼓励上市公司定期统计分析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2. 规范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披露。参照国际会计准
则的规范，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作为表内披露的方式，改

变原有的表外披露的模式。在利润表上，将经常性损益项

目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分别列示，分析非经常性损益各

项目金额占其总额的百分数，通过重要性的判断来降低

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3. 提升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一方面应强调审计人
员的独立性，应由证监会成立一个独立第三方，上市公司

可通过缴纳会费的方法支付给独立第三方相关的审计费

用，由独立第三方聘用或更换注册会计师。另一方面加强

相关法规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注册会计师违规

成本加大，同时强化审计准则建设，经常进行会计审计职

业教育活动，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自身执业水平。

4. 强化及改善相关部门的监管。重点监管公司中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对净利润的重大影响，并且遏制公司使

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调节利润的行为。

建立相关制度以评估财务报告披露的质量，目前证

监会只是规定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列报内容，还没有

相应的评估制度，以避免出现上市公司违反列报扭亏为

盈，操作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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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数

利用非经常性
项目损益扭亏
为盈公司数

年度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总体样本

840

865

893

914

833

104

112

113

135

103

微利企业

196

180

189

213

204

84

86

94

105

81

T族企业

32

31

31

31

32

10

16

7

8

11

表 2 沪市上市企业利用非经常性项目损益扭亏为盈状况

扭亏为盈公司数与各样本总数对比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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