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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作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成果，是审计质量的最终体现，是投资者、债权人等各利

益相关者对上市公司做出投资决策和评价的依据。2014
年5月19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公布了2013年最后
一期年报审计快报，共2 534家上市公司如期公布了审计
报告。为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已公布审计报告意见的类

型，本文搜集了 2009 ~ 2013年 5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报
告，对此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期发现目前审计市场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统计

本文搜集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2009 ~ 2013年近 5年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对数据进行了系统化整理与分析，以

探索其变化趋势，并探究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本文数据

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和国泰安数据库。

（一）2009 ~ 2013年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总体
情况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统计2009 ~ 2013年沪深两市发布的A股所
有上市公司的标准审计报告意见和非标审计报告意见，

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 1可以看出，2009 ~ 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沪深证券交易

所迅速扩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量逐年扩大，由2009
年的1 774家上升到2013年的2 534家。
与之同时，审计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会计师事务

所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审计鉴证。从审计结果看，标准审

计报告意见不管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呈逐年上升趋

势，绝对数由 2009年的 1 656家上升到 2013年的 2 450
家，相对数由 2009的 93.35%上升至 2013年的 96.69%，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的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却呈逐

年下降趋势，绝对数由 2009年的 118份下降到 2013年 84
份，相对数由2009的6.65%下降到2013年的3.31%。
为了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

为，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了修订的审计准则（简
称“新审计准则”），并于 2007年 1月正式施行。新审计准
则体系全面贯彻了风险导向审计理念，要求注册会计师

首先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进行了解并对重大错报风险

进行识别和评估，这样，承担审计鉴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及

其注册会计师就面临了高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实施

审计程序中会更加谨慎，也迫使那些财务状况不好的企

业减少对财务报表的粉饰，更规范地披露企业会计信息，

促使审计报告意见朝着良好方向发展。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进一步规范了会计信息的披

露，不论是在财务报告目标方面，还是在会计信息质量方

面，都更强调决策有用观和充分披露观，这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二）2009 ~ 2013年非标准审计意见分布情况分析
本文在表 2的基础上对 2009 ~ 2013年发布的非标准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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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2009 ~ 2013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报告意见类型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意见与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的趋势呈现鲜明对比，前者呈上升趋势，后者则呈下降趋势，但前

者中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所占的比重很大，而保留意见所占比重却相对减小。本文同时对沪深两市主板与

中小板上市公司、ST类公司的审计报告意见分布情况以及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出具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最后从完
善相关法规、把ST类公司作为重点审计领域、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审计意见类型；非标准审计意见；主板企业与中小板企业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标准审计意见

数量

1 656

2 011

2 248

2 382

2 450

比例

93.35%

94.50%

95.13%

95.59%

96.69%

非标准审计意见

数量

118

117

115

90

84

比例

6.65%

5.50%

4.87%

3.61%

3.31%

合计

1 774

2 128

2 363

2 492

2 534

表 1 2009 ~ 2013年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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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类型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从表 2可以
看出，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和保留意

见都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而无法表示意见呈现逐年
下降趋势。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9 ~ 2013年 5年没
有出具一个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本文认为，原因在于被出

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存在经营混乱

的情况，如果注册会计师发表否定意见就必须同时明确

调整方法，对这种上市公司进行调整的过程非常烦琐，工

作量非常大，所以注册会计师通常不会轻易出具这样的

审计报告，而将其变通为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审计

报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市公司对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极其排斥，对出具此类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非常反感，

而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竞争激烈，为了保住客源，会计师

事务所可能会不惜牺牲独立性，以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等

为由，在已经发现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没有按照相关会

计准则和会计法规的规定编制，导致未能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时，仍

然用无法表示意见取代否定意见。

由表2还可以看出，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
留意见在所有非标准意见中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占比最

高为2011年的80%，最低为2013年的67.86%。审计报告中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是上市公司得不到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情况下的最佳审计意见，这可能是注册会计

师和被审计单位都乐意接受的结果。保留意见除了在

2010年出现了一个小的波动外，2009 ~ 2013年5年基本上
保持上升趋势。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类型除了在

2009年有19份以外，其他各年基本保持稳定，且大部分集
中在ST类公司。这一方面说明上市公司的大部分非标准
审计报告意见涉及的事项并不非常严重，不至于让注册

会计师对其出具严厉的审计报告；另一方面，很可能会有

注册会计师迫于公司压力，出具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审计

报告，他们通常会用带强调事项段取而代之，所以注册会

计师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与独立性。

（三）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在 ST类公司与非 ST类公
司之间的分布情况

本文继续对非标审计报告在 ST类公司与非 ST类公
司之间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除2012年和2013年ST类公司占所
有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公司的比例有所下降外，其余三

年（2009 ~ 2011年）所占的比例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
ST类公司更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ST类公司
因连年出现亏损所致，而亏损积累会越来越大，导致企业

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诉讼案等或有事项增加、持续经营能

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这意味着这类公司面临着较大的

经营风险，甚至被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压

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公司盈余操纵的动机较强。因此

注册会计师会承受更大的审计风险和外界压力，为了有

效规避潜在风险，迫于客户的压力或出于执业的谨慎性

考虑，通常会对这类公司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这样既迎

合了客户的要求，又不需要承担相关的审计责任。

从表 3还可看出，ST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
告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呈下降趋势，其中绝对数

由 2009年 78份下降到 2013年 22份，相对数由 2009年
66.10%下降到2013年26.19%，且降幅较大。这说明注册会
计师在高风险审计领域的执业态度比之前更加谨慎。尽

管这样，仍然不能排除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达成默契，

从而出具不符合实际的审计报告意见的可能性。

（四）2013年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出具的原因分析
本文继续深入分析非标准审计报告形成的原因。

1. 对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原因
分析。表 4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公布的 2013年 1 ~
16期的年报审计快报中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的公司数量，经本文归纳与整理，得出57份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具体情况。其中，有29
份审计报告是因为被审计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而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占50.88%；因或有事项而出具此类审计报告的
共20份，占35.09%；因其他重要事项而出具此类审计报告
的共8份，占14.03%。由此得出结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是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

年 份
公司类型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ST、∗ST、
S∗ST、SST

78

66.10%

82

69.50%

78

67.83%

46

51.11%

22

26.19%

其他

40

33.90%

36

30.50%

37

32.17%

44

48.89%

62

73.81%

合计

118

100%

118

100%

115

100%

90

100%

84

100%

表 3 2009 ~ 2013年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类型

年份
审计意见

类型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

86

87

92

72

57

72.88%

74.36%

80.00%

80.00%

67.86%

保留意见

13

23

19

15

22

11.02%

19.66%

16.52%

16.67%

26.19%

无法表
示意见

19

7

4

3

5

16.10%

5.98%

3.48%

3.33%

5.95%

否定
意见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计

118

117

115

90

84

表 2 2009 ~ 2013年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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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审计报告的重要原因。

2. 对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原因分析。表5列示了
本文统计的 22份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具体情况，其中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共13份，占59.09%，因存在其他重大不确定事
项而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共 9份，占 40.91%。由此可以
看出，因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判断不确定事

项的性质，但影响范围还不很大，是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重要原因。

3. 对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原因分析。本文
共统计得出5份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出具原因全
部是因为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且

影响范围很大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2013年非标准审计报告类型在沪深两市的比较
1. 主板市场与中小企业板市场的比较。本文继续统

计了沪深两市主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2013年非标准意见
审计报告的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截至 2014年4月30日，40家具有证
券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共为 2 534家上市公司出具

了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沪两市主板市场上市公司总数

为 1 436家，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共 67份，占
4.67%，其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8份，占
71.64%；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6份，占 23.89%；无法表示意
见审计报告3份，占4.47%。研究期沪深两市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总数为 719家，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共 12
份，占 1.67%，其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6
份，占 50%；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份，占 33.33%；无法表示
意见审计报告2份，占16.67%。
上述数据表明，中小企业板市场的审计报告意见类

型要明显好于主板市场。主要原因是，中小板企业通常具

有较高的资产质量和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而且多数具

有技术含量高的科技产品，因而企业的经营业绩比较好、

财务状况比主板企业好，其与处在成熟期的主板企业相

比，大多数正处在公司发展的上升阶段，具有高成长性，

因此业绩增长快、盈利能力强。另外，中小板企业相对于

主板企业来说，设立时间晚且设立时资本市场背景好，没

有通过各种不道德甚至不合法的途径对公司进行过度的

粉饰，因此其质量也会相对好一些。深圳证券交易所最近

几年陆续发布了针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政策文件，

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

范。因此，这些法规的颁布，规范了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年报的编制、报送和披露，使其年报信息披露质量得到提

高，同时也提高了其市场透明度。

2. 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分
布比较。具体如表7所示：

从表 7可以看出，截至2013年4月 30日，上交所上市
公司总数为957家，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共39份，
占 4.08%，其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7份，
占 69.23%；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0份，占 25.64%；无法表示
意见审计报告 2份，占 5.13%。深交所上市公司总数为
1 577家，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共 43份，占 2.73%，
其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28份，占非标意见的
65.12%；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2份，占 27.91%；无法表示意
见审计报告3份，占6.98%。
总体来讲，深市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类型总体上要稍

好于沪市上市公司；而从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具体类型

的相对数来看，沪深两市并无太大差异。

意见原因

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或有事项

其他重要事项

合计

数量

29

20

8

57

占带强调事项段
无保留意见的比例

50.88%

35.09%

14.03%

100%

占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比例

34.52%

23.81%

9.53%

67.86%

表 4 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形成的原因

意 见 原 因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其他重大不确定事项

合计

数量

13

9

22

占保留意见
的比例

59.09%

40.91%

100%

占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比例

15.48%

10.71%

26.19%

表 5 保留意见的原因与比例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小计

合计

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

沪市
主板

916

29

10

0

2

41

957

4.28%

深市
主板

453

19

6

0

1

26

479

5.43%

主板
合计

1 369

48

16

0

3

67

1 436

4.67%

中小
企业板

707

6

4

0

2

12

719

1.67%

其他

374

3

2

0

0

5

379

1.32%

合计

2 450

57

22

0

5

84

2 534

3.31%

表 6 主板与中小板企业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意见类型

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非标准意见合计

上交所

数量

27

10

2

39

比例

69.23%

25.64%

5.13%

4.08%

深交所

数量

28

12

3

43

比例

65.12%

27.91%

6.98%

2.73%

表 7 沪深两市非标准审计报告意见分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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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 ~ 2013年5年间审计报告类型分布原因分析
根据统计，本文对2009 ~ 2013年5年的审计报告类型

分布进行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如下：

1. 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我国
资本市场发展至今，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国家也相应地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监管上市公司的行为，由此，上

市公司规范了财务信息的披露，使得财务报表的可信赖

程度提高。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之间一直都存在一

种博弈关系，相对于大规模的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更

容易处于劣势，然而随着国家对上市公司监管力度的加

强，使得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处理具体问题时有规可

循，在博弈中也会向有利的一方转变，从而使上市公司更

容易接受和采纳注册会计师提出的建议。

2. 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高。现行会计准则和新审计
准则已实施多年，相关部门还在不断地对其进行修订与

完善，同时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并逐渐与国际接轨，证

券监管部门加大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采取了一系列有

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措施，如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

资产大规模重组并购等，使ST类公司的数量大幅度减少。
上市公司无论从财务上还是营运、盈利上都有了较大的

改善和提高，从根本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深市创业板

于2009年10月23日正式启动，新上市的上市公司财务状
况较好，绝大多数被出具的是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以 2013年为例，深市创业板 379家公司中，只有 5家被出
具了非标准审计报告，只占到 1.32％，所以在整体上较大
程度提高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比例。

3. 政府大力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政府不断
完善相关制度并相继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极力营造一

个良好的环境。以 2009年国台办发布的 56号文件为起
点，国家陆续发布政策文件支持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

做大做强，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关注。与

此同时，我国还将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表纳

入注册会计师审计范围，从而拓宽审计领域，推动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业务的转换和升级。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建议

1. 完善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体系，加强对被审计单位
的监管。我国虽然已建立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体系，但是

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使相关法规的有效实行产生

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完善需要实践检验，这是一个不断

改进的过程。要想保证被审计单位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

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不断完

善会计与审计准则。只有准则完善了，才能更有效地约束

被审计单位的行为，不让那些存在不良动机的被审计单

位有机可乘，审计质量才会相应地提高。

为此，应从两个方面加强对被审计单位的监督与管

理：第一，被审计单位信息披露的机制很重要，因此要着

重对其进行监督与管理。第二，被审计单位粉饰财务报表

发布虚假财务信息的主要责任人有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会

计机构负责人，可以说，财务报表质量的好坏跟他们有直

接的关系，只有明确他们的责任并制定有效的奖罚机制

对其进行管理，才能提高财务报表的质量。

2. 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体制和机制。从上文一
系列统计与分析中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在出具非标准

意见审计报告时，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的应用并不规范，出具这种审计报告的原因大多没有明

确的解释，往往一笔带过。而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所占比重之所以上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注

册会计师为迎合客户公司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与其进行串

通，将一些实质性问题予以淡化处理，用温和的审计意见

取代本应严厉的审计意见，造成财务报表使用者产生误

解，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应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

管体制和机制，细化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

告的规定，规范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应

用，促使审计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3. 进一步关注ST类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于财务状况
差、连续多年亏损、经营风险大，ST类公司很可能通过粉
饰财务报表的方法进行财务造假。从本文的统计可以看

出，虽然ST类公司在2012年与2013年占所有非标准意见
审计报告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多年来一直占据百分之六

十以上的高比例，大大超出了非ST公司，并且其带强调事
项段无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的比例也很高。因此，注

册会计师不能掉以轻心，应在今后审计工作中以充分的

职业谨慎性和高度的职业怀疑态度来对此类公司进行审

计，降低审计风险，发表的审计意见也才会更恰当，同时

又能维护自身及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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