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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特征和手段
——基于2008 ~ 2013年证监会处罚公告

刘 元，林爱梅（博士生导师），单雅迪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本文以2008 ~ 2013年证监会查处并出具处罚公告的56家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舞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特征和手段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存在财务

报表附注舞弊偏好、跨年舞弊频发、特定行业多发、监管层处罚过轻、注册会计师审计有效性欠缺等特点，同时在舞

弊手段的选择上呈现多样性和隐蔽性的特征，出现了更为新颖的舞弊手法。这说明，随着我国监管政策和力度的不

断完善与加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现象并没有得到绝对的遏制，一些新的问题值得关注。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

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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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尽管日趋成熟，但
仍旧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财务报告舞弊频发，极大地扰

乱了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分析财

务报告舞弊的特征和手段，研究遏制财务报告舞弊的对

策，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以

2008 ~ 2013年间证监会公布的处罚公告为数据来源，剔除
其中处罚个人及金融类公司的公告，筛选出 56家年度报
告存在舞弊的上市公司，对它们舞弊发生当年的154份年
报进行了统计研究。

一、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特征

财务报告舞弊是指公司不遵循财务会计报告标准，

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手段，歪曲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

务状况和某一段时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对企业的经营

活动情况做出不实陈述的财务会计报告，从而误导信息

使用者的决策。

本文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舞弊类型、跨年舞弊发

生情况、舞弊上市公司的行业归属、证监会对舞弊公司的

处罚及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有效性五个方面研究了我国上

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特征。

1. 财务报告舞弊类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依据
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多种分类方法，本文一改传统的分类

方法，依据舞弊的财务信息在年报中存在的形式，将财务

报告舞弊分为调节利润类、调节资产负债类和财务报表

附注类。

由表1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的信息舞
弊在三种舞弊类型中的比率最高，为44.80%；上市公司人
为调节实际利润的舞弊占所有舞弊的 29.41%；调节资产

负债表项目、虚假披露上市公司实际资产负债情况的舞

弊占所有舞弊的 25.79%。由于在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中
进行舞弊难度更高，性质也更为严重，上市公司更倾向于

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虚假披露相关会计信息和隐瞒披露重

大会计事项。

由表2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不一定只存在某一类信息
舞弊，三种类型的舞弊也可能同时发生。而公司财务报告

舞弊类型

调节利润类

调节资产负债类

财务报表附注类

合 计

数量

65

57

99

221

占比（%）

29.41

25.79

44.80

100.00

表 1 2008~2013年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
上市公司舞弊类型统计（一）

舞弊类型

仅是调节利润类

仅是调节资产负债类

仅是财务报表附注类

既是调节利润类又是调节资产负债类

既是调节利润类又是财务报表附注类

既是调节资产负债类又是财务报表附注类

同时是调节利润类、调节资产负债类和财务报
表附注类

合 计

数量

25

15

57

15

15

17

10

154

占比（%）

16.23

9.74

37.01

9.74

9.74

11.04

6.49

100.00

表 2 2008~2013年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
上市公司舞弊类型统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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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弊仅是财务报表附注类的舞弊占比最大，达到

37.01%，其次是仅是调节利润类舞弊，为16.23%，这也能说
明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在财务报表附注上舞弊，并且调节利

润的动机强烈。

2. 跨年舞弊发生情况。除去少数特殊情况，由于所处
行业及自身经营周期的原因，上市公司出现经营困境往往

持续好几年，在这期间，上市公司都有动机通过舞弊来避

免遭受外部监管者的处理及被投资者抛弃，因此上市公司

在舞弊当年之后的年度若没有办法及时扭转局面，跨年连

续舞弊就很有可能发生。

由表3可以看出，单单在某一年进行舞弊的上市公司
仅占所有舞弊公司的 26.79%，有 2家公司甚至连续 8年舞
弊，而连续两年舞弊的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

32.14%，这可能与上市公司有较大可能性在两年内扭转不
利局面有关。这说明上市公司为了自身特殊的目的，更多

的是持续多年连续地进行舞弊。

3. 舞弊上市公司的行业归属。根据证监会 2012年 10
月 26日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文研究的 56
家样本公司分属其中 24个行业。其中，房地产行业、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综合业公司出现的舞弊较多，分别有 6家、5家、4家、4家
和 3家。这些行业是财务舞弊的多发行业，监管机构应对
这些行业重点防范。

4. 证监会的处罚。如表4和表5所示，2008 ~ 2013年间
被证监会处罚的 56家上市公司所涉及的 58份处罚公告

中，除6份没有相关处罚记录，其余 52份的处罚手段主要
是责令改正、警告和罚款，罚款金额介于10万元到60万元
之间，均值仅为39.41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在现行的处罚
制度下，上市公司的舞弊成本极低，极不利于防范舞弊的

发生。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加大对公司财务报告舞

弊的惩罚力度，增加公司造假成本，新的、更具震慑力的处

罚制度亟待制定并出台。

5.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有效性。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
司财务报告的审计被誉为“证券市场的第一道防线”。注册

会计师的使命是评价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是否

真实及完整，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在清楚地了解上市公司的

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前提下做出决策。

由表6可以看出，在154份舞弊年报中，注册会计师出
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数量竟然有 107家，占比达到 69.48%，
而因可能存在重大舞弊被出具保留意见（加事项段）或无

法表示意见的只有21家，占比仅为13.64%。这一结果充分
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有效性之低，注册会

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远远没能成为“证券市场

的第一道防线”，值得我们深思。

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

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繁多，为了系统而

清晰地反映这些舞弊手段，本文分别对前述三类舞弊形式

下样本公司常用的舞弊手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进一步

对跨年舞弊的舞弊手段是否变更进行了特别分析。

1. 调节利润。调节利润类财务报告舞弊是人为地对
利润表中的数据直接进行串改，违背了最基本的会计制度

和要求，在财务舞弊三性（违法性、故意性和危害性）上均

表现得最为严重，是性质最为恶劣的财务舞弊行为。根据

表1中三种舞弊类型出现次数的统计，调节利润类财务报
告舞弊出现次数位居第二。因此，对这类舞弊要给予格外

的重视，对其常用的舞弊手段进行研究无疑对预防和发现

这类舞弊大有裨益。

如表7所示，舞弊公司有6种常用的调节利润的手段，
分别是虚增收入、虚减成本、少计资产减值损失、少计期间

费用、多计投资净收益和虚增营业外收益。其中，虚增收入

跨年数

数量

占比（%）

1年

15

26.79

2年

18

32.14

3年

6

10.71

4年

9

16.07

5年

4

7.14

6年

1

1.79

7年

1

1.79

8年

2

3.57

合计

56

100.00

表 3 2008~2013年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
上市公司跨年舞弊统计

处罚类型

警告

罚款

警告、罚款

责令改正、罚款

责令改正、警告、罚款

合 计

数量

1

7

26

4

14

52

占比（%）

1.92

13.46

50.00

7.69

26.92

100.00

表 4 2008~2013年间证监会处罚公告中
处罚类型统计

罚款金额（万元）

极小值

10

极大值

60

均值

39.41

表 5 2008~2013年间证监会处罚公告中
存在罚款处罚的罚款金额统计

注：有效的N（列表状态）：51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

无保留意见加说明段

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加事项段

无法发表意见

合 计

数量

107

16

10

10

4

7

154

占比（%）

69.48

10.39

6.49

6.49

2.60

4.55

100.00

表 6 2008~2013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舞弊
当年年报被出具的审计意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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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调节利润类舞弊手段中占比 66.67%，说明舞弊公
司在调节公司实际利润时，最惯用的手法便是通过虚构

销售合同及发票、提前确认收入、不实计价、不冲减售后

退回等直接方法来虚增营业收入。此外，通过少计销售费

用（广告费用居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来调

节利润也较多地为舞弊公司所采用。通过以上分析，注册

会计师和监管部门在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和监

管时，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期间费用的关注。

2. 调节资产负债。调节资产负债类财务报告舞弊是
对资产负债表项目中的数据直接进行串改，隐瞒真实的

资产负债情况，将直接影响到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

策，同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研究这类舞弊的舞弊手段，

主要应从那些变动灵活、人为改动可操作性强、不易被察

觉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入手。

如表8所示，舞弊公司在调节自身真实资产负债情况
时，往往是通过调整一系列资产负债表项目来实现的。比

较常用的有 11种手法，分别是虚增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
资金，虚增存货，隐瞒交易性金融资产，虚增固定资产，虚

增在建工程，虚增无形资产，虚增（减）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少计资产减值，少提坏账准

备，虚减银行借款，虚减（增）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其他应

付款。其中，调节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出现的次数最

多，占所有调节资产负债类财务舞弊手段的21.25%。舞弊
公司明显青睐于这种舞弊方法，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方

法的实施相对易操作，且数量多难被察觉；另一方面虚增

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能直接影响企业的流动资产状

况和现金流，给外界传达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稳

定、短期偿债能力强等特征。虚增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也

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两个项目往往金额巨大，能直接影响

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此外，对影响企业现金流的往来款

项及影响流动负债的银行借款进行虚假记载也是资产负

债类财务舞弊常用的手法，应给予重视。

3. 财务报表附注舞弊。上市公司有义务及时、真实和
完整地披露所有会计信息。财务报表附注类财务报告舞

弊是指上市公司隐瞒一些应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

的重大会计事项或重要说明，这些信息可能对上市公司

未来的可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表现产生重大影响。依据表

1中三种舞弊类型的统计数据，财务报表附注类财务报告
舞弊出现的次数最多，将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产生严重

的危害。

如表 9所示，从上市公司舞弊实例来看，舞弊上市公
司出现最多的是隐瞒披露重大会计事项，包括：未披露关

联交易、未披露重大诉讼事项、未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情况、未披露重要高管长期不在位情况、未披露重大资

产变更项、未披露重大投资项、未披露重大合同事项、未

披露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重大事项及其他未披露重大事

项。其中，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出现得最多，是财务报

表附注类舞弊的主要舞弊手段。

4. 跨年舞弊的舞弊手段变更情况。上市公司在出现

舞弊手段

虚增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资金

虚增存货

隐瞒交易性金融资产

虚增固定资产

虚增在建工程

虚增无形资产

虚增（减）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
账款、其他应收款

少计资产减值

少提坏账准备

虚减银行借款

虚减（增）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其他
应付款

合计

数量

17

2

7

13

6

3

8

4

2

8

10

80

占比（%）

21.25

2.50

8.75

16.25

7.50

3.75

10.00

5.00

2.50

10.00

12.50

100.00

表 8 调节资产负债类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统计

舞弊手段

未披
露关
联交
易

未披露重大诉讼事项

未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未披露重要高管长期不在位情况

未披露重大资产变更项

未披露重大投资项

未披露重大合同事项

未披露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重大事项

其他未披露重大事项

合 计

未披露重大担保事项

未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

未披露关联关系

未披露与关联方经营性与非经营
性资金往来

数量

55

33

17

14

13

4

3

2

2

2

1

12

158

占比（%）

34.81

20.89

10.76

8.86

8.23

2.53

1.90

1.27

1.27

1.27

0.63

7.59

100.00

表 9 财务报表附注类财务报告舞弊手段统计

舞弊手段

虚增收入

虚减成本

少计资产减值损失

少计期间费用

多计投资净收益

虚增营业外收益

合 计

数量

54

3

4

13

5

2

81

占比（%）

66.67

3.70

4.94

16.05

6.17

2.47

100.00

表 7 调节利润类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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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舞弊后，在舞弊手段的选择上是否发生变更？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监管层快速识别舞弊上市公司是否连

续多年舞弊。

如表 10所示，在对 41家存在跨年舞弊的上市公司跨
年舞弊手段的跟踪研究中发现，出现同样的舞弊类型并

且采用的舞弊手段一致的上市公司数量为 27家，占所有
跨年舞弊公司的 65.85%；跨年舞弊类型和舞弊手段比较
接近的有13家，占所有跨年舞弊公司的31.71%；而舞弊类
型或舞弊手段不一致的跨年舞弊上市公司只有1家。说明
那些跨年连续进行财务报告舞弊的上市公司，因为面临

同样的困境，舞弊目的往往相同，最终采用的舞弊手段也

大多相同或接近，这也跟舞弊公司财务部门的操作习惯

有一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通过对 2008 ~ 2013年间证监会查处并
出具处罚公告的56家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舞弊的上市公司
舞弊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呈现财务报
表附注舞弊偏好、跨年舞弊偏好、特定行业舞弊偏好、监

管层处罚过轻、注册会计师审计有效性欠缺等特征。

首先，在财务报告舞弊类型上，上市公司对财务报表

附注中的信息舞弊具有明显的偏好性，并且往往多种类

型的舞弊同时进行；其次，舞弊的上市公司中，跨年财务

报告舞弊极其普遍，其中又以连续两年为最多；再次，上

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集中在房地产行业、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综合业

等行业，这些行业应是监管层预防和治理上市公司财务

报告舞弊的重点；另外，我国目前针对财务报告舞弊实施

的处罚措施较轻，不能起到很好的震慑和预防作用；最

后，我国现阶段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有效性极低，远没能成

为“证券市场的第一道防线”。

（2）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手段多样，具
有较强的隐蔽性。通过对三类舞弊形式下样本公司常用

的舞弊手段分析，虚增收入、虚减成本、少计资产减值损

失、少计期间费用、多计投资净收益、虚增营业外收益是

上市公司常用的调节利润的手段，其中又以虚增收入为

最多；虚增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资金，虚增存货，隐瞒交

易性金融资产，虚增固定资产，虚增在建工程，虚增无形

资产，虚增（减）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其他应收

款，少计资产减值，少提坏账准备，虚减银行借款，虚减

（增）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其他应付款是上市公司常用的

调节资产负债结构的手段，其中以虚增银行存款或其他

货币资金为最多；财务报表附注类舞弊的手段则更加多

样化，其中以未披露关联交易为最多；跨年连续进行财务

报告舞弊的上市公司，不同年份的舞弊类型和舞弊手段

也大多相同或接近。

2. 对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减少上市公司舞
弊行为的发生，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保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本文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1）加强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完善立法，加强执法。要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不断改进现有法律制度以适应资本

市场的发展趋势，对一些抽象性的条款要予以细化和明

确，进一步缩减规则上的漏洞，压缩舞弊空间。同时要加

强执法力度，违法必究，彰显出法律的威慑力。

（2）提升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要积极引导
注册会计师队伍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行为，提升

专业能力，加强责任意识，建立更加严格的问究机制，提

升注册会计师队伍执业的准确度和效率。

（3）加大舞弊查处的力度。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等直
接监管机构要加大对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查处力度，严

厉执法，时刻保持高压态势，让舞弊行为无处藏身。

（4）加大处罚力度。现阶段，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告
舞弊所遭受的外部处罚难以对上市公司的发展造成较大

的伤害，也因此，我国目前的处罚措施对上市公司的舞弊

行为不能起到很好的震慑和预防作用，这方面新的、更有

力的政策亟待研究制定并施行。

（5）加强审计手段和审计方法的研究，提升效率。上
市公司进行财务报告舞弊有着各自各样的手段和方法，

这些舞弊尽管被巧妙地隐藏，但并非无迹可寻。对上市公

司的舞弊特征、规律和手段等加以深入研究，探索出更为

高效的舞弊识别体系，必然能极大地提升效率，更好地监

管和打击上市公司舞弊等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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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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