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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且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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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期间费用的角度出发，以“三公费用”为切入点，探究“八项规定”对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

“八项规定”的实施对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八项规定”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从一定程度上

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具体而言，“八项规定”实施后，企业的“三公费用”显著减少，管理费用亦呈现下降趋势。然而，

进一步细分发现在业务招待费用下降的同时，剩余管理费用却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剩余管理费用与业务招待费用

之间的倍数逐年升高，这表明“八项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在短期内存在盲区。

【关键词】八项规定；管理费用；在职消费

一、引言

2012年 12月 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

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

定”的出台和实施在群众和媒体之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和热议。相关的报道最初侧重于“八项规定”对高档消费

行业业绩的影响，规定实施后，诸如五星级酒店、高档餐

饮业等行业业绩下滑，最后这些行业转向平民市场，逐渐

回归服务业本质。今年两会期间，从会议餐饮到代表委员

的衣着穿戴、秘书、随从等各个方面的细节，处处可见“八

项规定”对人们作风和观念的改变，处处体现崇尚俭朴的

会风和“八项规定”给两会带来的新气象。最近，民众关注

的焦点集中在了“八项规定”实施的结果，据媒体报道，执

行“八项规定”而节约的资金主要用于民生工程、省市的

重点中心工作支出等，真正实现了惠及民生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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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项规定”颁布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企业的运

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八项规定”所涉及的经费项目，最

主要的是“三公费用”，即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

费、公务接待费，其次是会议费、各类活动支出、日常办公

费用等，涉及费用明细包括：办公费、差旅费、通讯费、董

事会费和会议费等。这些经费项目一般设置在“管理费

用”科目下。由于“管理费用”科目反映的信息范围广、种

类繁杂，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明细科目的设定，

因此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前，即 2012年以前的财务报表

中，在职消费会以多种多样的条目反映，如：应酬费、交际

费、行政招待费、自有汽车费、出国人员经费等，甚至出现

礼品费、酒店开办费、贵宾厅使用费、酒店入门费等奢侈

腐败的名目。“八项规定”实施后，在职消费行为被明令禁

止，相关费用名目显著减少，上述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有

所遏制，一些必要的业务招待费、汽车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通常与办公费、差旅费等合并为一个科目。由此可以推

论，“八项规定”的实施能够减少“三公费用”的发生，随着

“三公费用”的减少，管理费用将呈现下降趋势，期间费用

也将减少。

但是，在管理费用数额降低的同时，管理费用内部结

构，也就是各个明细科目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是

否会存在这样一种移花接木的可能：迫于政策规定，企业

将一些违反“八项规定”的费用记录在除业务招待费、公

车使用费或出国经费以外的科目上？通过查阅上市公司

连续几年财务年报附注中的管理费用相关内容，笔者发

现个别企业在“八项规定”出台后业务招待费骤然降为

零。这是对“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还是对不合理在职消

费行为的欲盖弥彰？

为探究“八项规定”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管理费用的影

响，本文以云南省25家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委

托代理理论，以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等作

为代理成本的表征，研究2010 ~ 2013年企业费用的变化，

从期间费用、管理费用到“三公费用”，逐层探析“八项规

定”实施对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具体数据详见表1。

表1中的各项费用为 25家样本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的

对应费用的平均值；期间费用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

销售费用之和，“三公费用”指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

和出国经费之和，剩余管理费用指除去“三公费用”以外

的其他管理费用；费用率为各项费用与相应的企业于该

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资产总额的比率，剩余管理费用

率与“三公费用”率比值用于衡量管理费用内部结构的

变化。

二、“八项规定”对企业期间费用的影响

图1描述了企业期间费用的变化，可以看出期间费用

在逐年上涨。考虑到企业费用受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以

费用与企业资产总额的比值衡量费用支出水平。

如图 2所示，期间费用率于 2012年出现拐点，2010 ~
2012年之间，期间费用率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增幅为

0.25%，2012年增幅为0.33%，这体现了企业正常成长情况

下费用的变化形态。2012年以后，期间费用率发生较大幅

度的下降，2013年增幅为-2.96%，这一变化反映出“八项

规定”对企业期间费用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三、“八项规定”对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

从图 3、图 4中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费用数额以及管理

费用率的变化趋势。管理费用的绝对金额逐年增加，各年

数值分别为20 175万元、26 122万元、28 105万元、36 165
万元。管理费用率于 2010 ~ 2011年期间维持在 4.64%左

右，每年只有微小幅度的上升；从2012年开始管理费用率

出现下降，2012 年为 4.56%，增幅为-1.95%，2013 年为

4.49%，增幅为-1.51%。

管理费用率的变化形态表明：从2012年开始，持续至

年 份

期间费用（万元）

期间费用率

管理费用（万元）

管理费用率

三公费用（万元）

三公费用率

剩余管理费用（万元）

剩余管理费用率

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三公费
用”率比值

2010年

46 069

9.72%

20 175

4.63%

1 129

0.30%

19 046

4.34%

14.68

2011年

57 357

9.75%

26 122

4.65%

1 272

0.31%

24 850

4.34 %

13.99

2012年

65 788

9.78%

28 105

4.56%

1 429

0.22%

26 677

4.34 %

19.73

2013年

94 982

9.49%

36 165

4.49%

1 094

0.14%

35 071

4.35 %

30.56

表 1 2010 ~ 2013年各项费用情况

图 1 期间费用变化

图 2 期间费用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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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管理费用受“八项规定”实施的影响而呈现下降

趋势，因而“八项规定”能够降低企业的管理费用。

“三公费用”依据“八项规定”属于应该降低的费用，

其受“八项规定”实施的影响最为直接。如图5所示，“三公

费用”的绝对数额于2010 ~ 2012年期间逐年增加，分别为

1 129万元、1 272万元、1 429万元，2011年增幅 12.70%，

2012年增幅 12.30%，2013年“三公费用”的发生额显著降

低，为1 094万元，相比上期降低了23.42%。

以三公费用率的变化趋势说明“八项规定”对在职消

费的影响是更具说服力的。如图 6所示，2011年三公费用

率较 2010年略有上涨，这是企业成长造成的费用率的正

常变化。然而 2011年以后出现了异常的下降趋势，2012
年三公费用率为0.22%，较去年下降了29.11%，这显示“八

项规定”对企业的“三公费用”有压减的作用。2013年三公

费用率为 0.14%，相比上期下降 35.32%，下降幅度大于

2012年，因而相比 2012年，2013年的“八项规定”对“三公

费用”的压减作用更为强烈，这与该政策进一步的贯彻实

施相关。

“三公费用”与管理费用两者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

——2010年、2011年涨幅不大，从 2012年开始下降。但是

“三公费用”受“八项规定”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管理费

用的变化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公费用”的变化。

“八项规定”实施后，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

等费用受其实施的直接影响显著地减少，管理费用也随

之降低。

管理费用与“三公费用”的变化反映了“八项规定”对

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在考虑企业费用与代理问题两者

关系时，企业所有者和管理层关系的以下四个表现是值

得关注的：第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管理层的逆向

选择和道德风险，如在职消费、闲置营运资金等行为容易

发生；第二，双方的利益不一致时，在自利的驱使下管理

层趋向于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企业利益；第三，激励制度

设计不合理，管理层辛勤工作产生的利润完全归股东所

有，自身只能得到契约报酬，但由于其在职期间的谋利行

为不能完全被股东发现，管理层可以通过在职消费将

成本转嫁给股东承担，这种付出和收获的不对称将使管

理层为自己谋福利而不承担成本；第四，契约的不确定

性，股东、经理及债权人签订的合约不可能穷尽未来所有

的情况，这一不确定性无法严格约束管理层的在职消费

行为。

这四个表现给不合理管理费用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从而导致高额“三公费用”的产生，同时它们也是企业代

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因此，管理费用特别是“三公费用”，

是企业代理成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将其作为反映企

业代理成本的重要替代表现。

由于管理费用在“八项规定”实施后显著降低，三公

费用率也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八项规定”

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企业代理问题。

四、“八项规定”对企业影响的短期盲区分析

管理费用下各个明细科目所占管理费用比例是否受

“八项规定”实施的影响？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

将管理费用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与“八项规定”有

关的“三公费用”，另一部分为剩余管理费用，即与“八项

图 3 管理费用变化

图 4 管理费用率变化

图 5 三公费用变化

图 6 三公费用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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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关系较不紧密的费用，如印花税、计提的坏账准备

和存货跌价准备等。

图 7、图 8分别为剩余管理费用绝对数额的变化和剩

余管理费用率的变化。可以看到，剩余管理费用的绝对数

额逐年增长，2010 ~ 2013年分别为 19 046万元、24 850万

元、26 677万元、35 071万元。剩余管理费用率在 2012年

以前基本保持不变，2012 ~ 2013年期间呈现上涨态势。结

合剩余管理费用与“三公费用”的变化形态分析，在“三公

费用”下降的同时，剩余管理费用呈现异常的上涨，因而

得出结论——部分企业存在着将违反“八项规定”的业务

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以其他科目的形式列支于

剩余管理费用中。本文称这种“三公费用”的移花接木行

为为“八项规定”对企业影响的短期盲区。

为了对“八项规定”的短期盲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制作了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三公费用”率比值变化示

意图，如图9所示。

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三公费用”率比值于 2010 ~ 2011
年间变化不大，然而在2012年（含）以后，该比值呈现上涨

趋势，到 2013 年剩余管理费用率是“三公费用”率的 31
倍，而在 2010年约为 15倍。因此，“八项规定”实施后，管

理费用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三公费用”减少的同时，剩

余管理费用相对增多。这进一步证明了“八项规定”下企

业短期盲区的存在：企业将部分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

费、出国经费转移到管理费用的其他明细科目中列报。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期间费用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费用为切入点，

探究了“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影响的财务体现，着重研

究了“八项规定”实施对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结果显示，

“八项规定”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从而缓解

企业的代理问题。具体而言，在“八项规定”出台后，受其

实施的直接影响，业务招待费、公车使用费、出国经费等

“三公费用”显著降低；与“三公费用”的变化形态类似，管

理费用也呈现下降趋势；在企业的期间费用层面，“八项

规定”的实施也会减少企业所发生的期间费用。

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实施后，在业务招

待费用率显著下降的同时，剩余管理费用率却呈现上升

变化，并且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业务招待费用率之间的倍

数也在逐年升高。这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对企业的影

响分析存在短期盲区：部分本应该记录于业务招待费、公

车使用费、出国经费等科目的费用转移到管理费用的其

他明细科目中反映，即企业通过移花接木行为逃避了国

家对“三公经费”的管理。

管理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企业与政府、银行

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而“三公费用”是管

理费用中受“八项规定”实施影响最直接的部分，因而在

衡量“八项规定”实施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时，“三公费

用”可以作为较为合理有效的指标。“八项规定”的实施使

得企业的“三公费用”显著降低，管理费用也随之降低，由

此可知，“八项规定”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在一定程

度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

对于“八项规定”经济后果分析存在的短期盲区，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利益相关方

的关注度和广泛参与性，强化政策对利益各方的约束力，

健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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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剩余管理费用变化

图 8 剩余管理费用率变化

图 9 剩余管理费用率与“三公费用”率比值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