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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完整性是否影响业绩预告质量

【摘要】审计作为公司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能改善财务报告系统以及系统所产生的财报质量。管

理层发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整性越高，审计师发现财报中存在的问题的可能性越大，则管理层发布的

业绩预告的质量越高，体现为业绩预告准确度和精确度的提高。采用2012 ~ 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业绩

预告为样本，检验审计完整性与业绩预告准确度和精确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

时，审计完整性越高，业绩预告的准确度和精确度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公司被强制要求发布业绩预

告时，审计完整性对业绩预告准确度的影响较大，而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较小。相比由“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审计完整性与业绩预告质量的相关关系在由“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

样本中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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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业绩预告是指上市公司在正式公布定期报告

前，预先披露公司在该会计期间业绩的大致情况。管

理层发布业绩预告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披露机制，一

方面可以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降低

公司的诉讼风险并提高管理层声誉；另一方面可以

减轻上市公司披露定期报告时业绩突变对投资者心

理预期的影响，避免因公司业绩突变而使股票价格

产生剧烈变动。相比于业绩快报和盈余公告，业绩预

告中的信息含量虽然相对较少且准确度相对较低，

但其时效性最强，因此业绩预告是投资者决策的重

要信息来源。

我国对上市公司披露预测性信息的要求最早出

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证券监管部门要求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公司的盈利预测信

息。1998年，中国证券监督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开始实行年报预亏制度，要求预计出现亏

损的公司发布预亏公告。2002年，证监会规定如果

上市公司预计出现亏损或盈利水平较上年出现大幅

变动（利润总额增减 50%以上），上市公司应在会计

年度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及时发布预亏公告、业绩

预警公告或提示性公告。2007年 2月，证监会在《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上市公司预计

经营业绩发生亏损或者发生大幅变动的，应当及时

进行业绩预告”，这也是“业绩预告”一词首次出现在

证监会的官方文件中。业绩预告的类型也不限于预

警和预亏，还包括预增、预减、续盈、续亏、首亏、扭亏

等多种形式。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 年修

订）》要求：对于年度报告，如果上市公司预计全年可

能出现亏损、扭亏为盈、净利润较前一年度增长或下

降 50%以上（基数过小的除外）等三类情况，应当在

当期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1月 31日前披露业绩预告，

如果不存在上述三类情况，可以不披露年度业绩预

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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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及定期报告披露》要求：主板上市公司预计

报告期内（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和年度）出现

以下情况的，应进行业绩预告：净利润为负、扭亏为

盈、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

降 50％以上（基数过小的除外）、期末净资产为负、

年度营业收入低于1千万元，如果不存在上述情况，

可以不披露业绩预告。经过几次修改，业绩预告的相

关政策和制度已日趋完善，业绩预告所传递的信息

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越来越广泛。

针对业绩预告进行研究的文献可分为两类：业

绩预告的经济后果和业绩预告的影响因素。

业绩预告的经济后果主要包括对投资者、管理

层、分析师和注册会计师行为的影响：第一，业绩预

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

度[1]，进而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2]，能够影响

股票价格，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披露好消息的业绩

预告往往会获得良好的市场反应，而披露坏消息的

业绩预告往往会导致股价下跌[3][4][5]。第二，业绩预

告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诉讼成本[6]，影响管理层的薪

酬激励[7]。第三，Waymire[8]研究发现管理层披露业

绩预告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会有所提高；王

玉涛、王彦超[9]研究发现，相对于发布定性业绩预告

的企业而言，发布定量业绩预告的企业的分析师跟

踪人数更多，预测分歧度和误差也更低。第四，Gopal
等[10]发现前期年度或季度盈余预测信息的披露与

企业当期的审计费用呈正相关关系。

已有文献从两个角度研究了业绩预告的影响因

素。第一，企业自身特征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包括

内部控制质量[11]、企业外部独立董事占比和机构投

资者持股份额[12][13]、董事会规模[14]、产权性质[15]、

CEO 权力[16]、诉讼风险[17]、潜在诉讼成本[18]、管理

层激励[19]等。第二，政治环境不确定性[20]、媒体关

注度[21]、分析师跟踪情况[22]等外部因素对业绩预

告行为的影响。

但是已有文献中，还没有研究注册会计师审计

这一外部治理因素对业绩预告的影响的文献。本文

欲在此方面进行尝试，研究审计完整性对管理层业

绩预告质量的影响。业绩预告质量用业绩预告准确

度和精确度来衡量。审计完整性指管理层发布业绩

预告的日期与审计师发布审计报告的日期相差的天

数，相差的天数越多，则审计完整性越低；业绩预告

准确度指盈利预测值相对于实际值的偏离程度；业

绩预告精确度指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盈利的闭区间

大小，反映业绩预告信息形式上的精确程度。

本文可能带来的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本

文将丰富业绩预告的相关研究成果。业绩预告作为

一项重要的信息披露方式，现有业绩预告的相关研

究较少，且侧重于研究业绩预告的经济后果、市场反

应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本文

研究审计完整性对业绩预告的影响可以丰富现有文

献的研究框架，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②本文将拓展审计领域的研究视角。现有审计相关

文献多研究审计费用、审计质量、审计风险等，本文

引入审计完整性这一概念，有利于拓宽审计领域研

究视角，完善审计领域相关研究。③本文对管理层和

审计师确定审计进度和业绩预告时间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对提高业绩预告准确度和精确度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业绩预告准确度

业绩预告准确度指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盈利

预测值相对于实际值的偏离程度。注册会计师财务

报表审计的目标是对以下两方面发表审计意见：①财

务报表是否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

规定编制；②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

映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路军[23]指出，具备财务和审计专长的董事更有

动机和能力通过发布高质量的业绩预告向市场传递

有关其胜任能力的信号，即管理层能力越强，发布的

业绩预告质量越高。考虑到管理层根据公司的财务

报告发布业绩预告，本文认为，具备财务和审计专长

的审计师为管理层提供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通过

改善公司的财务报告系统，发现并纠正财务报告中

的不公允之处，可以弥补管理层能力的不足，进一步

提高业绩预告质量。

Schroeder[24]提出，虽然对于盈余公告的披露没

有正式的审计要求，但是审计可以通过提高公司财

务报告系统的质量以及该系统产出的财务报表的质

量，在管理层的盈余公告披露决策中发挥作用。本文

认为，虽然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也没有正式的审

计要求，但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可以通过改善公司财

务报告系统的质量以及该系统产出的财务报表的质

量在管理层的业绩预告披露决策中发挥作用。财务

报告必须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后才能发布，当注册

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时，一旦发现财务报表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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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或不公允行为，会要求管理层进行调整。一般情

况下，为避免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管理层

会按照审计师的意见进行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业绩

变脸”的情况。刘成立[25]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审计

是促使上司公司业绩预告“变脸”的重要原因，注册

会计师审计可以提高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质量，提

高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如果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整性较高，

则表明审计师已执行大部分的审计程序，完成大部

分实质性测试，对于公司的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审计师已经发现并纠正的可能性较大，管理层发布

业绩预告所依据的财务报表和最终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的财务报表比较接近，因此，业绩预告准确度较

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整性越高，

则业绩预告准确度越高。

（二）业绩预告精确度

业绩预告精确度指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盈利的

闭区间大小，反映业绩预告信息形式上的精确程度。

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是投资者了解公司发展

情况的重要途径，Baginski[26]分别检验了点预测、闭

区间预测、开区间预测的精确度水平对股价波动的

影响，发现越精确的预测引起的股价波动越大。基于

信号传递理论，较高的业绩预告精确度，一方面可以

体现出管理层的个人能力较强，可以胜任工作；另一

方面可以反映管理层对公司财务状况比较自信，公

司财务状况稳定。因此，管理层有动机发布较高精确

度的业绩预告。

但是，较高的业绩预告精确度容易导致业绩预

告偏离度高（准确度低）。业绩预告偏离度过高会给公

司和管理层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第一，Williams[27]

研究发现管理层前期业绩预告的准确度可以反映管

理层的预告声誉，管理层的预告声誉越低，投资者对

业绩预告的反应越不明显，进而不利于降低资本成

本。第二，若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对投资者形成了

明显的误导，则该业绩预告涉嫌构成误导性陈述，受

其误导的投资者均有权要求该公司及负有责任的高

管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宋云玲[28]指出，证监会会针

对应该发布但未发布业绩预告、未及时发布业绩预

告、业绩预告偏离度较高的公司或负有责任的管理

层做出处罚决定。因此，管理层对财务报告质量没有

信心时，不会发布高度精确的业绩预告信息，以避免

带来负面影响。

路军[23]研究发现，董事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

景显著提高了企业自愿发布业绩预告的意愿以及业

绩预告的及时性和精确度。进一步地，本文直接考察

了审计完整性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注册会计

师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能够改善公司的财务报告

系统以及系统所产生的财务报告的质量。管理层发

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整性越高，越能增强管理层的

信心，并促使管理层发布高精确度的业绩预告。如

Schroeder[24]研究了外部审计是否会影响盈余公告

中GAAP（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财务信息的数量，发

现若公司选择在审计完整性较高以后再披露盈余公

告，则其公告会包含更多的GAAP信息。即审计完整

性较高时，管理层对自己编制的财务报告是否合规

公允更加了解，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更有信心。本文

预测审计完整性较高时，管理层会提高业绩预告的

精确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整性越高，

则业绩预告精确度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2 ~ 2016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

初始研究样本，对样本做如下处理：①由于金融类企

业会计账户和财务报表与其他行业有显著差别，剔

除金融类企业；②由于 ST、∗ST和PT类公司比较特

殊，剔除这几类企业；③为保证数据完整性，剔除数

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6868个公司年度样本。为了

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样本的连续变量进行了

1%和99%分位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所有数据均来

源于CSMAR，统计软件为SPSS 20.0和Excel。
（二）变量定义及衡量

1. 被解释变量。根据高敬忠等[29]、王玉涛等[9]、

马连福等[30]、王浩等[31]的研究成果，本文用业绩预

告准确度和业绩预告精确度来衡量业绩预告质量。

（1）业绩预告准确度。借鉴Gopal[10]、陈翔宇[32]

和廖义刚[33]的研究，将业绩预告中盈余预测值相对

于实际值的偏离程度作为业绩预告准确度的衡量指

标，用符号Accuracy表示。Accuracy值越小，则表示

业绩预告准确度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Accuracyi，t=|（Forecast_accuracyi，t-
Actual_accuracyi，t）/Actual_accuracyi，t|×100%

其中，Forecast_accuracyi，t表示 i公司在第 t期业

绩预告中披露的净利润估计值，采用闭区间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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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和下限的平均值衡量。Actual_accuracyi，t为预告

期间的实际净利润。

（2）业绩预告精确度。已有文献采用虚拟变量定

量预测（点预测、开区间预测、闭区间预测）和定性预

测来衡量业绩预告精确度[34][35][36]，我们认为该种

衡量方式不够准确。因此，我们借鉴王浩等[31]的研

究，精确度指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闭区间大小，反映

业绩预告信息形式上的精确程度，用符号Precision
表示。Precision取值与业绩预告质量之间是反比例

关系，Precision取值越小，业绩预告精确度越高。为

了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选择三种衡量业绩预告精

确度的指标，计算方法分别如下：

Precision1i，t=（业绩预告净利润上限-业绩预告

净利润下限）/|实际净利润|

Precision2i，t=（业绩预告净利润上限-业绩预告

净利润下限）/总资产

Precision3i，t=（业绩预告净利润上限-业绩预告

净利润下限）/|（业绩预告净利润上限+业绩预告净

利润下限）/2|

由上述计算公式可知，当业绩预告为点估计时，

Precision=0，此时业绩预告精确度最高。

2. 解释变量。审计完整性。借鉴 Schroeder[24]的
研究，将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的日期与审计师发布

审计报告的日期相差的天数作为审计完整性的衡量

指标，用符号Comp表示。Comp值越小，审计完整性

越高。

3. 控制变量。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加入

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

（Lev）、资产收益率（Roa）、托宾Q值（TobinQ）、是否

增发配股（Rig_iss）、业绩预告发布次数（Num_rel）、
业绩预告消息类型（Type_rel）、强制发布业绩预告

（Mandatory）、预审计情况（Pre-Aud）、总经理是否

兼任董事长（Part）、股权集中度（Concen）、机构投资

者持股比例（Insti）、事务所是否为四大（Big4）、审计

费用（Audi_fee）。相关变量定义及衡量方式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H1和H2，构建以下模型：

Dependent_variable=β0+β1Comp+β2Size+
β3Lev+β4Roa+β5TobinQ+β6Rig_iss+β7Num_rel+
β8Type_rel+β9Mandatory+β10Pre-Aud+β11Part+
β12Concen+β13Insti+β14Big4+β15Audit_fee+
Industry+Year+ε

验证H1时，Dependent_variable=Accuracyi，t。我

们关注系数β1，若β1大于 0，且至少在 10%的水平上

显著，则H1得到验证。

验证 H2 时，Dependent_variable=Precision1i，t/
Precision2i，t/Precision3i，t。我们关注系数β1，若β1大

于0，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则H2得到验证。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

业绩预告准确度（Accuracy）的均值为 0.21，标准差

为0.81，说明业绩预告准确度总体来说较好，但公司

之间差异很大。用来衡量业绩预告精确度（Precision）
的三个指标均值较为接近，但Precision2的标准差极

大，说明公司间该衡量指标的差异较大。审计完整性

（Comp）的均值为114.98，标准差为48.97，说明业绩

预告时间比审计完成时间平均早 4个月左右，但各

公司间差异较大。业绩预告预审计（Pre_Aud）均值

为 0，由于未要求对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进行审

计，因此大部分业绩预告未经过预审计。业绩预告发

布次数（Num_rel）均值为0.10，标准差为0.30，可见，

变量

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

资产收益率

托宾Q值

是否增发
配股

业绩预告发
布次数

业绩预告消
息类型

强制发布业
绩预告

预审计情况

总经理是否
兼任董事长

股权集中度

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

事务所是否
为四大

审计费用

变量符号

Size

Lev

Roa

TobinQ

Rig_iss

Num_rel

Type_rel

Mandatory

Pre-Aud

Part

Concen

Insti

Big4

Audit_fee

变量度量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

若公司当年会计期间增发配股，取
值为1，否则为0

取值为业绩预告发布次数

坏消息取值-1，不确定取值为0，好
消息取值为1

若公司被强制要求发布业绩预告，
则取值为1，否则为0

若公司业绩预告经审计师审计，取
值为1，否则为0

若总经理兼任董事长，取值为 1，否
则为0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和

若公司雇佣的事务所为四大，取值
为1，否则为0

公司当年支付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表 1 控制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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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公司仅发布一次业绩预告。强制发布业绩预

告（Mandatory）均值为0.50，说明发布业绩预告的公

司中，有一半是被强制要求的，另一半是自愿发布业

绩预告的。

业绩预告发布类型（Type_rel）的均值为0.40，发
布业绩预告公司预告好消息的情况较多。资产收益

率（Roa）均值为 0.05，说明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平

均Roa较低。股权集中度（Concern）均值为 0.61，说
明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平均股权集中度较高。机构

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i）均值为 5.10，标准差为 6.07，
说明公司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差异较大。是否由

四大审计（Big4）均值为 0.02，说明发布业绩预告的

公司仅有极少部分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

费用（Audi_fee）标准差为1.31，说明各公司审计费用

差异不大。托宾Q值（Tobin Q）均值为 2.94，标准差

3.40，说明托宾Q值平均较低，且差异较大。公司规

模（Size）标准差 1.02，说明公司间差异不大。资产负

债率（Lev）均值为0.36，标准差为0.20，说明公司平均

资产负债率较低，各公司差异不大。总经理是否兼任

董事长（Part）均值为 1.64，标准差 0.48，说明大部分

公司总经理兼任董事长。

（二）相关性分析

表 3报告了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

表3可以看出，审计完整性（Comp）与业绩预告准确

度（Accuracy）和业绩预告精确度（Precision）显著正

相关，说明审计完整性越高，业绩预告准确度和业绩

预告精确度越高，初步验证了H1和H2。此外，各自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或远小于0.5，表明各自

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表4的第（1）列报告了审计完整性与业绩预告准

确度之间的多元回归结果。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审计完整性（Comp）与业绩预告准确度（Accuracy）
正相关，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审计完整性越

高，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的准确度越高，结果支

持 H1。在控制变量方面，业绩预告发布次数

（Num_rel）、强制发布业绩预告（Mandatory）、托宾Q
值（Tobin Q）、资产负债率（Lev）均与业绩预告准确

度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针对同一期间的业绩多次发

布业绩预告的公司、被强制要求发布业绩预告的公

司、托宾Q值和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公司发布的业绩

预告的准确度较低。业绩预告消息类型（Type_rel）、
资产收益率（Roa）、股权集中度（Concern）、公司规

模（Size）、总经理是否兼任董事长（Part）均与业绩预

告准确度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发布好消息业绩预告

的公司、总经理兼任董事长的公司，以及资产收益

率、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越大的公司业绩预告准

确度越高。

表 4的第（2）、（3）、（4）列分别报告了审计完整

性和采用三种方式衡量的业绩预告精确度之间的多

元回归结果。第（2）、（3）、（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审

计完整性（Comp）与业绩预告精确度（Precision）
正相关，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审计完整性

越高，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的精确度越高，结果

支持 H2。在控制变量方面，发布业绩预告次数

（Num_rel）、强制发布业绩预告（Mandatory）、托宾Q
值（TobinQ）均与业绩预告精确度显著正相关，这表

明：修改业绩预告重新发布、被强制要求发布业绩预

告、托宾Q值越高的公司，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

的精确度越高。业绩预告预审计（Pre_Aud）、业绩预

告消息类型（Type_rel）、资产收益率（Roa）、增发配

股（Rig_iss）、资产负债率（Lev）均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业绩预告经过审计师预审计、

发布业绩预告为好消息、资产收益率越高、增发配

股、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的精确

度越高。

Variable
Accuracy
Precision1
Precision2
Precision3

Comp
Pre_Aud
Num_rel

Mandatory
Type_rel

Roa
Concen

Insti
Big4

Audi_fee
Tobin Q

Size
Lev
Part

N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6868

Min
0.00
0.00
0.16
0.00

-33.00
0.00
0.00
0.00
-1.00
-0.96
0.11
0.00
0.00
0.00
0.00
17.64
0.01
1.00

Max
25.67
53.35
258.04
10.00
308.00
1.00
2.00
1.00
1.00
0.74
0.96
67.96
1.00
16.62
121.48
27.07
2.86
2.00

Mean
0.21
0.33
0.30
0.28

114.98
0.00
0.10
0.50
0.40
0.05
0.61
5.10
0.02
13.31
2.94
21.65
0.36
1.64

Std
0.81
0.90
6.79
0.34
48.97
0.05
0.30
0.50
0.92
0.05
0.14
6.07
0.14
1.31
3.40
1.02
0.20
0.48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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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分析

（一）是否强制发布业绩

预告

当公司发生亏损或净利

润出现大幅度变动时，会被强

制要求发布业绩预告。一方

面，相比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

的公司，我们假设强制发布业

绩预告的公司盈余管理的动

机较为强烈，财务报告出现错

误的可能性较大，审计师在审

计过程中会发现并纠正这些

错误。因此，我们预计当公司

被强制要求发布业绩预告时，

审计完整性对业绩预告准确

度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相

比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的公

司，强制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

的盈余不确定性程度较高，在

较大范围内波动，管理层发布

的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受审计

完整性的影响较小。

表 5第（1）列报告了强制

发布业绩预告对审计完整性

和业绩预告准确度关系的影

响结果，交互项Comp×Mada⁃
tory系数为0.068，在5%的水平

上显著。因此，当公司被强制

要求发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

整性对业绩预告准确度的影

响更加显著。表 5第（2）、（3）、
（4）列报告了强制发布业绩预

告对审计完整性和业绩预告

精确度关系的影响结果，第

（2）列交互项系数为-0.080，在
1%的水平上显著；第（3）列交

互项系数为-0.214，在 1%的水

平上显著；第（4）列交互项系

数为-0.024，不显著。因此，当

公司被强制要求发布业绩预

告时，审计完整性对业绩预告

精确度的影响更弱。

表
3

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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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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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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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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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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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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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组回归

考虑到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存在差异，在改善财

务报告系统、纠正财务报告错误方面也存在差异，我

们假设审计完整性和业绩预告质量的关系在“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间存在差

异。因此，我们将全样本分为“四大审计组”和“非四大

审计组”两个子样本分别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
由表 6可知，审计完整性和业绩预告质量的关

系在“非四大审计组”较为显著。我们假设上市公司

出于维护自身声誉的动机，一般不会频繁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如果接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这种现

象将更为明显。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普遍

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一方面，长期接受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能够提高被审计单位财务人员的素

质，进而提升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及业绩预告的质

量；另一方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威慑作用也使管

理层不敢进行过于激进的盈余管理，从而提升了被

审计单位业绩预告的质量，进而导致审计完整性对

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六、结论

业绩预告披露制度是降低信息不对称

程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维护资本市场稳

定的重要制度。本文以 2012 ~ 2016年A股上

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另辟蹊径从注册会计

师审计这一外部治理机制角度探讨审计师

完整性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发现：当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整

性越高，其发布的业绩预告的准确度越高；

当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整性越

高，其发布的业绩预告的精确度越高；当使

用其他指标衡量业绩预告精确度时，结果依

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公司被强制要

求发布业绩预告时，审计完整性对业绩预告

准确度的影响更大，审计完整性对业绩预告

精确度的影响更小。相比于由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公司，审计完整性与业绩预告质

量的关系在由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公司样本中更显著。

本文首次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角度探

讨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因素，不仅丰富了业

绩预告的研究成果，还对现有的审计领域进

行了拓展，完善了审计领域的相关研究。本

文的研究结论对监管机构、审计师和公司管理层均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所采用

的数据库没有对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的强制与否做

出说明，笔者根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手工整理，难

免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进而影响实证结果。其

次，本文模型的控制变量不全面，例如，分析师关注

度也会对业绩预告质量产生影响，但由于数据来源

限制，本文未将其纳入模型中。最后，本文仅研究了

审计完整性对业绩预告的影响，而外部审计这一角

度仍有很多因素会对业绩预告审计质量产生影响，

笔者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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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分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