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议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文/周轶强 

   根据相关法规的要求上市公司必须面向社会披露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和利润等各种会计信息，债权人、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的依据就是上市公司所披露的
会计信息。因此，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及其时效性对相关利益者作出正确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也
有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
展。经过近几年来多方的共同努力，我国上市公司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
也还存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能否客观、全面、及时的披露受到多种因素的制
约，企业的股权结构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同企业的股权结构是不一样的，但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1、一股独大型。一个股东拥有企
业50%以上的股份，这个股东对企业绝对控股，绝对掌控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其他股东基本没有话
语权，充当“随大流”或“搭便车”的角色。2、.绝对均等型。若干股东平均分割企业股权，每个
股东在企业里享有完全均等的发言权，凡事大家共同决策，风险一起承担。3、相对均等型。企业
股权比较分散，一个股东占有企业10%或20%的股权就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对企业相对控股，充当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在这三类企业中管理层和所有者的关系差异很大，管理层受到来自于所有者的
制约是不同的，这就使得管理层的会计行为各异。 
   在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中，因为大股东的绝对控股，管理层的任命、升迁、收入等个人利益
完全由大股东控制，他们的行为就必须体现大股东的意志，中小股东所掌握的股份少，对企业话语
权小，管理层对他们的要求是不会太重视的。在这类公司中，企业和大股东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
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频繁，企业很多的经济活动是大股东经济行为的一个环节，大股东
是不愿意将这些信息让外界知晓的。我国现有的有关会计信息披露的规章制度仍有不完备的地方，
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督功能也很弱化，监事会和内审机构被以大股东控制，不能代表中小投资者对上
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监督。上市公司的审计委托人实际上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这种委托代
理关系使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困扰,使注册会计师无法对上市公司不公正、不真
实的会计信息进行严肃的监控,甚至出现“同谋”现象。因此，虽然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
定期报告、临时报告中应披露的内容国家有规定,注册会计师还会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审
查、鉴定并给出审计的报告和意见，却并不能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真实性、时效性。公司
何时披露、披露哪些会计信息取决于大股东的意志。 
   股权均等的企业，股东数一般较少，有的企业所有股东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类企业
的会计信息如何披露取决股东之间的协议。各股东之间如果形成了共谋，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可能就不客观、真实，时效性也差，从而损害其它相关报表使用者的利
益。有的企业并不是所有股东都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有一部分股东直接管理公司，有一部分
股东不涉足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这就使股东之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掌握较多信息的股东会
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操纵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般不存在股权均等的企业。 
   第三类企业，股权比较分散，一个或几个股东占有相对较多的股份，成为大股东，但不绝对
控股，股东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或参与很少，管理层的话语权较大。我国上市公司中这种类型
的企业较多。由于会计信息指标是评价管理层绩效的重要依据，对管理报酬契约的设计和管理层的
替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管理层有可能会利用会计准则和制度、监管政策的缺陷等合法手段或其
他不合法的手段，操纵会计信息的披露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类公司中，当管理层的利益和股东
利益一致时，会计信息的披露比较客观、真实，披露也较及时。当管理层的利益和股东利益不一致
时，管理层可能会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投资者与管理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披露不实会
计信息，或者对应当披露的会计信息不进行披露，或不及时披露会计信息，这就会损害到债权人、
所有者的权益。 
   因此，对具有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提高其会计信息披露的
质量，以保护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以免某一或某些利益群体为自己的私利损害其它人的利益。可
以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完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监
督的职能，提高证监会的监管力度，加强投资者的教育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作者单位：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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