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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利润造假的手段虽然不断翻新，但最基本的可分为间接账务处理和直接账务处理两种类型。间接利润造假多数存在

于有一定规模的银行业金融企业(信用社)，但在小规模的法人金融机构内部， 

如果财务人员受到上级指使或利益驱动,同样也会采取这一利润造假手段。间接利润造假其实是上下合伙共同舞弊的结

果。笔者尝试对这类银行业(信用社)利润造假手段和审计方法加以阐述： 

1、利用计提坏账准备隐瞒或虚增利润。查坏账准备分户账的明细发生额是否根据规定按标准计提，有无多提或少提。审

计方法及要点：提取坏账准备的资产范围是否正确。具体要查贷款总账、明细账及借据的借款日期，了解借款单位的经

营情况，判断贷款的真实形态；查抵债资产分户账和余额及抵债资产的实际存在状况；查银行卡的透支情况，查银行承

兑汇票垫款情况；查信用证的垫款情况；查担保垫款情况，进出口押汇、查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资金拆出情况由银行

或信用社转贷并承担还款责任的国外贷款期末余额的正确性；有无根据应当提取坏账准备的资产的实际风险大小按标准

计提，是否将此项计提作为利润的调剂站、政绩需要的调压阀；有无将银行不承担风险和还款责任的委托贷款和代理贷

款也计入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中的现象。 

2、利用应付息的计提和使用隐瞒或虚增利润。 

查应付息每次计提的数额、应付息账户明细支出情况。审计方法及要点：查应付息计提的范围和计提的标准是否正确；

计提的方法是否前后一致；当计提方法改变时，对于依照原始方法计提所造成的计提不足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是否计

提方法变更后对原先少计提或多计提不作调整；在计提时有无随意调整计提范围和计提标准以达到造假的目的。 

查应付息中大笔金额支出是否正常，尤其是查结息日支付的应付息。其支出的应付息总额与根据应结息负债的基数与利

率计算的结息额是否相等，有无利用结息日随意支出应付息达到造小金库的目的。对于非结息日应付息明细中的大额支

出应格外留意，查清原委。 

3、利用长期待摊费用隐瞒或虚增利润。查长期待摊费用的各具体项目的明细账。审计方法及要点：查长期待摊费用各项

目的明细账是否按项目建账，在摊销时是否按每个项目各自剩余的摊销年限分别计算，计算是否准确；长期待摊费用账

上内容是否是开办费、金融债券发行费、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摊销期超过一年的修理费及摊销期超过一年的其他待摊

费用；有无将投资者应负担的费用，作为取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所发生的支出；筹建期间应当进入工程成本的汇兑损

益、利息支出，取得抵债物时付出的款项等当期费用支出是否记入长期待摊费用中；是否将其他的资产损失包括固定资

产损失、抵债资产损失、甚至贷款损失挂到长期待摊费用中以达到利润造假的目的。 

4、利用计提各种减值准备达到利润造假。查行(社)各项投资的明细账。审计方法及要点：查行(社)各项投资的明细账，

包括国债投资。当投资的资本市场价值低于其实际账面价值时应计提减值准备，如不按规定提取仍属于虚增利润。 

5、利用关联企业进行利润造假。查行(社)的董事会(理事会)成员、高级管理层成员、及董事(理事)单位的个人档案和董

事(理事)单位的法人档案。审计方法及要点：按法人公司结构治理的要求查出行(社)的关联企业，看关联企业的贷款是

否超出其投入银行的股本；有无利用贷款利率的自主权对关联企业实施比一般贷款人更优惠的条件，达到少计利息与应

付股利相抵之目的，从而达到利润造假的目的。 

6、利用管理费下划与上划进行利润造假。查上级行(社)的管理费收入账户和下级行(社)的管理费支出账户及其他应收款

账户。审计方法及要点：上级行(社)是否为了虚增利润，把当期发生的费用下划给下级行(社)并收取费用款(一般发生在

信用社) ，下级行(社)将资金上划给上级行(社)后是否记入损益，是否为了不影响上级行(社)对自己的考核、不影响自



身利益，把上级行(社)下划的当期费用挂在其他应收款等往来账中。要点是对上下级行(社)管理费收入与支出采用逐笔

勾对和对下级行(社)其他应收款明细详查相结合的方法，检查上下级行(社)之间资金划转是否正常，对出现的异常资金

划转查明原因。（作者：江苏省淮安市商业银行 郑加好 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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