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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补充审计]的冷思考  
 作者：陈凌云  

一、“补充审计”的内涵 
中国证监会在２００１年年末出台了一项有关Ａ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

在业内外引起了广泛议论。２００１年可谓是会计界的多事之秋，国内银广夏事件的
披露，使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紧接着不久，在世界证券市场
上美国发生了“安然”事件，并牵涉到世界五大知名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足以
让世界震惊。 

无庸置疑，“补充审计”是在国内股票市场发生一系列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信
息，并有注册会计师串通舞弊，造成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以及整个证券市场信心动摇这
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援引暂行规定中的第二条，“补充审计”是指公司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时，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信
息披露规范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应聘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财政部特别许可证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
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二、“补充审计”的利弊分析 
笔者认为，“补充审计”应该有这样几点现实意义： 
１．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改善目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问题；

规范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的信心。 
２．有利于反映公司存在的问题，促使公司加强管理，改革现有的治理结构、激励

机制、约束机制等，使公司逐步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 
３．有利于我国会计、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接轨，加快会计国际化的步伐。 
４．有利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向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经验学习和借鉴，规范

我国包括会计、法律、咨询等在内的中介服务市场。 
在目前来看，“补充审计”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 
１．挫伤了国内注册会计师的信誉。国内一系列诸如银广夏、中天勤之类的事件发

生，已经使国内注册会计师的信誉大跌。信誉对于会计事务所业务的发展是至关重要
的。“补充审计”在这个时候出台，使得这些造假问题的责任主要推卸至注册会计师
的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上，但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中国入世要进一步开放包括会计
市场在内的国内市场，允许境外所的进入，并不是说要让国内所退居二位，拱手相让
原有的客户。“补充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我们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从这个角
度来说，不应算是解决问题的上策。“补充审计”只能是“暂行”规定，不可能也不
应该在国内长期执行。 

２．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上市公司要接受“补充审计”意味着审计成本的
增加。根据有关方面测算，上市公司的审计成本将比原有成本提高５倍还多。另外，
新年报准则要求披露年报审计费用，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原有国内所恶性竞争使审计
费用偏低或很低的状况，这直接加大了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 

三、启示 
１．加强监管，完善监管制度。银广夏和安然事件发生在证券市场成熟程度差距很

大的中国和美国。银广夏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中天勤的撤消，然而，美国证券与
交易委员会（ＳＥＣ）对安然事件的处理却是另外一种思路：先对公司进行调查，搞
清楚公司造假的真相，并且一直追究到总统、副总统。虽然目前还没有最后结果，但
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推测，ＳＥＣ的处理则可能是安达信通过调解的方式，高价
与投资者寻求和解；安达信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相关会计师被罚终身不得执业，甚
至还将受到刑法的制裁。这是两种不同监管制度下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在规范行业
行为中，市场中的制衡力量，以及为这些制衡力量切实发挥作用而形成的各种制度安
排，才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制衡力量可以来自受害者，也可以来自市场中任何利益相
关者。ＳＥＣ处理方法体现出美国在监管者与审计公司、被审计单位、社会公众、政
府等的权衡中，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有效的会计师监管体系。会计的执业是一种权
利，而不是权力。我们应该按市场化模式而不是行政模式来改革我们现有的监管制



度，让政府、证监会、中注协等回归他们应有的角色，保证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
性，实现行业的自律。“安然”事件表明“五大”也不是完全可以信赖，如果没有严
格有效的监管，“补充审计”也会难免出现做假。 

２．推进会计师事务所的改制。２００２年中注协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积极稳妥地
推进执业机构向合伙制的改变。合伙制与有限责任制的区别在于事务所承担的责任的
无限和有限。合伙制，提高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同时也增加了注册会计师的违规
成本，合伙人以各自的财产对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
责任增加，意味着受害投资者的可获的实际赔偿增加，这将有利于提高法律对投资者
保护作用。“补充审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境内所向境外所学习的一个机会。有
限责任合伙，是近年来流行于英美的商业组织形式，也是“五大”所采取的组织形
式。我们不妨也可以借鉴外国的做法来尝试对我国事务所合伙制的改制，但切忌盲目
照搬。因此，我们要加快对合伙制的理论研究，着手各项政策法规的研究制订工作和
其他配套措施的准备工作。 

３．加快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补充审计”的出台，可以推进中国会计准则国际化
的步伐，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化。会计的国际化应该包括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和会计实
务的国际化（从广义上讲也应包括会计职业的国际化以及审计标准的国际化）。我国
在制订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仍有很大的差距。中
国已经入世，如果仍然按照国内的会计准则，中国上市公司向世界提供的会计报表很
可能不被认可，中国企业则不能在境外进行融资，我国境内的资本市场也会不被外国
投资者认同。“补充审计”引进“五大”，有助于反映我国会计、审计等与国际准则
的差距，便于我们对准则的改进和完善。会计准则为实现会计国际化提供了制度的保
障，但是一国会计实务的国际化才是该国会计真正国际化。而目前我国会计实务的质
量却很差，有些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程序、方法难以在会计实务中得到体现，会计信
息的失真，影响了会计和企业的国际信誉，也影响了我国的投资环境。“补充审计”
要提高审计的质量，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努力提高我国会计实务质量，会计实务
也要跟上国际化步伐，这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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