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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计文献中，对金融市场会计信息失真的含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解释和定义。

笔者认为金融市场会计信息失真就是指企业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告不能如实地反映所发生

的经济业务，不能客观地表达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按照这种解释，我们可以将金融

市场会计信息失真分为模糊、错误和造假三种形态。  

  模糊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使现有的会计规范和会计制度无法如实反映形成

的信息失真。按照规范会计理论的解释，模糊是实践见诸理论的选择性失真。这种失真不是

企业主观上造成的，可以说模糊是不可避免的，目前的理论只能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来

保证金融市场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错误是实务工作中会计处理对经济活动客观实际情况无意识的背离。比如对会计资料的

计算和抄写错误，对事实的疏忽和误解，以及对会计政策的理解偏差等。在实务工作中，错

误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财会人员由于种种原因在其核算过

程中，可能发生各类错误。只要财会人员经手足够数量的业务，就可能产生一定比例和一定

数量的错误，尽管熟练人员的出错比例可能较小，但不会是零，即使再有经验的财会人员也

不例外。  

  造假，即假账真算与真账假算，也就是财务虚假。这是企业有意识的错报金融市场会计

信息，是主观动机驱使的结果，是有预谋的舞弊行为的产物。如《经济参考报》一篇文章《郑

百文:“龙头老大”跌落的背后》报道:“郑百文财务部一位经理杨东回忆说，‘郑百文其实

根本不具备上市的资格。  

  二、金融市场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  

  在会计领域，假账、假发票、假报表、假审计报告等已像假烟、假药一样，已成普遍之

事.在相当多的大中型企业中，都存在着会计秩序紊乱，不严格遵守法律和制度规定的问

题。   作为一个国家“经济晴雨表”的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市场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  

  主要表现在文字叙述失真和数字不真实，存在有意歪曲经济业务内容的现象.曾经是股

市里面一个神话的“银广夏”被一些人形容为一匹黑马，1996 年公司开始治沙种草从此踏

上发迹的征途。1999 年以后银广夏股价一路飙升，从 13.97 元飞涨到 35.83 元，2000 年天

津广夏再立新功，当年实现出口 1.8 亿马克。并且与德国诚信公司续签出口合同 60 亿元，

使银广夏的业绩和股价成为深沪两市“中国第一蓝筹股”.2001 年 8 月，银广夏因媒体一份

质疑，露出了造假的破绽，经中国证监会一个月的稽查，结果表明银广夏通过伪造购销合同、

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

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 7.45 亿元。据此，银广夏风光多时的业绩神话破灭了，连续两年半

亏损的事实浮出水面。  

  2、金融市场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  

  一些公司对其应披露的信息未作全面披露，通常都采用避重就轻的做法，故意夸大或隐

瞒部分事实，误导投资者。这些重大的违法、违规事件在被查处之前有关公司根本没有通过

任何方式予以披露。  

  3、金融市场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  

  按照相关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中不少于两次向公众提供定期报告，



中期报告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的前 6 个月结束后，60 日内编制完成，年度报告应在每个会计

年度结束后 120 日内(即四个月)完成，并刊登在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全国性期刊上。

如此之长的期间，为那些知道内幕信息的人士提供了充分的机会，金融市场会计信息充其量

也只剩下反馈价值了。  

  三、上市公司金融市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1、经营者的本位主义和腐败  

 所有者缺位现象自然而然导致了经营者行为放纵，经营者不再考虑所有者权益和自身受托

经管责任而是只关注企业利益和自己的物质享受。《中国资产新闻》于 2005年 5月刊登的中

国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在国有企业中，首先关注国家出资者利益方面的经营者只占 34.1%，

有 57.6%的人认为经营者的无能和腐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最主要原因。对于金融市场会计信

息失息现象，真正归因于会计人员自身的为数不多，危害很小，决大多数是经营者以满足企

业利益和自身贪欲为目的，指使会计人员造假而形成，因此经营者的本位主义和腐败是金融

市场会计信息失真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2、会计监督不力  

  按我国会计界一般理解，会计监督是指会计对企业经济活动过程及其引起的资金运动进

行控制.以保障各项经济业务和财务收支的合理性、合法性。由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包括于

企业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活动，会计监督自然也包括对经营者的监督，这一点在法律上也予

以确认，《会计法》明确规定了会计人员对企业负责人违法行为应进行抵制并向上级主管部

门汇报。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后，由于所有者缺位致使经营者权力急剧膨胀，一方面会计人员的切

身利益受制于这些为所欲为的经营者，另一方面却又要监督经营者行为，处境十分尴尬，产

生了“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的现象，相当数量的会计人员迫于压力屈从于经营

者的命令大肆造假，形成金融市场会计信息失真。  

  3、内部审计不力  

  我国内部审计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是将内部审计当作国家审计的延伸，甚至是整

个国家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全面恢复政府审计制度时，面临如何实现对

当时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企业进行审计监督的问题，而最终实行了以内部审计为基础作为国家

审计一种辅助手段的做法，在管理体制上实行部门或企业管理当局和国家审计机关双重领导

制，在职能方面，内部审计又被要求监督管理当局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财经法纪执行等情况。

这种制度上的矛盾使得内部审计受到了企业排斥，内部审计组织机构至今不健全，内部审计

人员与会计监督下的会计人员境遇相同，无法行使其监督职能。  

  4、外部审计不力  

  外部审计指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国家审计和独立审计，他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根据《审

计法》要求，对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接受财政补贴较多、亏损数额较大的国有企业，审

计机关应有计划地定期进行审计，而对一般的国有企业逐步委托独立审计进行查证。  

  由此可见独立审计已成为我国企业审计队伍的主要力量，但独立审计执业状况却令人担

忧。在机构设置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大多挂靠于行政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或社会团体，

这一方面导致这些部门滥用行政权力，为地区、部门利益插手审计业务，搞区域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另一方面使得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丧失独立审计所必需的独立立场和精神，受上级

干预，对本系统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视而不见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另外，由于职业道德和行

业监管的落后，事务所和会计师为拉拢客户与企业经营者合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证券市场

上恶性违规事件暴露后几乎都有会计师受到牵连和被追究责任也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独立审

计在较大程度上已失去其“watchdog”的作用。  

  四、对金融市场会计信息失真的综合治理对策  



  1、完善所有权制度、建立专门经营管理机构  

  转变政府职能，使之真正能代表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首先必须区分社会行政管理者和作为

资产所有者的不同职能;同时把原来由各部门行使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分离出来，由专职的

所有权机构接照市场经济对所有者的一般正常要求进行责任化管理，使之能像一个真正的所

有者那样有热情和动力关注其管辖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其次是要强化政府的所有权职能，坚

持政府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主体地位，原来分别由各部门分散行使的所有权职能应集中

由政府所有权专职管理部门行使，这个专职部门以盈利为唯一目标，不承担社会行政管理职

能，其具体职责有以下几项:负责国有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负责制定国有资产的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政策并组织实施等。  

  2、改革会计监督、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会计人员的独立性  

  有效的会计监督不仅仅是会计部门自己的事，而要求于企业内所有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制

约，因此会计监督首先要以有利于内部控制的组织机构的完善为基础，这要求做到:(1)恰当

的职责分工，根据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明确部门之间、岗位职员之间的职责范围和工作

权限。（2）保持部门组织上的独立性。主要部门负责人应直属于总经理(厂长)，具有相同的

级别，以保证管理上互相独立，业务上相互牵制，这也有利于客观考核和评价各部门的工作

业绩和经营效果。(3)明确各部门的资产安全责任。在规划组织机构、设置岗位时必须明确

资产保管责任，包括在规定用途内使用资产、经营或使用资产必须经过授权并限于指定人员

等等。  

  3、加快准则、制度建设 

会计准则、行业会计制度、国家审计准则、独立审计准则等一方面是会计审计人员执业必须

遵守的标准和程序，另一方面是人们衡量其工作，确定和解脱法律责任的准绳，应加快建设

和完善。  

   治理金融市场会计信息失真,必须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加大执法力度,不

断加强会计人员的管理和继续教育,使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在法制的轨道上正常运营,以确

保金融市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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