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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会计准则的不断国际化和会计方法可选择的空间不断增大 , 我国上市公司出现了普遍的盈余管理行为。一般来说 , 盈余管
理是由多种激励因素例如管理激励、政治成本激励驱动而存在的。政治成本激励总的来讲 , 可从政府管制和政治敏感性企业2 个角度
来研究。据此 ,在目前政府十分关注农业发展的背景下 , 作为政治敏感性企业的农业上市公司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通过对2004 年样
本公司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的数据进行频次直方图的绘制和进一步的参数检验 ,证实了农业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 , 并提
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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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fit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y
CHEN Chao et al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Nanji ng , Jiangsu 210095)
Abstract  Withthe internationalization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the augment of selectional space in accounti ng method , the problemof profit manage-
ment has risen universally inlisted company i n China . Generally , the issue of profit management was existed because of multiple incentive factors , such
as administrative incentive and political cost i ncentive . At the same ti me , the political cost incentive can be studied at two aspects : governmental control
and politics sensitive company . Consequently , on the background of extensive attention to agricultural fromthe government ,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y
that certainly belonged to the politics sensitive company had the motive for earni ngs management . Inthe paper the frequency histograms for EPS and ROE
which were all fromsample companies in 2004 was verified and the method of parameter examination was further adopted . Inthis way ,wetested the exis-
tenc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y and put forward correlative countermeas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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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证券市场出现以来, 上市公司就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

主要渠道之一, 而主要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会计

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成为决定资金投向和资源配置的

主要依据。所以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 有无进

行盈余管理 , 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能否得到优化配置, 同时

也间接测试了政府监管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一般认为 , 盈余管理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

过程, 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我国学者对盈余管

理的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讲尚处于起步阶段, 尤其是在实证研

究方面。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与背景存在较大差异, 国内一

些学者主要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特别是处于特殊时期的

上市公司, 开展了盈余管理方面的研究。相对地, 对于特殊

行业, 例如对政治敏感性行业———农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

少见, 为此, 笔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1  农业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1 .1  农业上市公司概念的界定  笔者研究的农业上市公司

是指达到《证券法》要求的前提下, 在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或以其为依托、农工商综合

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 是上市公司与农业企业的综合体。

由于上市公司大多实行多元化经营 , 经营范围较广泛 ,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相互交错, 因此确定上市公司

是否属于农业行业有一定的困难。在实际操作中, 首先以中

国证监会2001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作为重要

依据, 参考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 年变更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的

3 条标准原则, 依此标准选出45 家农业上市公司( 其中沪市

25 家, 深市20 家) 。其次 , 考虑到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中之重, 因此以上市公司是否是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为标准, 从获得“农业产业化

�
作者简介  陈超( 1965 - ) , 男 , 江苏靖江人 , 博士生导师 , 教授 , 从事农业

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  2006- 11-22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称号的企业中选出48 家上市公司, 除去

重复部分共得到64 家上市公司。

这64 家农业上市公司在分布上整体比较均匀, 小范围

相对集中, 其中, 西部地区为23 家, 东部为22 家, 中部为19

家。就分布省份来看,23 个省市自治区有农业上市公司, 其

中以新疆、湖南、北京、四川较多, 分别为8 、7 、5、5 家。从空间

分布上可以看出, 处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业上市公司大

多实行消费市场就近原则, 而处于经济相对滞后地区的上市

公司则采用靠近原材料市场原则。

1 .2 动机研究  一般来说, 盈余管理是由多种激励因素例

如管理激励、政治成本激励驱动而存在的。管理激励包含报

酬契约、代理人竞争、管理层收购、债务契约等; 政治成本激

励总的来讲, 可从政府管制和政治敏感性企业2 个角度来研

究。其中, 政府管制主要有税收管制、价格管制、收费管制、

补贴与扶持等方面; 而所谓的政治敏感性企业是指与政治关

联度大 , 易受到政治伤害或关照的企业。不可否认的是 , 受

政府重点关注的农业上市公司当属敏感性企业。

农业上市公司是代表我国现阶段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企

业组织, 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形式, 特别是其中的

龙头企业更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因此 , 政府对农

业上市公司特别关注 , 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有相关的扶持政

策, 如补贴拨款、贷款及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这些举措

的有益之处无庸置疑 , 但同时笔者推测这些也极有可能成为

农业上市公司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或手段 , 笔者的研

究假设由此得来: 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

农业上市公司作为一种相对较特殊的企业, 对它进行研

究就要同时考虑到它上市公司和农业行业的双重身份 , 下面

将从这2 个不同角度分析农业上市公司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的一般动机与特殊动机。

首先, 作为上市公司, 农业上市公司与其他上市公司管

理者一样, 在对外公布盈余信息的同时都会考虑到信息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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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是否会影响到其上市、配股、维持上市资格等。由于我国

的证券市场很不完善, 股票的发行与定价都与有效的证券市

场相差甚远, 从某种意义上讲, 很多企业就是为“圈钱”而申

请上市。这些企业中有一些本身不具备《证券法》、《公司法》

的有关规定, 比如“必须在最近3 年内连续盈利”, 所以在其

急于上市募资而实际业绩达不到上市资格时, 他们就会采用

各种方法对盈余信息做手脚。同样, 上市公司为继续融资而

配股, 为保住宝贵的“壳”资源而维持上市资格时 , 也可能针

对于配股条件、退市制度等法规的规定对盈余信息进行有利

于自身利益的管理 , 出现所谓的“6 %”现象、“10 %”现象以及

“微利”现象等。

其次, 农业上市公司往往是一个地区本行业的龙头, 它

体现农业企业的特有特点, 也享受政府对农业的重点扶持。

2006 年是实行“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第一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不再仅仅是

一个响亮的口号, 在未来的几年中将逐步实现以工辅农、以

城带乡的具体措施 , 这无疑将给农业企业带来历史性发展机

遇, 而农业上市公司作为行业优势企业必将从中受益, 未来

业绩成长潜力不容忽视。主要的扶持优惠政策有: 所得税减

免或返还、出口退税和补贴、增值税返还、价格补贴以及银行

信贷支持、股票再融资支持等。这些优惠政策均对公司的主

营业务、业绩等有相应的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管理者为

满足某些优惠政策的规定会人为干扰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 ,

进行一定的盈余管理。

2  研究设计

2 .1 样本的选取及来源 总样本: 选取沪、深2 市中截止到

2003 年12 月31 日前上市的 ,2004 年财务数据完整的28 家

农、林、牧、渔上市公司 , 加上到2004 年为止国家公布的3 批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的上市公司, 共57 家。来源: 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巨潮资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个股年报。

2 .2  研究方法 为研究农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

现象, 笔者选用证券市场普遍关注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

率作为研究指标, 进行统计分析。

从理论上讲, 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受很

多因素的影响, 就所有的上市公司而言很难说某一因素对其

具有特别大的作用, 而且这些因素也很难说不是独立的。因

此, 在总体单位较多的情况下,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这种

随机变量应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若检验结果如此, 可判断

农业上市公司总体上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

在实际操作中, 首先搜集样本公司2004 年年报中的每

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的数据 , 然后对这2 项指标进行统计

排序, 在此基础上绘制农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

率分布的直方图, 最后对2 项指标是否符合正态分布进行假

设检验。具体的数据分析、检验都采用SPSS 统计分析软件。

2 .3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了解农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与净

资产收益率的总体分布状况, 笔者运用SPSS 软件的频数分

析模块绘制样本公司2004 年的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的

直方图及其正态拟合曲线, 见图1、2。

从图1 可以看到,2004 年的直方图呈现不对称的现象 ,

直方图0 右边的第1 个区间较其他相邻区间具有明显的异

常峰值。这表明在直方图中, 每股收益稍微超过零的公司家

数较多, 稍微低于零的公司家数则相对较少, 使得每股收益

的分配呈现不对称状态, 亦即不服从正态分布。

图1 2004 年每股收益分布

  同时 , 再来看一下2004 年对应的净资产收益率的

分布状况( 图2) 。从2004 年 ROE 的分布图中也可以直观地

观察到 , 图中曲线也显现不对称的现象, 所以可初步确定

2004 年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均不服从正态分布。这是

否就意味着农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 笔者将

运用柯尔莫哥洛夫 - 斯米尔诺夫检验( 以下简称 K- S 检验)

进一步检验样本公司2004 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的数据

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结果见表1 。

图2 2004 年ROE 分布

  表1 2004 年每股收益分布及净资产收益率分布的K-S 检验结果

检验项目
检验输出值

每股收益 净资产收益

样本数    57     57

Kol mogorov-Smirnov Z 值 3 .015 3 .125

双尾渐近显著性概率 0 .000 0 .000

  从表1 可见, 每股收益的双尾渐近显著性概率为0 .000

< 0 .01 , 可认为样本在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即

农业上市公司2004 年的每股收益分布不服从正态分布, 这表

明, 从每股收益的分布来看 , 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

理的行为。同样,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检验结果( 表1) 也可以

看到, 其显著性概率0 .000 < 0 .01 , 即从净资产收益率的角度

也证实了农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

3  结论与启示

一般来说 , 农业上市公司往往是一个地区农业行业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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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管校长、主任还是老师首先都应该主动地了解环境知

识。根据农村学校的现状, 目前, 没有太多的资金投入到这

方面, 但是可以选送少数老师接受专业培训, 进而克服环境

教育是“份外事”的可有可无思想和治理环境污染“不着急 ,

慢慢来”的思想。

3 .2 改变家长的态度  当前, 农村大部分家长的思想还是

局限于教育就是让学生考上大学, 跳出农村的门槛, 与之无

关的教育都不赞成。面对这样的现状, 立即纠正家长的这种

思想是不可能的, 可以通过老师的家访, 行政部门的教育以

及子女的讲解让他们慢慢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3 .3  挖掘西部农村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西部农村聚居

着很多的少数民族, 民族地区虽然经济基础、发展条件差, 但

是因为经济发展缓慢, 对环境破坏不严重, 而且在许多少数

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环境保护的重要思想, 可以充分挖

掘这一特色 , 使之渗透到学生的环境教育中, 以加强环境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 , 农村的生态退化通常与贫困相连。贫困人口

主要分布在生态严重退化地区, 人们赖以为生的是生产力极

度下降的小块土地和传统生产技术。这样, 在人口增长的压

力下, 贫困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很难摆脱贫困与生态退化之间

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现状之下, 必须加强中小学生的环境

教育。通过学校的环境教育, 使青少年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及

未来要有更清醒的认识 : 如果没有每个人的积极参与, 如果

不是人人都来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如果不“从我做起 , 从现

在做起, 从身边做起”, 我们就不可能具有可靠而健全的未来

和舒适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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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企业 , 它不仅是实现农业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开发的生

力军 , 同时也带动了相关行业及地区的经济腾飞, 进而改善

经济环境 , 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鉴于农业的重要性 , 上至

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 , 都为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提供众

多的政策倾斜 , 这对它们业绩的成长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

但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 同时借助于证券市场的不

规范 , 公司的管理者就有动机去干扰对外会计信息, 比如每

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 , 误导外界投资者和政府等 , 进而满

足自身的利益要求。

笔者通过对农业上市公司2004 年的每股收益、净资产

收益率的直方图分析 , 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盈余

管理的行为, 披露的会计信息有明显的人为操作痕迹。

公司管理当局为获得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外部资本市

场及信息使用者不成熟以及会计理论及方法的不完善等状

况, 使盈余管理有其长期存在的理由。所以 , 只能采取相关

措施抑制盈余管理存在的弊端, 对其进行规范。要改善农

业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 , 一方面要加快我国会计国际化进

程, 完善会计准则 ; 加快建设资本市场, 使之日趋成熟 ; 加强

各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及加快法律诉讼体系的建设; 提高

财务信息使用者盈余管理识别力, 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另一方面 ,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对农业上市公司的优惠政策,

杜绝某些企业或地方政府钻空子, 使各项扶持落实到实处,

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由于研究条件所限 , 笔者只采用农业上市公司2004 年

的截面数据对其盈余管理存在性进行研究, 可能会比较片

面, 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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