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卷第3期 
2008年 6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01．9 No．3 
Jun．2008 

会计信息失真原因与治理 
— — 从企业信用视角 

龙 静 萍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总务处，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文章从企业信用与会计信息关系来研究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与治理，认为会计信息是企业信用的基础，会计 

信息失真是企业信用基础性缺失，并通过对会计信息失真的市场信用环境和企业信用系统缺失两个方面原 因的考察提出了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会计法规和准则、改变会计生产模式及加强和完善各种约束来机制等针对性措施来治理会计 

信息失真重构企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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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失真在世界范围内呈愈演愈烈之势，会计信 

息的失真导致企业信用普遍缺失，本文从企业信用与会计信 

息关系来研究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与治理 ，抛砖引玉，求教 

于方家。 

一

企业信用与会计信息 

企业信用是指以会计信息为信任系统的一系列表征其 

资产的信息集合。交易者通过分析与评估后确定其值得信 

任的程度。因此，企业信用的确认首先需要保证信任系统一 

会计信息值得信任；其次需要收集到充分反映其诚信情况的 

足够的信息。再次，信用评估机构依据信息数据库的综合分 

析、做出信用评估。 

企业信用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以下几种分类 ： 

(一)依据企业信用的对象不同，分为企业对企业经营者 

的信用，企业对国家的信用、对客户的信用、对企业职工的信 

用、对消费者的信用和对股东、投资者、债权人的信用。 

(--)依据企业信用的不同内容可分为资本信用、商业信 

用、管理信用和知识产权信用。资本信用又包括投资与融资 

两个方面的信用，它是指企业按公司章程缴纳投资款，按期 

归还各种借款本息，按章程向投资者分配股利；商业信用是 

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进行 

商业欺诈、按时向购货方供货，按期向供货方支付货款。管 

理信用是指企业向外提供真实、合法的财务会计报告，严格 

质量管理，严格执行各项合同和协议 ，按期足额向国家缴纳 

各种税费；知识产权信用是指企业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 

权法律、法规，不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三)依据企业信用的环境可分为企业内部信用和企业 

外部信用，企业内部信用主要指企业内部经营者具有诚信品 

质、对职工、股东讲信用，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讲信用的企业 

文化。企业外部信用是既可指企业所处的社会信用环境又 

可指企业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信用，本文主要是指后者，即 

企业对客户、消费者、国家、银行等的信用。 

(四)依据企业信用变化情况可分为企业静态的信用和 

企业动态的信用。静态的信用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稳定 

的指标所表征的信用，如注册资本、公司章程、固定资产、经 

营规模等。动态的信用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企业所表现 

出来的信用，如产品质量、服务，合同的履行，税费的缴纳等 

经营活动中的信用。 

会计信息是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连续、系统计量和 

记录所形成会计报表表征的经济信息。会计常被理解为一 

个经济信息系统，会计信息最完整、全面地提示了一个会计 

主体中资金运动的各个方面。⋯会计人员借助于经济业务中 

的发票、运输单据、货单、汇款单等原始凭证，获取经济活动 

信息，然后用会计特有的方法进行分类整理、登记到账薄上 

并进行汇总、综合就形成会计报表—会计信息的载体。企业 

编制的报表有多种，它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汇总、综合不同 

方面的信息。供不同的对象使用。如有的报表只供给企业 

内部管理层决策、预测、考核依据，不过一些反映企业基本情 

况的会计报表必须向社会公开报露。供企业外部的投资人、 

债权人、国家税务机关，政府管理部门了解企业的信用。 

从理论上讲，会计信息是一个值得交易主体信任的信任 

系统。因为：第一，会计信息是系统地、连续地客观记录和计 

量企业的经营活动的表征，它最完整、最全面地提示了企业 

的资金运动情况。第二，这些会计信息是由专业人员依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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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会计准则记录、分析、整理、综合所形成的会计报表所揭 

示的；第三，会计法通过制定较为科学的会计准则 、会计内部 

监督机制、会计外部监督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会计法律 

责任来保证会计专业人员作出的会计报表所揭示的会计信 

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公正性和适当性；第四，会计报表的种 

类和格式是由公司法、证券法和会计法规定的，具有法定性。 

会计信息既然是一种信任系统，是企业信用构建的基 

础，会计信息的失真则必然会引起企业信用的缺失；从目前 

企业信用的缺失的表现来看莫不与会计信息失真有关 ： 

“假”、“赖”、“骗”、“诈”、“欺”是企业信用缺失的五种最典型 

的表现：“假”就是企业做假账、做假广告、假冒伪劣产品，有 

的企业做假账还有几套。一套报税务部门，一套提供给金融 

机构，还有一套报统计部门，“赖”就是赖账，这与会计信息看 

似没有大的关联，实际上赖账的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被失真的 

会计信息骗了而与没有信用的企业交易，“骗”就是骗税、骗 

投资者、骗债权和银行及其它交易主体。而采取骗术最主要 

的手法就是用失真的会计信息来骗，而且针对不同的对象会 

计信息也不一样。“诈”就是合同诈骗，开出的票据拒付，签 

订的合同不履行，而会计信息对这些经济活动不反映、不记 

录，提供给国家税务、审计、统计、工商及公众的会计信息也 

就不真实。“欺”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地位不公平、欺压外地 

企业 ，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使企业更加有恃无恐以假会计 

信息欺骗国家、银行、交易方、公众、职工、投资者。 

二 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会计信息为什么失真呢?会计信息作为企业经济活动 

的客观记录，同时由会计专业人员依据会计准则和会计法的 

规定做出的会计报表，且由会计内部监控机制，会计外部监 

督机制以及法律责任约束，怎么会失真呢?学者们分别从会 

计准则制度、会计法规体系，l2 会计信息产权 、会计信息需求 

主体缺乏 3]，会计信息的生产模式 ]，利益 相关者会计行 

为， 5 人类有限理性 ，l6 经济学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有缺陷以 

及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系统。" 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信 

息失真的法律责任 等方面对会计失真的原因作了分析。 

通过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会计信息失真从与企业信 

用关系来看不外乎市场信用环境和企业信用系统缺失两个 

方面的原因： 

(一)从市场信用环境方面来看：市场信用环境主要包括 

企业信用制度和会计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 

1、企业信用制度不完善 

第一，企业信用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由于市 

场经济还不完善，不讲信用的企业通过“坑、蒙、骗”得到巨大 

的利益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其失信的成本很低 ；诚实、守 

信的企业没有得到应有利益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导致 

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企业信用的价值没有得到认 

可，导致企业经营者为追求“利益”而更愿意使会计信息失 

真。 

第二，企业信用身份识别制度缺乏。企业信用的身份无 

法确定使企业交易方和投资方无法了解企业信用状况 ，其实 

市场机制是失信者的过滤器，市场只要确认了失信者，则会 

无情地惩罚它。但是企业信用身份无法识别反而导致失信 

者驱逐有信者，此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目前我国企业信 

用信息数据库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只有各地方一些数据 

库。而且企业信用信息没有向全社会公开使用，企业信用信 

息咨询系统，企业信用评估系统也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相 

关的立法还是空白。因此 ，企业不敢用真实的会计信息来取 

得交易者的信任。 

2、会计法律制度的缺失：会计理论会计准则本身的缺陷 

第一，从会计确认理论来看：可靠性与相关性是会计确 

认的标准。而会计确认对象的隐匿如企业的外部交易不签 

订任何合约或留下合法交易证据导致这些经济交易无法确 

认；会计规范无法确认的新的表现形式的对象，商誉、人力资 

本、市场价值、商标权等的出现，如何确认 、何时确认 ，没有相 

应规范的有效指引；会计确认基础的主观性，如对金额资产、 

股票期权值的确认主观性很强，不可能达到准确的确认。 

第二，从会计计量理论来看：市值的变动，多种计量方法 

的选择，使会计计量准确性及会计信息的真实充分披露带来 

了挑战。 

第三，从会计准则来看：从 1992年 11月 30日发布《企业 

会计准则》开始截至目前，具体会计准则出台了十六项， 9 尚 

需发布近 2o项会计准则。且其中大部分只在上市公司中实 

施，新的经济行为、经济业务、市场金融工具不断涌现，使会 

计确认失去了标准，会计信息失真难以避免，如合并会计规 

范的模糊性，使会计信息在收集、处理和报告过程存在太多 

合理前提下的 自主选择机会。 l引会计计量企业债负出现“企 

业信用与会计信息悖论”现象——金融机构认可的发债利率 

取决于企业信用，信用高发债利率低，反之则高。因此，信用 

好的企业再发债率(即贴现率)低 ，其债负的市场价值(现值) 

高，反之则低。而依此规律，按现行会计计量原则却会产生 

“信用不良者受益”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资本结构和评估差 

的处理两个方面。信用好的企业因为负债现值高而导致负 

债比例加大影响资本结构以至减少 EPS。相反信用差的企 

业资本结构显得较好。而采取现值法对债务评估后肯定会 

减少价值，会计上通常把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一 

项利润处理，这样信用不良企业债务评估减少额大于优良企 

业，因而利润也高。_l“ 

第四，会计法规体系与不健全、不完善。我国还未形成 

健全的财务、会计、审计法律法规体系。(1)缺乏与《会计法》 

配套的实施细则，或者已经实施的也尚待完善，如 2001年 6 

月财政部发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 

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并没有按《会计 

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 四项“对会计资料进行内部审计方 

法和程序应当明确”的规定确立内部审计的程序。(2)会计 

法规的建设明显滞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3)缺乏对 

会计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的职能部门与机构。(4)对合法的会 

计行为和依法办理会计业务的会计人员缺乏明确而有力的 

保护措施及规定。 

3、硬性的法律制度及市场管理制度不完善，不足以形成 

威胁力的约束，影响了市场信用环境的形成。如法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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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和相对较轻。执法的不严格使其被惩罚的机会和力 

度减少，即惩罚的非普遍性和惩罚的程度不够。总之，违规 

的成本比之收益很小。 

(--)从企业信用系统缺失方面来看：只有一个原因，就 

是企业经营者没有建立企业信用“利益”驱动。主要包括：经 

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的不一致而激励机制又不合理 ，企 

业经营者没有企业信用战略，造成企业信用的动力一利益系 

统失灵；企业内部缺乏信用管理制度。 

1、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利益不一致而激励机制不合理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假设或作为“有限理性 

人”假设它的目标就是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种利益 

的最大化有短期的和长期的，企业信用的建立需要企业注重 

长期的利益。“有恒产然后有恒心”，而我国目前许多企业产 

权不清；企业的决策者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函数不一致，企 

业对经营者的激励只注重短期的经营业绩。因而，企业信用 

动力一利益系统失灵无法促使企业注重自己的信用的构建。 

经营者是企业会计信息的生产者，相对其它利益相关者 

而言具有极大的信息优势，经营者追求的是短期利益，从而 

巩固自己的地位(用假会计信息来虚增业绩)；而企业追求的 

是长期利益，而提高自己信用(用真会计信息来取信政府、投 

资人、债权人和交易主体)。如果激励机制不合理，经营的贡 

献得不到合理的界定则极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造成会计信息失真。 

2、企业信用内部管理制度——管理系统缺乏，企业经营 

者的内部约束机制失效 

很多企业在观念上缺乏对企业信用的重视，内部信用管 

理混乱，有的企业根本没有信用管理机构。有的企业在财务 

部门下设一个信用管理机构，其职能定位也只是应收帐款， 

客户档案管理等简单职能，没有把企业信用作为企业战略来 

看待。更没有认识到企业信用是以真实的会计信息为基础， 

因而也没有动力来监督会计信息的生产。 

三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夯实企业信用基础 

会计信息失真，导致会计信息作为企业信用最核心的信 

任系统已无法反映企业真正的经济活动的过程，不能如实记 

录企业的经营成果，会计报表已失去法律文件所应有的权威 

性，普遍受到投资者、国家部门、交易方和公众的质疑。有些 

会计报表纯粹是依据企业管理层的意志“造”出来的，根本无 

真实性可言。企业会计信息失真导致的信任系统危机是企 

业信用的基础性缺失。因此，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建立可信 

的会计信息——企业信用的信任系统，夯实企业信用基础。 

(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信用动力制度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通过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建 

立合理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 ，如年薪制，设立人力资本 

岗位，股票期权 ，利润分享、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等。一方 

面，对经营者赋予剩余索取权，使其利益函数与企业利益函 

数一致。使企业经营者有动力来生产真实的会计信息，有助 

于企业信用的建立；另一方面，以产权改革赋予产权主体对 

企业实际控制权，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来关注企业信用 

管理制度的建立，从企业会计信息的生产，监督经营者操纵 

会计信息的行为；通过建立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加强预算管 

理和强化内部审计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经营者的管理 

行为等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 

(二)加强会计人员培训，提高会计信息准确性，确保企 

业信用基础 

会计人员的培训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第一，会计人员职 

业道德的培养。会计人员作为专业人员受到社会的信任。 

培养会计人员的敬业、守纪、诚信的道德品质是做好会计工 

作，防止会计信息故意失真的前提。第二，会计人员业务素 

质的培养：会计信息作为一种法律文件，其准确性、真实性， 

可靠性是其效力的依据，也是其作为企业信用系统基础的核 

心，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较高，编制的会计报告反映企业的真 

实的财务会计信息，否则失真在所难免，对其业务培训主要 

从知识培训，上岗考核，职称管理，后续教育几个方面来进 

行。 

(三)尽快制定《会计法》实施细则和《注册会计师法实施 

条例》，完善会计准则体系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会计法》实施细则、《注册会计师 

实施条例》，加大会计信息生产者一企业经营者的保证责任。 

同时加大执法的力度，做到违法必究和惩罚必严，提高违法 

者的违法成本，从而《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的原则和宗 

旨得以实现。 

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要加强会计准则 

的研究 ，完成全部近三十六项的会计准则的制定。使会计人 

员编制财务报表和财务处理有标准可循，而且对统一企业的 

财务报表编制方式、方法、项 目及信息的披露，具有重要意 

义。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对已发布的会计准则的实施情 

况进行研究，对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些规则进行完 

善，并与其它一些会计法律法规协调统一。 

(四)改变会计信息生产模式，实行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 

由于会计人员编制会计报表受到企业经营者的胁迫容 

易导致会计信息的扭曲，损害企业信用，因此，会计信息生产 

社会化可以消除此一弊端。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要求会计 

人员职业化和社会化。通过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 

会监督体系，改革现有企业单位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建立以 

会计服务中介机构为主要会计信息生产的社会化模式是防 

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手段。 

(五)加强、完善各种约束机制 

(1)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充分发挥其“经济警察” 

的作用。注册会计师作为会计报表的鉴证者，是确保会计 

信息真实可靠的一道防线。一是强化注册会计师违法责任 

的制度约束。从大多审计失败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对违规 

事件人员的责任追究过轻，不能发挥法律、法规在审计行业 

中的威慑作用 ，这样就直接弱化了法律责任对注册会计师 

独立审计行为的约束 ，也挫伤了投资者对注册会计师的信 

心。二是改变现有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目前我国有 

两种会计事务所形式 ：分别是合伙会计事务所和有限责任 

会计事务所。合伙制从审计会计信息的质量来看，是会计 

师事务所较为理想的选择，有利于相互促进，相互监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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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相互作用增加了职业能力 ，也增加了某一个注册会计师 

抵制管理层压力的能力oN3l(2)加强国家、企业监督职能部 

门的事前、事中监督。国家相关监督职能部门要加大监督的 

工作量，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确立对会计行为的有效制 

约，从而有效杜绝各种违纪违法行为的产生。(3)建立健全 

切实有效的企业内部会计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会 

计控制制度和控制机制，充分发挥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使 

会计人员诚信自律，从而实现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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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of Accountant Information Fake and its Coun termeasures 

LONG Jin—pi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Unitersity of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osoIIS ofaccountant informationfake from the relatiom ofenterprise credit and accountant informa— 

tion．It thinks that accountant information is the basis ofenterprise’S credit and presents couIltenIleasuIes such as builiding modem enterprise 

system，perfecting accountant Law and regulations，ck峨 accountant wo~kins model to treat the fake ofaccuntant in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 

enterprise credit． 

Key words： enterprise credit； accountant information fake； reasorIs： treat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