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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易东燕

企业财务报表倡息失实的隐性因泰—— 寻机性会计

对通过修饰企业财务报表以求达到某种目的的会计处理方式，国外研究学者称之为寻机

性会计(Creative Accounting)。 本文试图通过对造成企业会计信息失实的这一隐性因素的涵

义、根源、具体方式及产生的影响的初步探讨，引起有关方面对这一 问题的重视与研究，希望能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寻机性会计的涵义

在我国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4 年版的《立信英汉财会大词典》中收录了一个新名词——

"Creative Accounting“，被译为“创造性会计 “ ,”指在未明确规定会计准则的领域中，有意识地

美化企业财务状况，或是高报企业收益。例如，出售成本计价偏低的固定资产，从而获得额外的

资产置存收益；或是不合理地延长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从而减少折旧费。 这样会使会计

报表使用者不能得到有用的会计信息，甚至导致误解。 因而，这个词语的实际涵义是贬义的。”

我个人也赞同该词的本质涵义是贬义的，但“创造“一词在汉词中明显带有褒义，解释为“ 想出

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 ”。 尽管从字面上 “

Creative ”可翻译为“ 独创的，有创

造性的 “，但在国外它常被用作广告界的行话，夸张地表示产品的新颖和别具一 格。 因此，我建

议将该词译为＂寻机性会计 “，并将在本文使用这一 译法。

寻机性会计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的英国。 至本世纪 80 年代，国外学者开始著书立说，研究

探讨寻机性会计。

大多数的国外会计评论家对寻机性会计持反对态度。 格里夫斯 (Griffiths. I) 在其 1986 年

出版的《寻机性会计》(《Creative Accounting》)一 书中指出：＂为了掩盖某些人的罪责，那些 一

年两次提供给投资公众的财务数据已经全被变动过。 这是自 ｀ 特洛伊木马 ＇ 以来最大的欺诈手
段 ＂。 詹姆森 (Jameson. M) 也在其 1988 年版的《寻机性会计操作指南》(《A Practice Guide To

Creative Accounting 》)中指出：＂亳无疑问．寻机性会计不是一 件好事情。它歪曲了公司的经营

成果以及财务状况．如果这方面的理论被轻信的话．寻机性会计将会迅速地在会计领域蔓延 ＂。

史密斯 (Smith. T) 在其 1992 年版的（（表现增长的会计））（《Accounting For Growth 》) 一 书中以

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寻机性会计对当时英国 3 家上市公司 (Polly Peck 、 British And 

Commonwealth 、 C'oloroll)的破产倒闭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就在这 3 家公司倒闭时，它们刚

刚公布的财务报表仍然显示出公司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纳瑟 (Naser K. H. M)1993 年出版的
《寻机性财务会计》(《Creative Financial Accounting 》) 一 书，对寻机性会计做出了如下定义：

“寻机性会计是 一 个通过利用会计准则中的涌洞以及准则中对计量和揭示实务的可选择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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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失去客观真实性，达到编表者预谋效果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为了使经济业务反映出

预期的会计结果，而违背中立性、一致性的原则来反映经济业务的过程。”

然而也有少数学者指出，寻机性会计一方面通过对新的会计程序、方法的尝试有助于推动

会计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对企业公开财务报表的修饰，在不违法违规的前提下，在企

业出现暂时财务困难时助其免遭强制破产的厄运。

到目前为止，会计理论界对寻机性会计的涵义尚未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少数学者关于寻机

性会计的理解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会计法规、准则未规范的某项交易活动采用寻

机性会计，企业的动机可能并非像某些学者所想的那么高尚，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推动会计的

发展，反而威胁到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会计目的的实现。其次，尽管寻机性会计可能帮

助企业暂渡难关，但是企业经营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只不过是 一种权宜之计，企业能否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与发展靠的是内在的实力，如果企业经营者也被其修饰后的财务信息所

迷惑，那企业最终也难逃破产倒闭之灾。 因此，我主张寻机性会计不值得在企业会计实务中提

倡，并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其在企业中的滥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寻机性会计理解为：企业经营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利用会计法规、

准则的灵活性，以及其中尚存的漏洞和未涉及的领域，有目的地选择会计程序及方法，修饰其

财务报表，使之显示出对其有利的会计信息，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会计信息失实。

二、寻机性会计产生的根源

寻机性会计可以说是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外部环境为其提供了存在的客观

条件；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者作为编表者怀有利用寻机性会计达到某种目的的动机。 具体分析

如下：

（一）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与寻机性会计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较多

的发展机会，企业管理者面临着公开汇报令人满意的经营状况的压力。财务报表不再仅仅被当

作一个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简单记录，而须通过反映稳定的收入增长趋势及良好的财

务状况来取悦现存的及潜在的投资者，以求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得到较大的份额。当公司的实

际状况不那么令人满意时，矛盾就产生了。如何既能隐瞒不景气的现状，虚报会计信息，又能逃

脱有关法律法规的制栽？企业管理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寻机性会计。

（二）企业经营技术及组织方式的迅速革新与会计准则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

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一门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往往落后于日新月异的企业经营技

术及组织方式的发展。在缺乏会计准则及会计法规指导下，人们只能主观地进行某些新兴业务

的会计处理．而这种创新的结果往往对其本身有利。

（三）会计准则及法规自身的缺陷

规范和指导会计操作的立法往往措辞比较模糊和灵活，指导财务报表如何编制的标准也

往往只是缩小可用的选项。 立法及准则给人的印象是追求会计处理的统 一 ，然而实际上，它们

也认同对同一项业务作出不同的会计处理．比如关于存货的计价、折旧的方法等。 会计准则及

法规的模糊性还体现在一些细微方面和未作定义的概念上，比如
“

真实公允"、“重要性
”

、“充分

性
”

等。 这些概念给会计实际操作留下了很大的主观判断和变通余地。

（四）代理理论与寻机性会计

• 11.



根据
“

代理理论
“

，个人被认为是理性的，往往会夸大那些力图把自身利益提高到其他任何

事物之上的因素。 任何一个委托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他雇用了代理人经管财产，但是

代理人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能并不完全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行事。以某上市公司为

例，如果其管理者参与了公司股票的交易，他们极可能利用寻机性会计推迟内部信息在公开市

场上披露的时间，以便提高自身从内部信息中获利的机会。同时，对代理人来说，也始终存在着

一种压力，就是需要向委托人提供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业绩汇报，以保住自身的职位及获得额

外的奖励。当公司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数据被用来评价一个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时，被作

为反映公司内不同利益集团间财富分配的情况的基础时，财务报表日益被人们所重视。由于代

理人处于可以决定向外界提供何种会计数据的有利位置上，于是寻机性会计对其产生了极大

的吸引力。 因此，代理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寻机性会计的萌芽。

三、寻机性会计的具体方式

什么样的会计行为可称之为寻机性会计？它和公司一般的做假帐行为有何不同？可以说

两者都意图掩饰某种真相，从而导致对最高道德标准的背离；另外，做假帐和寻机性会计往往

都是一家公司在财务状况不佳时采取的对策。 因而，尽管寻机性会计本身并非违法行为，但它

往往表明公司管理者在财务困境的压力下背离了道德标准行事，所以它可能被看作是将来做

假的前兆。

寻机性会计采用的方式往往是比较隐蔽的，寻机性会计的本质也决定了我们无法穷尽其

所有的方式，甚至无法觉察其所有的方式。 下面归纳几种主要方式：

（一）收益平均化 (Income Smoothing) 和秘密准备金 (Secret Reserves)

收益平均化和秘密准备金是国外早期寻机性会计普遍采用的形式、常常被同时采用。在稳

健原则在会计体制中占上风的国家，收益平均化和秘密准备金极易操作。收益平均化指压低生

意兴旺年度的报表利润，将其转移到亏损年度、使企业财务报表反映出待续稳定的盈利趋势。

秘密准备金指人为地低估企业净资产，往往通过资产的低估或负债的高估来实现。

（二）窗饰 (Window Dressing)

窗饰指在某一时期（如结帐日或债务索赔日）调整公司的财务报表，使其反映出良好的财

务状况。这种方式往往通过在会计年度将要结束的几个月使尽一切手段增加现金流量，分散报

表使用者对企业低效经营的注意力。 这种做法会对当期财务报表分析的客观真实性产生一定

影响，从而不利于报表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表外筹资 (Off — Balancing Finance) 

表外筹资是企业在资产负债表中未予反映的筹资行为、它是寻机性会计的一种主要方式、

比窗饰更隐密。 表外筹资方式很多．本文仅就租赁、构建秘密的附屈公司两种形式作一分析。

1. 租赁，

租赁曾作为表外筹资的最有效形式在西方国家风行－时。对承租者来说．租人设备扩大了

企业生产能力．却可以不增加企业的资产、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报酬率 3 目前许多国

家会计准则严格区分经营租赁与融资租赁．要求融资租赁的资产及相应的负债必须在资产负

债表中得以反映，但是．这些会计准则的规定并未能完全消除租赁的表外筹资作用。比如英国

《标准会计实务公告》第21号(SSAP21) “租赁及租后购买会计气曾规定如果最低租赁付

款的现值达到租赁资产的公允市价的90%，此项租赁即为融资租赁。 而在实际租赁业务中，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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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

友好的
“

融资公司能使实质上的融资租赁达不到这一要求，从而帮助企业完成表外筹资活

动。

另外，一些新兴的租赁方式的产生，使租赁作为表外筹资的主要形式仍然魅力不减当年。

比如售后租赁是企业在资金短缺时，将本企业的设备卖给租赁公司，然后再租回使用。 承租人

在卖出设备时，作资产售出处理。 同时随着融资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表外筹资不仅是某些企

业的要求，而且成为融资机构积极开展的业务，从而为企业进行表外筹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2. 构建秘密的附属公司。

对于集团公司来说，构建秘密的附属公司往往是母公司达到表外筹资的主要形式之一。母

公司通过秘密控制某个公司进行筹资，但该公司在法律形式上并不具备成为其子公司的条件，

因而，不必纳入合并报表的范围，合并的资产负债表也就反映不出该公司的负债情况。 母公司

如何来运用这笔通过秘密途径筹得的资金呢？ 这笔资金显然不能由秘密的附属公司直接再贷

给母公司，否则，它将构成母公司的一项负债，表外筹资将尤从谈起。这笔资金往往用来购买母

公司所需要的资产，再由秘密的附属公司以经营租赁的形式交付母公司使用，当然只象征性地

收取较低的租金；也可以简单地用这笔资金去购买母公司的闲置资产。这种形式的表外筹资隐

蔽性极强，很难被公司外部人员发觉，有时甚至会迷惑公司的经营决策者，使其作出错误判断。

四、寻机性会计的影响

寻机性会计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危害公司股东，尤其是散户以及债权人的利益

据《华尔街新闻》载，美国奥里昂制片公司 (Orion Pictures Co. ），一 家创建于 1982 年，以

影片《第一滴血》一炮打响，并以影片的高质量著称的小型上市公司，1991 年 12 月提出破产申

请。 消息一传出，该公司股票跌至每股 }.875 美元出售，债券以 15 ％的票面价值出售。 奥里昂

公司何以落到这般境地？据一位娱乐行业的财务分析家所言，该公司利用寻机性会计掩盖了它

日积月累的财务困境，最终仍难逃破产之祸。

在这桩案例中，寻机性会计好比诱惑公司的迷药 4 在某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利用它对公司

的财务报表进行某些刻意的修饰，使公司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仅迷惑了外部报表使

用者，甚至也蒙蔽 公司内部的某些管理人员，而一旦真相暴符，公司往往已处于无药可救的地

步。

在奥里昂公司破产事件中，受害最深的可以说是广大的股民及债权人，广大财务报表使用

者要求获取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的呼声高涨。 经寻机性会计处理过的公司财务报表显然已不

能为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报表使用者提供真实公允的决策信息。 实际上．目前公司的财务报

表正在日趋失去某些信息使用者的信任。 美国华尔街分析家和其他高级投资者庄转向公司更

直观的财务揭示资料 J 但是一般的投资者怎么办呢？而且，回避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难道公

司财务报表的公布将仅仅变成一种形式吗？那财务会计的目的又何在？

再拿我国的某些上市公司来说．为了保住或恢复配股资格而采取种种
“

打擦边球
”

的方式

修饰其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这无疑也是对其报表使用者的一种欺骗。

（二）增大了审计凤险

寻机性会计使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更大的审计风险。 例如，据 1988 年 7 月的《世界会计报

告》载．在新加坡．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曾起诉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未能指出即将倒闭的 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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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公司帐上所有的窗饰，要求赔偿1. 05亿元。事实 是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仅对Pan-Elec

tric公司的报表调整了1590万元，而实际上的窗饰为4407万元。

近几年来，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较快，在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进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但是，某些事务所为了拉客户，增加业务量，对公司的寻机性会计行为

往往是
＂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 有甚者，有的还积极参与公司的报表包装工作。 因此，在我国

研究寻机性会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市场 经济体系。

（三）影响整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

载于《会计研究》的一篇调查报告中曾提到，某厂某年承包利润为 4万元，帐面利润为

10. 45万元，超额完成承包 任务达161%，该厂当年发放奖金 达6.64万元。后 来，据有关部门对

其当年年度的经营情况和全部财产进行审查后 发现 以下问题：（1）未按规定 提取基金，虚增利

润39129元；（2）已发生的费用和损失计52740元未进成本；（3）坏帐损失4712元；（4）财产盘亏达

283127元。若将上述因素考虑进去，该厂当年就不是赢利10.45万元，而是亏损27. 52万元。上

述四个方面，除了第一条是明显违反我国有关法规外，其余3条在当时都能运用 寻机性会计做

得比较隐密，使企业亏损年度 还能发放大额奖金，造成国有 资产严重流 失，更坏的是 还影响到

该厂以后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国家经济正常稳定的发展。

总之，如果对寻机性会计听之 任之，放任自流，会扰乱整个社会的金融经济秩序，影响到国

家宏观调控。1929 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大 危机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在危机期间，企业公

司纷纷 破产，股票价格猛跌，信用制度瓦解，社会 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 危机过后，人们在总

结历史教训中发现，企业提供失实的会计 信息在客观上 对金融证券市场的混乱和经济危机起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笔者再次提醒有关方面 注意企业财 务报表信息失

实的隐性因素一— 寻机性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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