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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利用媒体
报道中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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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剖析不同类型媒体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差异性影响，及签字审计师搭档的稳

定性在利用媒体报道中的作用，发现签字审计师的搭档关系越稳定，越能弱化正面报道和有偏

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提高负面报道的利用程度，但搭档稳定性与审计意见和媒体报道

利用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相比非权威媒体，权威媒体的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更为显

著，签字审计师搭档越稳定，越能弱化权威媒体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能充分利用权

威和非权威媒体的负面报道。进一步区分媒体报道的信息内容后发现，公司财务、经营、诉讼和

治理方面的信息能够更显著地影响审计意见，签字审计师搭档的稳定性更能在该四类媒体报

道信息中发挥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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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众所周知，媒体报道会产生强大的舆论作用。然而，不同类型的媒体报道，其作用的方向和

程度存在差异。根据态度的不同，媒体报道可区分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其中正面报道为持

赞扬态度、富含积极和肯定词汇的报道；负面报道为持批评态度、富含质疑和否定词汇的报道。

根据性质的不同，媒体报道可区分为无偏报道和有偏报道，其中无偏报道为客观公正披露事实

真相的报道；有偏报道为背弃客观公正报道事实真相的承诺，对被报道对象进行人为有利或不

利的报道（Gentzkow和Shapiro，2006）。进一步细分，媒体因广告投入或利益关系的影响，蓄意

迎合公司需求，一定时期内对公司进行的过多或虚假正面报道（Rinallo和Basuroy，2009；孔东

民等，2013）为有偏正面报道；不顾事实真相，为追求轰动效应而进行的过多或虚假负面报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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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负面报道。根据报道来源的不同，媒体报道可区分为权威媒体报道和非权威媒体报道，其

中由较高权威性和可靠性媒体发布的报道为权威媒体报道；反之为非权威媒体报道。

鉴于媒体报道的舆论作用，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质量进行鉴定的审计师会对媒体报道做

出反应，据以调整审计判断，并最终改变审计意见类型，这在学界已达成基本共识（Mutchler
等，1997；余玉苗等，2013；张龙平和吕敏康，2014；吕敏康和刘拯，2015；张丽达等，2016；吕敏康

和冯丽丽，2017）。一般而言，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具有风险警示作用，促使其重视该类信息并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改变对风险的判断，提升发现违规问题的概率。但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

现，存在于个体记忆中的认知结构即图式一旦形成，将影响个体对信息的关注和加工，使其更

愿意提取与图式一致的信息，忽视与图式不一致的信息（顾远东等，201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自2011年开展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约谈制度以来，其公开披露的涉及媒体报道

的约谈主题屡次要求事务所在年报审计期间时刻关注媒体报道，对媒体质疑的可能涉嫌财务

造假的上市公司，提高审计风险防范等级，充分识别重大错报风险，强化审计项目组人员配备，

加大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力度，积极应对媒体质疑，全力防范潜在风险。这说明，现实中确实存在

审计师未能关注负面报道，或虽关注到负面报道但并不认同其提出的问题，最终出具标准审计

意见的行为。同时，也不排除存在审计师顺应正面报道、低估负面报道重要性从而出具标准审

计意见的行为。由此推断，审计师在对上市公司形成正面认识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媒体报道产

生选择性认知，习惯性地关注和认同正面报道，忽视负面报道或低估负面报道的重要程度，负

面报道将无法转化为审计线索，进入审计决策程序。

一般而言，在审计报告中签字的注册会计师（以下简称签字审计师）是审计项目组中的关

键成员，对审计质量负有直接责任。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号第三十九条规定，审计报告应当由两位审计师签字盖章，其中一位为项目合伙人，另一

位为项目负责人。本文将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的两名审计师视为一个项目组中的签字审计师搭

档。作为审计项目组的领导核心，二者之间稳定的搭档关系对审计项目组工作的开展至关重

要。借鉴闫焕民等（2017）的界定，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即两名签字审计师共同审计并签发审

计报告的累计年数。学者们以媒体报道能够被审计师知悉并直接进入决策程序为研究前提，常

假定审计师具有无差异的媒体报道获取和认知能力，针对签字审计师搭档的性别、年龄、所学

专业、是否合伙人等特征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开展了研究（施丹和程坚，2011；丁利等，2012），缺
乏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与媒体报道关系的研究，忽视了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对提升审计

师关注和利用媒体报道能力的作用，如何提高媒体报道关注度并有效利用媒体报道尚缺乏深

入的研究。

本文从不同类型媒体报道和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视角展开研究，主要贡献包括：（1）从
不同视角对媒体报道进行细分，考察不同态度、性质、来源和内容的媒体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

响，丰富了研究视角；（2）剖析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不同类型媒体报道中的作用，拓展既有

研究基于审计师已采纳媒体报道和审计师关注、利用媒体报道能力无差异的局限，揭示签字审

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关注和利用媒体报道中的作用；（3）为审计项目组提高审计师职业能力、事

务所做出人员配备决策、监管部门制定审计项目组管理规范提供经验证据。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任何信息要进入决策过程，首先需引起个体的注意，注意力是个体获取信息的前提，是个

体能否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媒体报道不是直接的审计线索，只

有当媒体报道足以引起签字审计师的关注，并得到其认同之后，才能进入审计程序，最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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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审计线索，影响审计决策。实务中，为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事务所对审计项目均设

有审计期限，签字审计师执业既承受着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压力，又必须满足充分、适当取证的

审计质量要求。有限的注意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与关注庞大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签字审

计师难以有效地分配注意力，在既定审计期限内难以全面关注媒体报道，只会对已关注到的信

息进行分析和判断。而我国媒体报道具有典型的“以正面报道为主”的特点，一贯坚持“报喜不

报忧”的立场和原则（徐稳，2013），审计师置身于大量正面报道环境下，如果不能有效分配注意

力，就会偏重正面报道，遗漏负面报道，甚至出于保持客户关系的考虑，故意无视负面报道。这

种选择性认知，使得签字审计师可能承担以偏概全的风险，致使无法全面、准确地了解上市公

司及其环境，进而产生判断偏误和效率损失。因此，正面报道数量越多，越会营造有利于上市公

司形象的信息环境，通过舆论压力和心理暗示，影响签字审计师对上市公司的认知，使其对上

市公司的认知偏于正面，决策时赋予上市公司过多的信任，淡化对风险的考虑，降低审计投入

和职业谨慎程度，提高错报容忍度，强化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信心，弱化出具非标意见的信心，

审计意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正面报道的顺应。

现实中，签字审计师因主观上的频繁换所、离职以及客观上的强制轮换制度①规定，较难

拥有稳定的搭档，事务所也较少考虑为签字审计师配备稳定的搭档。根据专用化人力资本理

论，恰当决策的制定必须依赖一个稳定的团队，稳定的团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该种生

产力是团队高效运作的基本保证，将直接影响团队绩效。若团队主要成员被更换，这种生产力

就会遭到破坏（徐向艺和庞金勇，2008；李卫宁和吴荻，2014）。作为审计团队的领导核心，签字

审计师搭档是否稳定会影响审计项目组的信息关注程度和认知加工绩效（闫焕民等，2017）。不
稳定的搭档之间相互信任程度低，无法形成团队特殊生产力。稳定的搭档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工作方式和行为准则，有助于抑制自我利益，推动搭档相互信任，提高互助协作和互动频率，实

现对注意力资源的更合理分配，提升搭档处理和加工信息的能力，促使二者更有效率地关注媒

体报道，使其能够审慎评价正面报道，避免遗漏重要的负面报道，重视负面报道质疑的问题，对

上市公司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修正认知局限，降低判断偏误，增加财务报表错报漏报被识别

的可能性，使审计意见更加稳健，审计质量更高。由此推断，稳定的签字审计师搭档对媒体报道

的关注和认知能力远超不稳定的搭档，能够提升媒体报道的利用程度。但随着搭档时间的不断

延长，过于亲密的搭档关系也可能会导致二者在加工信息、做出判断时共同认知不足；或其中

一位审计师容易被另一位的意见影响，相互同化而放松应有的职业谨慎，产生顺从正面报道、

忽视或无视负面报道的倾向，致使负面报道无法进入审计程序，非标意见被出具的可能性反而

降低，由此产生审计失败。据此提出假设1：
H1：签字审计师搭档越稳定，越能弱化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强化对负面报道的利

用，但其与审计意见和媒体报道利用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如前所述，通常情况下，媒体报道能够获得签字审计师的认同并被纳入审计判断和决策过

程，从而审计意见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然而媒体追逐利益的天性，往往导致有偏报道的出现。

既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有很强的动机利用媒体制造正面报道、压制负面报道，媒体与企业合

谋会导致媒体报道出现偏差（才国伟等，2015）。媒体关联、上市公司的政治背景和地域偏见也

是导致有偏报道的动因，如有媒体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比没有媒体关联的上市公司多获得

10%左右的正面报道（饶育蕾等，2016），国有企业的负面报道显著少于非国有企业（贾明等，

2018），发达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较高地域的上市公司能够比落后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较低地域

①根据《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签字审计师应实施轮换制，即签字审计师连续审计某一客户的最长
年限为五年，两名签字审计师同时审计某一客户达到五年的，可由一名签字审计师延期审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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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正面报道（游家兴等，2018）。以上研究说明，媒体报道既可能是无偏报

道，也可能是有偏报道。

有偏报道同样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会引导签字审计师重视某一问题，据其报道态度和内

容调整已有认知，进而影响审计判断和审计意见类型。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使得搭档之间产

生积极的合作和良好的人际互动，形成搭档协作执业经验及上市公司专有知识的高效转移和

充分共享，思维活动和信息储备的协调互补促使签字审计师加深对上市公司及其环境的了解，

为证实媒体报道而收集的证据也会更加充分、适当，能够有效甄别有偏报道，抵御其对审计意

见的影响，提升对无偏报道的获取和认知能力，提高无偏报道转化为审计意见的效率；但随着

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的不断增加，两名签字审计师可能会因共同认知不足或相互同化作用

损害其独立性和媒体报道利用能力，反而不利于甄别有偏报道。据此提出假设2：
H2：签字审计师搭档越稳定，越能弱化有偏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其与审计意见和有偏

报道利用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

对上市公司进行报道的媒体按照来源不同包括权威媒体和非权威媒体。权威媒体特有的

权威性和公信力，使其发布媒体报道的质量和影响力均强于非权威媒体。受关注和认知能力所

限，稳定性程度不同的签字审计师搭档对不同来源媒体报道利用程度存在差别，即不稳定的签

字审计师搭档可能无法同时关注权威媒体和非权威媒体，导致非权威媒体报道难以获得关注

并进入审计程序；稳定的签字审计师搭档拥有更丰富的注意力资源和更高水平的执业能力，更

有精力吸收不同来源的媒体报道，适时修正对公司的认知并影响审计意见；但签字审计师搭档

稳定性的不断增加也可能会逐渐损害其独立性和信息解读能力，反而不利于有效利用不同来

源的媒体报道。据此提出假设3：
H3：签字审计师搭档越稳定，越能强化对非权威媒体报道的利用，其与审计意见和不同来

源媒体报道利用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2017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媒体报道数据购买

自CSMAR数据库中的新闻库。既有文献中，学者们多采用手工搜集媒体报道的做法，数据局限于

少量的权威媒体，而CSMAR数据库中新闻库的媒体报道包括权威媒体和非权威媒体，国外媒

体和国内媒体，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数据来源丰富、涵盖面广，数据更具代表性。

为提高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数据的准确性，我们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核对签

字审计师姓名及其所在事务所信息，对姓名书写错误进行调整；通过巨潮资讯网手工补充签字

审计师姓名缺失的样本；对签字审计师重名情况，根据另一位签字审计师所在事务所信息进行

甄别。剔除了姓名缺失、与事务所名称无法匹配等异常值，以及两名签字审计师均重名、离职、

换所等确实无法判断的情况，最终获得4 311条签字审计师个人数据。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
数据库。剔除保险、金融行业、ST及数据缺失样本后，共得到17 257个观察值。相关数据处理和

回归分析采用Stata14软件完成。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

（二）关键变量度量与模型设计

1. 媒体报道的度量

本文借鉴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主流做法，采用内容分析研究法，以正、负面词汇出现的

频次来度量媒体报道内容并判断媒体报道态度。首先，参照Loughran和McDonald（2011）、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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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及聂左玲等（2017）①研究中采用的词汇，结合人工阅读的方式，从公司一般情况、公司

财务、公司经营、法律诉讼、市场表现和公司治理六个类别，构建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媒体报道

正、负面词汇共662个，其中正面词汇219个，负面词汇443个，形成媒体态度词汇词典，部分词汇

示例如表1所示；其次，根据构建的词典，采用stata14编写内容分析程序，逐年逐个样本、逐篇新

闻提取正、负面词汇词频并计算正、负面词频比例②。鉴于不同新闻记者写作风格的差异性，正

面词频比例高的新闻不一定是正面报道，为此，本文分年度、分公司计算该年度该公司所获所

有媒体报道正、负面词频比例的均值，将正、负面词频比例大于均值者定义为正面报道，比例小

于均值者定义为负面报道，进而计算正、负面报道数量并以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正、负面报

道的度量指标。

2. 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的度量

借鉴闫焕民等（2017）的做法，本文把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的两名审计师视为签字审计师搭

档，把两名签字审计师共同审计并签发审计报告的累计年数视为搭档稳定性。若未发生搭档更

换，则年数逐年累加；若两名签字审计师中至少有一人发生变更，则将变更当年作为新任搭档

的第一年；若发生客户更换，或事务所合并、分立、改名及审计团队转换至另一家事务所等情

况，以两名签字审计师个人是否发生变更为准。综上，只要两名签字审计师始终作为搭档共同

签发审计报告，无论二者的客户或其所在事务所是否发生变化，均视为稳定搭档并累计赋值。

3. 控制变量和模型设计

借鉴余玉苗等（2013）、张龙平和吕敏康（2014）、吕敏康和刘拯（2015）及闫焕民等（2017）的
研究构建模型（1），同时，为减少遗漏变量和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可能带来的内生性偏误，本

文进行Hausman检验后确定采用面板logit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同时控制行业和年份的影响。模

型（1）构建如下：

A udOpi = ¯0+ ¯1lnPos + ¯2lnN eg+ ¯3Partn + ¯4Partn2 + ¯5lnPos £ Partn + ¯6lnN eg
£Partn + ¯7lnPos £ Partn2 + ¯8lnN eg£ Partn2 + ¯9Size + ¯10R OA
+¯11A R R + ¯12OtherR R + ¯13InvR R + ¯14CI + ¯15B ig10+ ¯16Loss
+¯17PPE + ¯18Chg+ ¯19B M + ¯20OCF +§Year +§Ind + ¹

(1)

表 1    媒体态度词汇词典

类　别 性　质 词　汇

一般情况
正面 博得、得主、取胜、显著、意义重大、赢得、赢家、影响深远、无愧等
负面 暗藏、黯然、暗自、败走、抱歉、薄弱、饱受、出局、诋毁、僵局等

公司财务
正面 报表真实、披露规范、披露合规、披露合法、收入真实、数字真实等
负面 财务丑闻、财务困难、粉饰报表、黑账、会计欺诈、亏空、破产、损失等

公司经营
正面 畅销、成本优势、开拓者、领跑、领先、龙头、热销、专利、自主创新等
负面 惨痛、惨重、短板、风险、积压、减产、经营不善、停产、停业、整顿等

法律诉讼
正面 否认败诉、获得赔偿、获法院支持、胜诉、守纪、守法、依法等
负面 诉讼、起诉、赔偿、赔付、纠纷、指控、揭发、拆穿、控诉、犯罪等

市场表现
正面 飙涨、逆势上涨、跑赢大盘、跑赢大市、一路上涨、涨停、止跌回升等
负面 暴跌、被套、崩盘、跌幅、跌势、减持、跑输大盘、摘牌、停牌、退市等

公司治理
正面 独立、廉正、立功、勤勉、模范、用心、楷模、权责明晰、透明度高等
负面 裁员、反目、腐败、贿赂、侵占、滥用职权、内讧、受贿、行贿、贪污等

①聂左玲等（2017）的负面词汇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支持。鉴于研究主题的差异性和专业适用性，本文仅借鉴了聂左玲等（2017）的部分负面
词汇。

②根据Tetlock（2007）的观点，在每篇报道总词汇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正、负面词汇数量呈现强负相关关系，通过计算正、负面词汇的比例
能够自然地捕捉到正反两种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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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udOpi为审计意见，非标意见为1，否则为0；lnPos为正面报道，即正面报道数量加

1取自然对数；lnNeg为负面报道，即负面报道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Partn为签字审计师搭档稳

定性；Partn2为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的平方项；lnPos×Partn和lnNeg×Partn分别为正、负面报

道与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的交互项；lnPos×Partn2和lnNeg×Partn2分别为正、负面报道与签

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平方的交互项；Size为公司规模，即上市公司年末资产的自然对数；

ROA为资产收益率，即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ARR为应收账款比率，即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

率；OtherRR为其他应收款比率，即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率；InvRR为存货比率，即存货占

总资产的比率；CI为客户重要性，即客户规模占事务所审计客户规模总和的比率；Big10为事务

所规模，十大事务所为1，否则为0；Loss为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亏损为1，否则为0；PPE为固定资

产占总资产的比率；Chg为事务所变更，若当年发生事务所变更取1，否则为0；BM为账面市值

比；OCF为营业收入现金净含量；此外还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和行业效应（Ind）。
4. 有偏报道和权威媒体的度量

公正不倚是无偏报道的准绳，但现实中往往无法获得一则无偏报道的真实景象，导致对有

偏报道的衡量颇具难度。由于无法取得有偏报道数据，本文借鉴吕敏康和陈晓萍（2018）的研

究，在控制公司规模、资产收益率等基本特征后，运用模型（2）和（3）估计残差，并分别将其作为

有偏正面报道和有偏负面报道的替代变量，构建如下：
lnPos = ¯0+ ¯1Size + ¯2R OA + ¯3A R R + ¯4OtherR R + ¯5InvR R + ¯6CI + ¯7B ig10

+¯8Loss + ¯9PPE + ¯10Chg+ ¯11B M + ¯12OCF +§Year +§Ind + "1
(2)

lnN eg = ¯0+ ¯1Size + ¯2R OA + ¯3A R R + ¯4OtherR R + ¯5InvR R + ¯6CI + ¯7B ig10
+¯8Loss + ¯9PPE + ¯10Chg+ ¯11B M + ¯12OCF +§Year +§Ind + "2

(3)

此外，借鉴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游家兴等（2018）的研究，以影响力大、覆盖面广和权威

性高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第一

财经日报》及《21世纪经济报道》为权威媒体，其余媒体为非权威媒体。

四、  回归结果分析

将连续变量去中心化处理后，进行面板logit固定效应分析，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表2
栏（1）的结果显示，lnPo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评价越正面，审

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低，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lnNeg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评价越负面，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高，二者之间呈现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态度能够同化审计师的认知并影响审计意见，与现有研

究结论一致（张龙平和吕敏康，2014；吕敏康和刘拯，2015）。
Partn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Partn2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

性的增加，非标意见被出具的概率先高后低，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与非标意见呈倒U型关

系。借鉴刘启亮和唐建新（2009）的研究，从签字审计师搭档第2年起，按每间隔两年分组回归，

发现签字审计师搭档合作4—5年时，对媒体报道的关注和利用程度最好，之后搭档稳定性对媒

体报道的关注和利用程度逐渐减弱，回归结果见表3。
从表2栏（1）可见，lnPos×Partn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搭档稳定性的增

加，lnPos对AudOpi的偏效应逐渐减弱；而lnNeg×Partn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随着

搭档稳定性的增加，lnNeg对AudOpi的偏效应逐渐增强，意味着签字审计师搭档关系越稳定，越

有利于形成搭档特殊生产力，该种生产力有助于搭档互补互助，减少内部冲突，提高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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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水平，降低正面报道对出具非标意见的

干扰，警惕负面报道提示的问题，弱化正面报

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增强对负面报道的关

注和利用程度，进而提高出具非标意见的概

率。lnPos×Partn2和lnNeg×Partn2的系数分别

在5%和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过长的搭

档合作期限反而会逐渐降低搭档稳定性在媒

体报道利用中的积极作用，搭档稳定性与媒

体报道利用之间也呈现倒U型关系，假设1得
到验证。

表2栏（2）列示了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

在有偏报道对审计意见中的作用，lnPos在
1%水平上与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说明有偏

报道越偏向正面，签字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

的概率越低；lnNeg在1%水平上与审计意见

显著正相关，说明有偏报道越偏向负面，签字

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高。Partn与
Partn2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正和显

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中提出的倒U型关系。lnPos×Partn和lnNeg×Partn分别在5%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签字审计师搭档时间越长，越能抵御有偏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提高

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lnPos×Partn2和lnNeg×Partn2分别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搭

档稳定性的增加，其对有偏正面报道的抵御作用越来越弱，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与有偏正面

报道利用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假设2部分得到验证。

表 2    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利用媒体报道中的作用

变量
审计意见

（1）媒体正、负面报道 （2）媒体有偏报道 （3）权威媒体报道 （4）非权威媒体报道
lnPos −1.704*** −1.632*** −1.211*** −0.202*

（−3.631） （−3.089） （−2.719） （−1.662）
lnNeg 2.350*** 2.010*** 1.281*** 0.972**

（4.969） （4.144） （4.602） （2.570）
Partn 1.300** 0.703*** 1.300*** 0.654*

（2.360） （3.012） （2.717） （1.848）
Partn2 −0.148* −0.081** −0.154** −0.072**

（−1.944） （−2.573） （−2.336） （−2.449）
lnPos×Partn 0.713** 0.690** 0.655** 0.254

（2.456） （2.041） （2.498） （1.060）
lnNeg×Partn 0.922*** 0.690** 0.735*** 0.276**

（3.102） （2.210） （2.622） （2.092）
lnPos×Partn2 -0.090** -0.091* -0.057* -0.040*

（−2.242） （−1.918） （−1.733） （−1.665）
lnNeg×Partn2 −0.113*** −0.081* −0.090** −0.037*

（−2.720） （−1.843） （−2.264） （−1.710）
N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LR chi2 590.890 587.584 588.414 553.10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行业、年度等控制变量已控制，下同。

表 3    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拐点检验

变量
审计意见

（1） （2） （3）
2—3年 4—5年 6—7年

lnPos −0.911*** −1.106*** −0.612
（−5.623） （−2.641） （−0.361）

lnNeg 1.277*** 0.905* 1.268
（8.072） （1.751） （0.399）

Partn 0.841 0.991** 3.770
（1.292） （2.449） （0.395）

Partn2 −0.221 −0.505* −0.666
（−0.275） （−1.780） （−0.293）

lnPos×Partn 0.267 0.278* 1.074
（0.816） （1.828） （0.755）

lnNeg×Partn 0.247 1.462** 2.095
（0.905） （2.421） （0.654）

lnPos×Partn2 −0.411* −0.131* −0.128
（−1.668） （−1.731） （−0.365）

lnNeg×Partn2 −0.331 −0.635* −0.343
（−0.928） （−1.788） （−0.434）

N 13 323 5 924 1 924
LR chi2 574.494 175.392 6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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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栏（3）和栏（4）分别列示了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对权威媒体和非权威媒体报道的关

注与利用情况。两栏结果显示，无论权威媒体还是非权威媒体发布的正、负面报道均会对审计

意见产生影响，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与审计意见仍呈现倒U型关系，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

与正、负面报道的交互项在权威媒体组均显著为正，但在非权威媒体组中仅对负面报道发挥作用。

对两组组间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

表4，发现两组中lnPos的系数在5%水平上存

在显著的差异，lnNeg的系数并无显著差异，这

说明权威媒体发布的正面报道较非权威媒体

更能影响审计意见，无论何种来源的负面报道

均能对审计意见产生影响；两组中lnPos×Partn
的系数在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lnNeg×

Partn的系数并无显著差异，说明签字审计师搭档越稳定，越不区别对待不同来源的负面报道，

但其弱化正面报道影响审计意见的能力仅在权威媒体中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非权威媒体正面

报道较难获得签字审计师搭档关注和认同所致。搭档稳定性平方与正、负面报道的交互项在两

组中无显著差异，说明搭档稳定性在与权威或非权威媒体报道利用之间均具有显著的倒U型

关系，假设3部分得到验证。

五、  进一步分析、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一）进一步分析

如前所述，媒体报道能够改变签字审计师的认知，使其倾向于对媒体报道做出趋同反应，

进而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能够显著改善媒体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然

而，作为一种信息传递中介，媒体报道中常含有与公司突发事件、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有关的

不同内容的信息，分析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利用媒体报道中的作用，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

步考虑：（1）哪些内容的媒体报道信息更容易引起签字审计师搭档的关注进而影响审计意见？

（2）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利用不同内容媒体报道信息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为回答上述

问题，本文运用前文提取的公司一般情况、公司财务、公司经营、法律诉讼、市场表现和公司治

理六类词汇，沿袭前文媒体报道度量方法，构建不同内容媒体报道信息变量lnMedia①，分别表

示媒体报道披露的六类正、负面信息，建立模型（4）和模型（5）分析不同内容媒体报道信息对审

计意见的影响，以及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不同内容媒体报道信息中发挥的作用。结果如

表5和表6所示。
A udOpi = ¯0+ ¯1lnM edia + ¯2Size + ¯3R OA + ¯4A R R + ¯5OtherR R + ¯6InvR R

+¯7CI + ¯8B ig10+ ¯9Loss + ¯10PPE + ¯11Chg+ ¯12B M
+¯13OCF +§Year +§Ind + ¹

(4)

A udOpi = ¯0+ ¯1lnM edia + ¯2Partn + ¯3Partn2 + ¯4lnM edia £ Partn + ¯5lnM edia
£Partn2 + ¯6Size + ¯7R OA + ¯8A R R + ¯9OtherR R + ¯10InvR R
+¯11CI + ¯12B ig10+ ¯13Loss + ¯14PPE + ¯15Chg+ ¯16B M + ¯17OCF
+§Year +§Ind + ¹

(5)

表5栏（1）至栏（6）列示了六类媒体报道信息分别纳入模型（4）的结果，可见六类负面信息

均能引起签字审计师搭档的关注并提高非标意见被出具的概率，而六类正面信息中，只有公司

表 4    权威媒体与非权威媒体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

变量 （1） （2）
lnPos 4.13 0.045
lnNeg 2.54 0.121

lnPos×Partn 5.32 0.021
lnNeg×Partn 2.65 0.103
lnPos×Partn2 0.21 0.650
lnNeg×Partn2 1.89 0.169

①具体到公司一般情况、公司财务、公司经营、法律诉讼、市场表现和公司治理的每一类正、负面媒体报道信息时，分别以lnGenPos、
lnGenNeg、lnFinPos、lnFinNeg、lnOpePos、lnOpeNeg、lnLegPos、lnLegNeg、lnMarPos、lnMarNeg、lnGovPos和lnGovNeg对lnMedia进行替代。

 

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利用媒体报道中的作用研究

35



表 5    媒体差异性报道信息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变量
审计意见

（1）一般情况（2）公司财务（3）公司经营（4）法律诉讼（5）市场表现（6）公司治理（7）全部信息
lnGenPos −0.119 −0.424

（−1.023） （−1.189）
lnGenNeg 0.641*** 0.069

（5.293） （0.446）
lnFinPos −0.200*** −0.042**

（−2.817） （−2.175）
lnFinNeg 0.583*** 0.263**

（6.596） （2.186）
lnOpePos −0.299*** −0.026*

（−2.729） （−1.790）
lnOpeNeg 0.691*** 0.331**

（6.718） （2.088）
lnLegPos −0.104** −0.062**

（−2.454） （−2.253）
lnLegNeg 0.652*** 0.453***

（7.747） （3.450）
lnMarPos −0.118 −0.142

（−1.110） （−1.078）
lnMarNeg 0.385*** 0.104

（4.045） （0.785）
lnGovPos −0.089* −0.018**

（−1.773） （−1.982）
lnGovNeg 0.555*** 0.164**

（5.839） （2.132）
N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LR chi2 553.174 555.102 524.650 579.431 546.681 559.659 598.867

表 6    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利用媒体差异性报道信息中的作用

变量
审计意见

（1）一般
情况

（2）公司
财务

（3）公司
经营

（4）法律
诉讼

（5）市场
表现

（6）公司
治理

（7）全部
信息

lnGenPos×Partn 0.073 0.071
（0.290） （0.206）

lnGenNeg×Partn 0.201 0.247
（0.842） （0.738）

lnGenPos×Partn2 −0.014 −0.002
（−0.382） （−0.042）

lnGenNeg×Partn2 −0.025 −0.037
（−0.715） （−0.762）

lnFinPos×Partn 0.260** 0.173**

（2.257） （2.098）
lnFinNeg×Partn 0.602** 0.098**

（2.335） （2.201）
lnFinPos×Partn2 −0.004* −0.031*

（−1.803） （−1.756）
lnFinNeg×Partn2 −0.027* −0.004*

（−1.878） （−1.764）
lnOpePos×Partn 0.565** 0.920**

（2.453） （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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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经营、诉讼和治理方面的正面信息能够显著同化签字审计师搭档对公司的认知，降低非

标意见被出具的概率，说明就媒体报道信息性质而言，签字审计师搭档更重视负面信息，在注

意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签字审计师搭档分配给负面信息的注意力明显多于正面信息。栏（7）
列示了六类媒体报道信息同时纳入模型（4）的结果，发现公司财务、经营、诉讼和治理方面的负

面信息分别在5%、5%、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四类正面信息分别在5%、10%、5%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就媒体报道信息类别而言，上述四类信息比公司一般情况和市场

表现方面的信息更受签字审计师搭档的重视，更易转化为审计线索并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究其

原因，公司一般情况和市场表现方面的信息较为宽泛，与财务报表的相关性弱于其他四类信

息，较难获得签字审计师搭档的关注和认同，而公司经营和财务方面的信息与财务报表直接相

表 6    （续）

变量
审计意见

（1）一般
情况

（2）公司
财务

（3）公司
经营

（4）法律
诉讼

（5）市场
表现

（6）公司
治理

（7）全部
信息

lnOpeNeg×Partn 0.641*** 0.104**

（2.593） （2.372）
lnOpePos×Partn2 −0.077** −0.127**

（−2.332） （−2.264）
lnOpeNeg×Partn2 −0.081** −0.009**

（−2.442） （−2.316）
lnLegPos×Partn 0.330** 0.542**

（2.520） （2.396）
lnLegNeg×Partn 0.255*** 0.220***

（3.234） （2.655）
lnLegPos×Partn2 −0.038** −0.064**

（−2.137） （−2.060）
lnLegNeg×Partn2 −0.022*** −0.008***

（−3.762） （−2.771）
lnMarPos×Partn 0.251 0.658

（0.976） （0.704）
lnMarNeg×Partn 0.301 0.386

（1.217） （1.014）
lnMarPos×Partn2 −0.032 −0.086

（−1.126） （−0.841）
lnMarNeg×Partn2 −0.069 −0.046

（−1.690） （−0.905）
lnGovPos×Partn 0.518* 0.546*

（1.814） （1.698）
lnGovNeg×Partn 0.620** 0.185**

（2.555） （2.520）
lnGovPos×Partn2 −0.072* −0.061*

（−1.780） （−1.699）
lnGovNeg×Partn2 −0.075** −0.033**

（−2.215） （−2.064）
Partn 1.032*** 0.786** 0.668** 0.892*** 0.699** 0.764*** 0.810***

（2.589） （2.508） （2.027） （3.061） （2.421） （2.712） （2.593）
Partn2 −0.121** −0.086** −0.074* −0.095** −0.076* −0.084** −0.094**

（−2.186） （−1.974） （−1.944） （−2.398） （−1.775） （−2.175） （−2.339）
N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2 407
LR chi2 565.088 572.440 532.916 598.263 561.440 575.933 63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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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诉讼方面的信息能够传递与公司持续经营等不确定性有关的信号，治理方面的信息能够揭

露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及管理层对待内部控制缺陷的态度，能够影响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和审

计意见类型的决策，因此签字审计师搭档对上述四类信息的反应更为强烈。

表6栏（1）至栏（6）列示了六类媒体报道信息分别纳入模型（5）的结果，栏（7）列示了六类媒

体报道信息同时纳入模型（5）的结果，发现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与公司财务、经营、诉讼和治

理正、负面信息交互项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说明签字审计师搭档越稳定，越能弱化来自上述

四类媒体报道正面信息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强化对该四类媒体报道负面信息的关注和利用，搭

档稳定性在该四类媒体报道信息中发挥的作用显著强于其他两类信息；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

性平方与上述四类媒体报道正、负面信息交互项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搭档期限的不

断延长，搭档稳定性的积极作用逐渐减弱，搭档稳定性与媒体报道利用呈现倒U型关系，假设

1进一步得到验证。

（二）内生性问题

前述分析表明，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能够弱化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强化对负面

报道的关注和利用。然而，经营状况好、风险较低的公司本身更容易收到正面报道，被出具非标

意见的概率也较低，而经营状况差、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更容易收到负面报道，被出具非标意

见的概率也较高。为克服此问题，本文借鉴杨玉龙等（2017）的做法，以公司注册地与媒体主办

机构注册地是否在同一城市为工具变量，进行IV Probit回归以缓解内生性问题①。选择该工具

变量的原因是，本地媒体机构对本地公司常常存在本地偏向，即本地媒体机构能够显著影响本

地公司获得正面报道的多寡，但无法直接影响被报道上市公司获得审计意见的类型，回归结果

与前文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1）更换变量，

借鉴吴璇等（2017）的做法，根据逐篇媒体报道中正面词频和负面词频构建媒体情绪测量指标

Med②，作为媒体报道的替代变量；借鉴闫焕民等（2017）的做法，分事务所、分年度计算签字审

计师搭档稳定性的平均值，以平均化处理的相对值作为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的替代变量。

（2）缩短时间区间，采用缩短一年的数据进一步重复上述研究，研究结论与前文一致。

六、  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基于专用化人力资本理论，探究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利用媒体报道中的作用，发

现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能够显著弱化正面报道和有偏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提高负

面报道利用程度，但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与审计意见和媒体报道利用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区分媒体报道是否来自权威媒体发现，权威媒体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更为显著，签字审

计师搭档越稳定，越能弱化权威媒体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能充分利用权威和非权威

媒体负面报道。进一步区分媒体报道所含公司一般情况、公司财务、公司经营、法律诉讼、市场

表现和公司治理六类信息，发现公司财务、经营、诉讼和治理四个方面的信息更容易引起签字

审计师搭档的关注并获得其认同，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更能在该四类媒体报道信息中发挥

显著作用，与该四类媒体报道信息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审计项目组、事务所和监管部门均具有参考价值。第一，审计项目组成

员尤其是签字审计师应重视媒体报道的信息价值，提升甄别、解读和利用媒体报道的能力，有

①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lnPos与工具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lnPos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限于篇幅，未报
告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②Med=（正面词频−负面词频）/（正面词频+负面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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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关注和识别不同性质、不同来源和不同内容的媒体报道，以做出正确的审计判断，表述恰当

的审计意见；第二，事务所应重视人力资本建设，建立签字审计师搭档培育和激励制度，加强签

字审计师搭档配备和角色分工，在遵循制度要求对签字审计师搭档进行必要的轮换以保证审

计独立性的同时，保持签字审计师搭档4—5年的稳定期限，尽可能减少搭档变动次数，避免临

时指定签字审计师搭档，缩短搭档磨合期，降低磨合期间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审计效率效果损

失，催化配合默契产生的叠加效应，塑造融洽和谐、经验互补、专业知识互补的搭档关系，以充

分发挥搭档特殊生产力作用；第三，监管部门应颁布并不断完善审计项目组建设规范，对签字

审计师搭档稳定性提出基本要求，开展审计项目组建设的经验交流，引导事务所打造审计团队

文化，通过后续教育等方式，提高审计师人际关系处理能力，降低个体因素对搭档稳定性的负

面影响，促进审计职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的研究未能验证传统媒体、新媒体等不同来源媒体报道的作用，未能验证签字审计师

搭档除期限稳定性之外的其他特征（如年龄、性别、专业背景、教育背景等不同搭配）在利用媒
体报道中的作用，也未能验证除签字审计师搭档之外的审计项目组中其他成员稳定性的作用，
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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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ole of signature auditor partners’ stability in the use of media reports, we find out that th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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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l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signature auditors i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weaken the impact of positive
and biased reports on audit opinion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negative reports. However,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ner  stability  and audit  opinions  and media  coverage
utilization. When the partnership is stable for 4-5 years, the use of media reports by signature auditor
partners achieves the best effect; shorter or longer partnership than 4-5 year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use
of media reports by signature auditor partners. Compared with non-authoritative media, the positive
reports  of  authoritative media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audit  opinions.  The more stable
signature auditor partners are, the weaker the impact of the positive reports of authoritative media on
audit opinions, and the better the negative reports of authoritative and non-authoritative media can be
made full use of. Further differentiating the content of media report information, we find out that the
company’s financial, business, litigation and governance information can more significantly affect audit
opin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signature auditor partners can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our types
of media report information.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has some innovation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By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media reports with different attitudes, nature, sources and contents on
audit opinion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media reports on audit opinions; （2） By
analyzing the role of signature auditor partners’ stabil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report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based on auditors’ undifferentiated ability of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making use of media reports; （3）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audit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making appropriate staffing decisions for audit firms, and
formulating management norms for audit project teams by supervisory departments. In summary, by
introducing signature auditor partners’ stability into the research field,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ignature auditor partners’ sta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research of media report utilization, and also provides some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audit
project teams, audit firms and audit supervisory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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