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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4_B8_AD_E5_c44_70659.htm 一、会计信息失真及其

危害 会计的目标是对会计主体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确认、记

录和报告，提供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为国家宏观

经济管理的投资者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因此，会计信息具

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质量特征，真实性构成了会计信息质量

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会计簿和报表披露的信息与真实情

况不符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十分严重。从会计确认、会计计

量到报告各环节都存在不规范、不合理甚至不合法行为。搞

假凭证、假账、假表、甚至假审计报告，编造利润，粉饰经

营业绩，掩盖真实情况，借以偷税、逃税、骗税等现象，屡

有发生。最近曝光的“银广夏事件”就是其中一例。银广夏

公司通过伪造购销合同、出口报关单、免税文件、金融票据

以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给广

大股民和国家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和恶劣后果。 如果会计信

息不能真实反映企业实际情况，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首先

，失真的会计信息将导致国家宏观调控的失控，严重影响社

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造成国家财政经济政策制定

的失误，使国家税收收入被大量偷漏和逃避，国家财政收入

得不到应有保证。其次，失真的会计信息不能使投资者正确

评价企业的投资风险和报酬，债权人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信

贷风险，从而使他们做出错误决策，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

打击了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破

坏了投资环境。最后，影响企业经营者做出正确的生产经营



决策，进入瞎指挥，盲目管理的误区，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

产经营秩序，降低了企业的商业信誉水平。因此，研究如何

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经济学分析 会计

制度方面的原因。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套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其实质就是契约，一

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契约，制度的形成是多方

博弈的结果。有效的制度能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抑

制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制度为人们的合作提

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能为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

行。 有效的制度应当是违规成本大大高于违规收益，相反，

如果违规的预期收益大于违规成本，那么“理性人”就会选

择违规。而我国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即使发现会计舞弊行

为，也只是罚款了事，很少有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和刑事处罚

的。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违反制度所得的

好处远远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

成本很低，从而促使个体实施违规行为屡有发生。 动态的考

察，随着会计环境的频繁变动，新的经济情况的不断涌现，

会计制度或者说会计规范中难免有漏洞和不完善之处。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会计准则内容存在缺陷，会计准则

的内容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措辞。如准

则中的重要性原则和重要事项的规定，未从质和量的方面对

重要性进行说明，类似的例子较多。另外，对相同的会计事

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以供选择。2、会计法规

之间不协调。如会计准则、财务通则的内容与其它法律法规

如《公司法》等有矛盾、不协调的地方，如利润的分配顺序



不同。会计法规体系内部的不协调，必然会增大经营者、会

计人员与监督部门、社会公众之间的“博弈空间”，增加全

社会的交易成本。 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

和“代理人”这两个概念来自法律，在法律上，当A授权B代

表A从事某种活动时，委托代理关系就发生了，A称为委托人

，B称为代理人，但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

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

，另一方称为委托人。简单地说，知情者是代理人，不知情

者是委托人。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代理人

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又来自信息的不对称和契约的不

完备。在企业中，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

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代理人。由于所有

权和经营权分开，代理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

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和控制人事任免，成为了企业的“内

部人”，而股东则成了外部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

了什么行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