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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到 2021年北交所的成立，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蓬勃发展，

而在经济利益的不断驱使下，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愈演愈烈且不断演进。从我

国上市公司多起财务舞弊案件中可以看出，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已然在逐渐

地演变和升级，从最初对经济业务的个别项目进行虚假的账务报表处理，到现阶

段全流程、系统性的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模式。因其舞弊意愿来自于具有控

制权的原始股东，舞弊范围全面且系统，舞弊计划缜密且造假跨期长,具有极高

的隐蔽性和反审计性，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俨然成为我国主流的财务舞弊方向。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和文献研究方法对 W 集团公司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

财务舞弊方式进行研究。首先，对本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研究意义

是什么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并且对与文章相关的文献在阅读的基础上加以整理，

对所需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简要的阐述。然后对本文的案例企业—W集团

公司进行简单的介绍，对 W集团公司舞弊案件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并深度挖掘

案例企业所实施的典型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分别从舞弊客观条件、

舞弊过程复原和反审计特征进行全面分析。其次，基于之前详细的案例分析，分

别从财务舞弊过程、主体、特点、固有局限和危害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

弊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根据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各个特征，

分别从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提出相应的审计识别及应对策略，以提高审计人

员的风险识别、防范能力和审计效率。 

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及其审计策略进行研究，最终能够提高审计

质量，进而在保护投资者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提高投资者信心、维护资本市场交

易环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 财务舞弊 审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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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ijing Stock 

Exchange in 2021, China's capital market has achieved vigorous development, but 

under the continuous drive of economic interests, the financial fraud of listed compan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and constantly evolving. As can be seen from many 

financial fraud case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the financial fraud of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 has gradually evolved and upgraded, from the initial processing of 

false accounting statements of individual items of economic business to the present 

stage of the whole process and systematic financial fraud mode of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 Because the intention of fraud comes from the original shareholders who have 

control, the scope of fraud is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the fraud plan is 

meticulous and the fraud has a long period, with high concealment and anti-audit, the 

systematic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direction of 

financial fraud in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s used to study the 

financial fraud of W Group company's systematic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in what kind of background and 

w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is, and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and briefly expounds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basis 

required. Then case - W group company of this article simply introduced, the W group 

co., LTD. A brief review of fraud case, and deep excavation cases adopted by the 

enterprise typical systemic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 financial fraud, respectively 

from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fraud, fraud comprehensively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udit process of recovery. Secondly, based on the previous 

detailed case analysis, the financial fraud process,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limitations and harms of systematic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 financial fraud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fraud in systematic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 the 

corresponding audit identific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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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level and identification level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prevention ability and audit efficiency of auditors. 

The study of systematic financial fraud in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 and its 

audit strategy can finally improve the audit quality, and the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 improving investor 

confidence, and maintaining the trading environment of capital market. 

 

Keywords：systematic fictitious economic business；financial fraud；audi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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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从全面系统性财务造假的万福生科，利用跨境业务系统性造假的雅百特，按

照内部的“造假流程指南”全面财务造假的新绿股份，到各主要财务数据的勾稽

关系和行业分析合理、货币资金还能“函证相符”的康得新，与事务所联合造假

的康美药业等财务舞弊案例，无不呈现出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身影。 

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思路逐渐演变，己“进化”成贴合于公司真实业务流

程的系统性造假模式。为达到预期结果，此类财务舞弊通过虚构与伪造各经济业

务及支持性材料，各个造假环节虚构的金额以及相应起到支持性作用的财务与非

财务资料都非常精确，各个造假环节虚构的各财务数据间的逻辑联系、虚构指标

之间的勾稽匹配都非常严密，历年虚构的毛利率保持相对的稳定，因此具有极强

的欺骗性，审计人员通过执行一般性的分析程序和缺乏针对性的细节测试较难发

现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大大提高了审计工作的难度。如果不是公司资金链断裂、

知情人举报或者公司管理层人员频繁变动，财务舞弊很难被揭发，如康得新和新

绿股份，而一旦被揭发，其如核污染般的危害力，必将导致中小投资者遭遇巨大

的损失，甚至对整个行业和资本市场产生巨大负面冲击。  

由于其极高的隐蔽特点和反审计特性，全流程式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模

式俨然成为我国主流的财务舞弊方向。基于全面了解与识别此类财务舞弊行为，

本文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与相应的审计策略予以研究，对此类财务舞

弊模式进行全面总结，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审计策略正是本文的选题依据所

在，且其选题本身也更符合专业型硕士论文“就事论理，前瞻应用，解决实际问

题”的选题要求。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探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问题，对于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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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刻认识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过程以及其舞弊主体、条件、特点、缺

陷和危害，对于健全此类财务舞弊手段和建立规范有效的财务舞弊识别与防范体

系都具有客观且实际的意义；同时，也助于评价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

经济后果，有助于对相关行业准则制度的修改和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从实践的角度看，洞悉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以及相应的审计策略，

对有效识别和遏制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行为起到有的放矢、事半功百的

效果。为上市公司等审计工作提供相应的审计思路和审计对策建议。尤其对于身

处审计一线的项目组成员，因其直接处于被审计企业环境中，直接面对被审企业

各类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其自身对舞弊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对抑制系统性虚构

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提高投资者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

务舞弊的辨析识别能力，进而避免其因此类财务舞弊行为而承受经济损失。另外，

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以及相应的审计策略的研究，更有利于恢复社会

各界对独立审计行业的信任和投资市场的信心。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1.2.1 研究方法 

（1）案例分析法 

本文结合了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的案例，运用案例分析法，以信息不对称理

论和财务舞弊动因三角理论为基础，结合 W集团公司的背景状况以及财务舞弊案

件整体回顾，对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造假的客观条件、舞弊过程及舞弊特征进行

了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通过对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的分析与研究，进

而归纳出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完整舞弊过程，及其舞弊主体、舞弊特

征、固有缺陷和危害，最后针依据案例分析与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

审计策略。 

（2）文献研究法 

本文对财务舞弊相关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与阐述中使用了文献研究法，并通过

下载大量与论文主题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并加以阅读和总结，从而形成论文中的相

关概念及理论和文献综述两大部分；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充分思考总结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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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对虚构经济业务类财务舞弊的相关研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借鉴相关财

务舞弊审计策略研究的文献，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归纳；最后，通过整理 W

集团公司上市招股说明书、W集团公司财务造假期间多年的财务报表、证监会对

W集团公司相关的公告以及各类媒体的相关报告等，并将其与本论文研究主题与

方向相关的各类资料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整合，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 

1.2.2 研究内容 

第一章为引言部分。本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并从理论角度和实践角度

分别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之后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性介绍，

最后根据国内及国外相关文献，分别从财务舞弊的动因文献、财务舞弊手段文献、

财务舞弊识别文献以及财务舞弊防范与治理文献进行概述，并予以评述。 

第二章为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部分。本部分首先分别对对财务舞弊概念、系

统性虚构经济业务概念和审计策略概念做出了阐述。之后主要对相应的理论依据

进行了阐述，介绍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财务舞弊动因三角理论。 

第三章为 W集团公司系统性的虚构经济业务舞弊案例介绍。本部分首先介绍

该 W集团公司基本情况、财务舞弊事发回顾，之后对该公司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

的客观条件、财务舞弊过程和反审计特征进行全面分析。 

第四章根据上述案例分析，分别从舞弊过程、主体、特点、固有局限和危害

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 

第五章为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审计策略部分。根据第四章总

结出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各个特性，参照审计准则要求和实务流程，

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分别从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提出相应的

审计识别及应对策略，以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识别、防范能力和审计效率 。 

第六章：结论与不足。本部分主要是总结前述各大部分的研究结论，同时指

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1.3 本文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有两个方面： 

第一，本文不同于以往对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的研究思路，没有将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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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数不胜数的审计失败研究和各类财务数据分析之上，而是将案例的研究思路

更多的放在了其财务造假整体思路和财务造假的反舞弊特性上，通过对案例深入

挖掘，将 W集团公司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舞弊方式进行了复原，并将其反审计

特性进行全面分析，为本文之后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这一类财务舞弊的提出及

其针对性的审计策略的叙述做好充分的铺垫，在研究思路上具有创新性。 

第二，本文总结出了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这一类财务舞弊的过程，并分别从

舞弊过程、主体、特征、固有局限和危害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进行全

面分析和总结，据此再分别从财务报表层和认定层的两大角度针对性地提出了实

务性的审计应对策略。在以往的论文和专著中，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

的相关文献探讨较少，对此类财务舞弊方式的认识相对不足。本文相对全面的总

结了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模式，属于一种理论上的创新。 

1.4 文献综述 

1.4.1 财务舞弊动因文献  

国内外学者对财务舞弊的动因研究，主体上分为从公司内部角度和公司外部

角度两大方向。在公司内部方面：上市公司因股权结构不完善原因会直接破坏以

股东大会、董监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相互约束与制衡作用，这增加了上市

公司财务舞弊的机会（秦柯，2017）。同时，因公司大额股东之间、大额股东与

公司管理层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进而导致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俨然成为企业内部的

合谋产物，尤其是在股权高度集中大型民营企业，以家族代表的大股东“一人多

职位”，极大的破坏了内部控制的制衡作用（陈玉雪，2019）。而往往在经营规模

较小的上市公司中，不相容岗位集中，并且大股东高度参公司经营，内部控制被

凌驾的风险较高，财务舞弊程度与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黄世

忠，2020）。尤其是当公司直面财务窘境时，因融资能力受到制约，其通过财务

舞弊骗取外部融资的可能性增强（Wright，2009）。 

公司外部方面：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若希望在市场竞争中占得更多的市场份

额，便可能会对审计质量的重视程度予以降低，甚至放任财务舞弊（周萍，项军，

2020）。市场监管机制漏洞增加了企业舞弊的可能，有的企业为谋取利润会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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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重大事项，进而加剧信息的不对等性（霍慧敏，2020）。再加上相应法律法

规的欠缺与不足，以致其震慑作用有限，这导致进一步增强实施财务舞弊的机会

（岳殿明，2014）。从宏观经济环境角度看，因全国“一视同仁”的监管标准，

某些身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为了顺利实现 IPO或者资本市场再

融资，甚至为解决保壳压力，实施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增大（黄世忠，2020）。 

1.4.2 财务舞弊手段文献 

众多学者对财务舞弊手段进行过系统的分类，概括较为全面的是将我国上市

公司财务舞弊手段分为三大类，即“虚构资产及经济业务”，“利用会计政策的可

选性及会计估计的可变性以操控利润”，“通过对真实的交易或事实进行掩饰隐瞒

或不及时披露”（丁飞，2010）。而从我国 IPO财务舞弊手段上分类，较典型的是

分为“虚构经济业务方式（IPO 财务舞弊的主要方式）”和“非虚构经济业务方

式”两大类。最值得关注的是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此类舞弊从技术上

看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在虚构经济业务的业务流程、财务流程上需保持匹配性，即

一方面需保持会计等式平衡，另一方面对虚构的业务流、现金流和资产需互相匹

配（梁爱华,廖海华，2018）。 

从具体的舞弊手段上说，“虚构收入及利润”和“高估内外资产”是上市公

司财务舞弊运用次数最高的两大手段，其中至少占半数的舞弊企业高估应收账款、

存货等流动资产（Carey,Hodges,Webb，2018）。此外，上市公司通过虚构经济交

易和利用各类关联方以操控收入最为常用的财务舞弊手段，且通过虚构货币资金

以掩饰财务舞弊痕迹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舞弊公司所采用（黄世忠，2019）。

值得关注的是，从虚构现金流到消化现金流的虚构现金流自体循环式财务舞弊的

出现（陈以哲，2014），以“虚构信息流+虚构现金流+虚构物流”的三者合一造

假模式的出现（李克亮，2018），尤其对于系统性的虚构经济业务类的财务舞弊，

存在三大关键造假环节：对客户及供应商进行虚构；对现金流进行虚构并与匹配

已虚构的经济业务；对虚构毛利所产生的虚构现金流进行“消化”（刘石球，2016），

由于此类财务造假十分隐秘，财务舞弊具有很高的识别难度，尤其自身的反审计

性大大提高了审计工作难度，可称为财务造假的“最高境界”（阮长天，2020）。 

此外，利用专业化的独立金融公司，对银行存款予以结构化进而虚构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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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这种舞弊手段（李克亮，2018）；通过虚构跨境项目、虚构国际贸易和虚假的

资金流动方式所进行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方式（雷雨露，2019）等，

均呈现出财务造假向“互联网+”领域和“海外领域”的发展趋势，这对审计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4.3 财务舞弊识别文献 

众多学者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财务舞弊识别思路。通过深入细致的报表分析能

够发现财务舞弊，尤其是对上市公司使用争议性较大的会计政策的原因进行深入

分析（黄世忠，2019）。应重点关注非财务信息在有效识别财务舞弊中的作用，

应将企业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等重要的内部非财务指标与所在行业特征、企

业经营环境等外部非财务信息结合式分析（周安琪，2019）。通过分析上市公司

经济增长情况与其所在市场情况的匹配性，同时通过对上市公司内部不动产和长

期待摊费用的分析，进而推断其真实的综合实力并与报表数据及相关披露中所体

现的综合实力互相匹配，从而做出是否存在财务舞弊的判断（张伟，2020）。 

此外，应将财务舞弊识别特征定位于“故意变更收入确认以致毛利率失常”

和“客户前五存在隐性的关联方”（黄世忠，2019）。在财务报表反常特质中，出

现频率最多的项目分别为：“收入”、“毛利率”、“货币资金”和“存货”；在非财

务项目反常特质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分别为：“客户前五存在隐性关联方”、“不稳

定的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和“原控股东大额股权质押”（黄世忠，2020）。 

特别关注的是，从“重要性”的角度来看待审计实务问题是审计人员非常偏

重的，虽然“重要性”是一种可以有效的发现财务报表中出现错误的模式, 但因

为财务舞弊交易的实质水平往往低于“重要性”水平，所以“重要性”并不适用

于发现财务舞弊（蒂凡尼·库奇，2018）。 

1.4.4 财务舞弊防范与治理文献 

国内外学者对财务舞弊防范与治理的研究，主体上分为从公司内部防范角度

和公司外部防范角度两大方向。 

在内部防范方面：因为代理问题的存在，以致企业治理过程中出现薄弱环节，

即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进而获取个人利益，应增强企业内部治理规范，保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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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合规有效（Barbara，2017）。此外，上市公司监管层中独立董事人数及比例

对公司具有非常重要的监督作用，当其数量高且占比大时，企业财务舞弊风险较

低（Abdul Ghafoor，2019）。但是仅靠监事会进行监督，是很难有效提防财务舞

弊，应重视法务会计以利于内部监督（戴江秀，2016），且应从三个方面寻找完

善公司治理机制的突破口以遏制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及造假行为，一是实行举证

倒置制度；二是对审计委员会在防范财务舞弊的职能方面进行强化；三是建立机

制以防止公司实际控制人窃取上市公司利益（黄世忠，2019）。 

在外部防范方面：当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企业建立起长期的协作关系时，注

册会计师尤其要保持职业怀疑，否则在此种环境中将逐渐弱化其对异常信息的敏

感，以致执业水平降低（林婧，2020）。在审计实际工作中，注册会计师往往为

应付事务所质控部门的质量检查，进而只为质控而堆积各类资料，有意或无意的

忽略了审计程序背后的真正意图（潘胜国，2006）。此外，在揭发财务舞弊方面，

注册会计师发挥不足的原因与会计师事务所自身不足密切相关，如对组建反舞弊

团队意识不足，法务会计能力欠缺，缺乏能够交叉验证财务舞弊风险的数据库和

识别模型等（黄世忠，2020）。值得关注的是，各类媒体的关注能够有效遏制财

务舞弊行为，但会因所曝光公司的控制权属性、报道媒体传播信息的媒介和报道

的基调程度而产生不同遏制效果（吴芃，2019）。 

对于越发严重的上市公司“内外串通”和“闭环式舞弊”的趋势，在增加注

册会计师审计职权上，尤其是“对外调查权”的赋予，立法及监管部门应予以支

持。在揭发财务舞弊方面，常规社会审计存在固有局限，故应建立基于大数据模

式下的业财融合型财务舞弊识别模型（黄世忠，2019）。最后，监管当局对上市

公司的主要处罚思路及方向应是增加处罚的有效性和处罚的威慑力，进而大幅度

提高监管效果（石青梅，2021）。 

 1.4.5 文献评述 

在较早年份对财务舞弊类型下审计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虚构经济业务的

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财务舞弊。而近些年来，面对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财务舞

弊从起初较简单的虚构经济业务的某一方面，转变到到现阶段系统性的虚构经济

业务模式。此类舞弊，因其造假程度高、造假手段复杂且隐蔽、时间跨度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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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密计划性和反审计性的特点，其如核污染般的危害力，必将导致中小投资者

遭遇巨大的损失，甚至对整个行业和资本市场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现阶段缺少

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详细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并针对此类舞弊具体

的审计策略研究，此种情形不利于应对舞弊环境的变化。 

近些年有关财务舞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财务舞弊的特征总结和类型总结，

缺乏对各类财务舞弊的审计策略的具体研究，尤其针对于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

务舞弊的审计策略研究。此外，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审计策略的研

究内容，往往只是宏观上分别对审计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和监管机构给出笼统的

思路，缺乏针对性的专业指引和切实的可操作性，尤其对于身处审计一线的项目

组成员，因其直接处于被审企业环境中，直接面对被审企业各类财务与非财务信

息，其自身的舞弊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对发现系统性的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

行为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及其审计策略研究—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为例 

9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财务舞弊 

关于财务舞弊的概念，国际内部审计协会（IIA）将财务舞弊定义为：具有

故意欺骗特性的成体系的违法违规行为，具有为组织窃取利益和带来损害的双重

性质。美国《审计准则第 82 号》中将舞弊定义为：明知违法或过错，为骗取他

人信任而故意扭曲事实的行为，此行为以第三方遭受损失为代价使舞弊者获得不

当利益。我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中将舞弊定义为：组织内外人员通过欺诈有

意隐蔽等违法违规行为，侵害或篡夺组织内部经济利益，同时存在为自身获取不

当得利行为的可能。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中将舞弊定义为：被审企业

的管理层、治理层或第三方员工，故意使用欺诈手段牟取违法或不当得利的行为。 

由上述可见，财务舞弊是指舞弊行为的实施方通过采用以财务欺诈为代表的

各种违法违规手段，以侵害或牟取他人利益为代价，谋取不当得利的不合法不道

德的故意行为，如故意违反相关政策与规定、故意歪曲或隐瞒财务报表内容等，

此类行为会导致严重的恶果，使得企业在经济利益、企业声誉及企业价值上受到

严重的损害，而财务舞弊实施者却因此能够获取不当的经济利益。 

2.1.2 虚构经济业务 

虚构经济业务表现形式复杂，但究其本质是对企业的各类经济业务以及相应

的各类记录进行全面的虚构，所以就一定存在相应的虚假特性和风险失衡特点。

虚构经济业务的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虚假的会计信息。从会计信息视角查看虚构经济业务情况，主要归集

于会计信息的伪造、账表信息的伪造和虚假对外信息披露这三点上。对于虚假会

计信息，其典型特点为造假成本较低且造假结构复杂。例如通过造假成本低且结

构复杂的自有资金虚构企业资金流进行体外循环，由于使用了“真金白银”式现

金流且审计人员没有“外调权”，故而只检查公司内部信息便很难发现其中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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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假的经济业务及流程。从造假手段的视角查看虚构经济业务情况，

主要归集于交易渠道的伪造和业务流程的伪造两大类，如舞弊企业虚构经济业务

时通常采用的虚构经济交易事项和虚构各类资产项目。此层次的虚构造假，可以

粉饰企业的各类财务业绩，最终这些粉饰的财务业绩须通过虚构各类资产项目对

其进行“消化”。  

（3）虚构经济业务下显著失衡的风险收益。与正常经济业务所呈现的“高

风险—高收益”不同，虚构经济业务却显露出“高风险—低收益”特性。财务造

假公司实质上并不具备宣传的盈利能力，其通过虚构不存在而投资方无法发现的

经济业务以增加企业获得投资的可能。在获得投资后，企业将持续通过财务造假

的手段创造出良好盈利的假象欺骗投资者。当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误信了粉饰信息

后进而大额投资舞弊企业时，却承受了极高的投资风险和并不与风险相适的投资

获利，因此体现出显著的“高风险—低收益”特性。 

2.1.3 审计策略 

审计策略是指审计人员在其整个审计实践过程中，以“审计质量的保障、审

计目标的达成”为双前提，以“审计成本的节俭、审计效率的提升”为双要求，

针对不同的审计阶段和审计状况，规划与确定相应的实践思路，制定与安排相应

的业务措施的高度概括。 

审计策略的制定和运用具有“层级性”、“指引性”和“可变更性”三大特征。

首先整个审计实践是一个具有层级特性的策略系统，从高屋建瓴的整体审计实践

思路，到对财报下各报表科目整体的审计实践策略，到最后各具体报表科目下较

为详细的测试程序的审计实践策略，三大层级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其次审计策

略对审计工作应具有明确的指引性，无论是整体审计实践上的审计策略，还是各

具体报表科目的审计策略，都应能直接指引审计实践，能够保证在审计实践中，

审计人员能够围绕审计重点井然有序地开展实践工作，任何脱离实际性和指引性

的审计策略都是毫无意义；最后审计策略的相关制定和运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

可变更的。审计人员可根据被审计单位及审计场景下的差异性，可运用不同且更

具针对性的审计策略，且在审计工作过程中所确定的审计策略也可以依据审计过

程中不断发掘的问题和存在的特殊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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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说明了市场环境中的各类人群对同一事件下所获取的信息

程度存在差异。因受托者与委托者之间对公司经营过程中有关信息的了解与掌握

是存在差异，因而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股东是企业风险最直接的承受人，

但却不能对企业各项经营决策进行直接参预，在了解和掌握企业相关信息上居于

劣势地位，而管理者是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核心，处在了解和掌握企业相关信息的

优势地位。因此，如果不能有效的对公司管理层进行监督，对股东及日益分散的

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便会增大。 

此外，在信息不对称这一前提下，应运而生的“逆向选择①”问题和“道德

风险②”问题，这为行使代理权的公司管理者提供了便利的财务舞弊条件，财务

舞弊行为的发生将会导致优良的社会经济资源不断向经营风险高、经营效益差的

企业流动，最终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破坏。 

2.2.2 财务舞弊三角理论 

舞弊三角理论，于在 20世纪 50年代，由美国会计师委员会主席埃伯纶奇特

（W.Steve Albecht）为代表提出。该理论认为，“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

化”是诱惑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三大条件。 

“压力”是企业舞弊行为的动机，可以是企业遇到财务困境、企业所有者及

利益相关者对财务指标的过高期望、对舆论或者媒体“预期”的满足以及管理者

满足个人欲望等；“机会”为财务舞弊提供了可能，是财务舞弊的前提。指企业

内部控制存在不足、企业所在行业的特殊性、因惩罚措施缺乏或较轻以致犯错误

成本较低、管理者利用审计人员对某些风险点的习惯性行为进行反审计舞弊等；

“自我合理化”是指对自己的舞弊行为寻找说服自己的借端和理由。三大要素相

互联系、互相影响，任一要素的欠缺都不会导致最终财务舞弊的发生。 

 
① 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指市场的某一方面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

己受益而使另一方受损，倾向于与对方签订协议进行交易。 
②
 道德风险,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确定或不完全合同使得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承担其行动的

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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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三角理论如图 2.1所示如下： 

 

  

 

机会 

 

 

压力                                       自我合理化 

图 2.1 舞弊三角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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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案例介绍及分析 

3.1 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基本情况介绍 

3.1.1 W 集团公司背景介绍  

（1）W集团公司简介  

W集团公司，它成立于 2003 年，是一家主要从事于农产品生产的加工制造

企业，其主要产品是围绕稻米进行精细加工和稻米副产品深度加工，主要业务活

动是对生产出的各类副产品进行研发、制造和对外营销。其主要的生产运作模式：

通过稻谷等主要原材料，运用“理化生”综合技术模式下的“淀粉糖加工”等技

术方法，使用稻谷等原材料提炼生产出淀粉糖等；通过利用稻米残渣制造大米蛋

白粉；然后利用剩余的米糠再制造植物油；最后使用残料稻壳提供生产动能。它

的生产运作模式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进行了完全充分的利用，构建了一条完

整的“稻米加工产业”循环经济链，如图 3.1所示： 

 

       稻谷    

米糠 碎米 稻壳  普通大米、优质大米 

米糠油 米糠粕 米蛋白 淀粉糖 蒸汽动能   

深加工    

废料    沼气发生池 

   沼渣养猪养鱼   沼气发电 循环经济链 

图 3.1 W集团公司“稻米加工产业”循环经济链 

 

W 集团公司上市之前，公司法人及其妻子共同持有 W 集团公司 80%以上的股

权，如表 3.1所示。从 W集团公司股权结构上能明显看出，W集团公司就是一所

极为典型的“夫妻公司”，公司法人妻子的三个近亲属，其中有两个分别对 W 集

团公司的采购业务及销售业务全权负责，企业管理层中核心人员是公司法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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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姐妹，所以这也是一家典型的家族管理模式下的企业。W集团公司上市前注

册资本结构，如表 3.1 所示： 

 

表 3.1 W集团公司上市前注册资本结构（前五名）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龚永福 实物、货币 10,000,000.00 40.19 

杨荣华 实物、货币 10,000,000.00 40.19 

深圳山晟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592,436.00 6.4 

余小泉 货币 995,272.00 4.00 

刘丽 货币 895,745.00 3.60 

资料来源：根据 W集团公司审计报告及招股说明说书整理 

 

（2）W集团公司上市背景 

W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成功上市创业板，基于其自身多方面的优势。 

在技术方面，一是运用高科技，W集团公司研发的“稻米淀粉糖深层加工—

副产物综合高效利用”技术模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殊荣；二是产生循环

经济模式，W集团公司建立了一条“榨干取尽”的全产业链循环的经济模式，极

大地节约了产能，并创造了产品的各种附加值。从技术角度看，W集团公司站在

农业科技领域的峰顶，取得了引领农产品行业发展的先机。 

在经营方面，W集团公司采用了集中化的采购模式，并实行了“集团公司+生

产基地+种植农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并与某农业大学进行技术合作，在包含

农业生产技术、种子繁育及推广和农资产品供应等优良的产业运作模式下为的农

户提供服务；同时 W 集团公司十分重视搭建以利益共享模式下的粮食经纪人团

队，形成“粮食经纪人团队—种植农户—企业种植基地”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模

式，使三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W集团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公司已俨然成

为一家拥有数十万万吨级的仓储能力，建立全国领先的稻谷仓储管理体系的现代

化农业类企业。 

在国家政策方面，W 集团公司是中央及地方双称谓的储备粮代储企业。W 集

团公司在粮价波动时期，严格执行国家保价政策，着力维护广大农民利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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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保收增收。W集团公司在采购旺季，借助现代化的仓储管理体系和国家及地

方给予的信贷支持，进而能够凭借集中采购的优势显著的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

根据其掌握的“稻谷最优存放周期”而获得稻谷得高产出率，获取了优于其他农

业类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市场方面，“W集团公司牌”大米被评定为国内著名品牌，且精米类产品的

市场营销呈现出明显的利好信号。在国家八部委公布的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领

头农企”的第五批名单中，认定 W集团公司为农业产业化模式下重点培养的科技

类农业企业。因其在农产品行业的领军地位，W 集团公司的各类农产品得到了政

府部门和行业市场的认同。 

在财务管理方面，W 集团公司在财务规范上达到了优于同类企业的高水平。

首先在采购端，W集团公司以粮食经纪人为主农民送货上门为辅的收购方式实现

供货，且设置了各环节的内部控制流程。W集团公司通过网银或银行转账支票的

方式，向粮食经纪人支付货款，因存在农户没有银行卡且偏好使用现金的特点，

其采取了在规定限额内可以现金支付采购款，若超限额则需身份验证；其次在销

售端，W集团公司制定了与自身经营状况相适应的《销售及收款管理制度》，并对

销售各环节控制流程进行规范。销售活动中区别于一般的农业类企业，W 集团公

司较多的采用了银行转款、支票支付的方式，使得资金结算体现出，有迹可循、

有据可查且集中、规范的特点。  

综上所述，W集团公司依靠其领先的农业技术地位、规范的财务管控体系和

先进的生产运营模式，给社会传达了先进、闻名、良性发展的信号，收获了了社

会公众和地方政府的青睐。所以，W集团公司在诸多光环的照耀下，成为了一颗

夺目的市场新星，进而在创业板成功上市。  

3.1.2 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案件回顾 

2012 年 8月，W集团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后发布的第一份半年报中披露， 2012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26,990 万元，2011 年同期金额为 23,221 万元，上升幅度

为 16.23%，但相比之下，2012 年上半年经营利润和净利润分别为 2,554 万元和

2,655 万元，与 2011 年的半年经营利润和净利润 3,017 万元和 3,117 万元比，

下降幅度达到 15.3%和 14.8%。最为惊异的是，2012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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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2,858万元，为 2011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3,955万元的-172%。W 集团公

司管理层给出解释是：由于受到的原材料等收购价格上涨的影响，以及企业资产

减值损失的计提因素影响，导致 201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同比去年有所

下降。这种股票刚一上市，公司业绩就下滑的情况，虽下滑程度并不严重，但是

监管方还是对此类异常现象给予了关注。最为蹊跷的是，在财务报表上反映为在

建工程的募投项目，从 2012 年年初的 8675 万元，激增到到 17,997 万元，增幅

高达亿元。 

2012 年 8 月底，某省证监局上市公司检查组在对 W 集团公司进行例行检查

时，发现其当年半年报中关于预付款项极为明显的“账表不符”：公开披露的资

产负债中预付账款列示为 14,600 万元，而内部非公开的科目余额表上预付账款

列示为 33,000 万，两者之间的差距高达 1.5 亿之巨。但因预付账款列示的余额

超上年同期 13，000万元，检查组意识到畸高且同期差异如此之大的预付账款的

异常性，立刻通过银行追查预付款资金的流向，调查发现列示的对设备供应商的

8,036万元预付款并没有转给设备供应商，而是转给了非企业性质的自然人，且

客户转款也是非企业性质的自然人。中国证监会和某省证监局对其立案通报并全

面调查。在多部门联合稽查中，W集团公司财务总监交出了私人控制的用于财务

造假的五十多张个人银行卡，并在现场获取了存有关键财务造假证据的 U 盘，据

此揭开了一个虚构收入 90,000万元的财务舞弊大案。 

此次全方位的稽查，不仅发现了 W 集团公司 2012 年当年的重大虚假披露，

同时对 W 集团公司申报上市起的以前年度进行了审查，至此挖掘一起造假数年、

全面且系统的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案。据调查发现，W集团公司 2008年至 2011

年全部虚增的净利润 16000 万元，而根据 W 集团的招股说明书记载，其 2008 年

至 2011年的净利润合计数为 15200万元，也就是说 W集团公司原本是亏损状态，

其财务指标不符合上市规定条件，这说明 W 集团公司存在严重的欺诈上市行为。

最终经证监会通报，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案是我国在深圳创业板恶性欺诈发行股

票首例案件。W集团公司为了在深圳创业板公开发行股票并达到股票上市的财务

业绩标准，在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公司法人决策下和财务经理全面部署下，对 W集

团公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财务舞弊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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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案例分析 

W集团公司公司财务舞弊其最终的目标是虚增收入和利润，其整个舞弊思路

是典型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所以，要想对 W集团公司的财务舞弊进

行系统的研究，首先依据财务舞弊三角理论分析出 W集团公司能够进行财务舞弊

的客观条件，其次复盘出 W集团公司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过程，最后需要对

W集团公司采取此类财务舞弊的特征进行分析。 

3.2.1 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的客观条件 

对于 W集团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客观条件分析，可依据财务舞弊三角理论框

架对进行其实分析。 

（1）压力 

地方政府施加的压力。地方政府各类绩效考核的指标中，对当地经济增长的

要求较为看中，而公司上市的行为，对于地方政府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绩效指

标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在此背景下，W集团公司当地政府积极鼓励具有发展能

力的地方企业努力上市。根据媒体报道，当地政府相关人员曾多次约见 W 集团公

司董事长袭永福，并对其进行多次的思想工作与思想动员，再加之当地政府对当

地企业上市提出了极具诱惑的优惠政策。最终为迎合地方政府的强烈意愿和诱导，

W集团公司在此浪潮中“被上市”。  

达到创业板上市要求的压力。依据证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必

须符合各类财务业绩的硬性要求。而根据中国证监会对 W集团公司的行政处罚显

示，W集团公司 2008 年至 2011年全部虚增的净利润 16000万元，而根据 W集团

的招股说明书记载，其 2008年至 2011年的净利润合计数为 15200万元，也就是

说 W 集团公司原本是亏损状态，其财务指标是达不到在创业板上市的硬性条件

的。W集团公司面对公司真实财务业绩与并未达到上市要求的压力下，为了达到

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并于创业板成功上市的目的，在 W集团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的公司法人决策下和财务经理全面部署下，实施了全面的财务舞弊行为。 

（2）机会 

采购业务及销售业务大量来源于个人。W集团公司是从事于农产品生产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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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制造企业，其采购与销售业务的受众人群便具有面对自然人的特点。采购业务

对象以自然人（农户）为主，这就意味着原材料供应方分散、采购过程中存在大

量现金支取的现象且无法取得进项发票，不仅增加了审计人员审核采购数额的难

度，更增加了审计人员对采购业务真实性的识别难度；其销售业务面对自然人，

这意味着产品销售客户分散、销售回款存在大量现金且不索取发票，不利于审计

人员对实际销售总额的审核。这便增加了 W集团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机会。 

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家族式企业。W集团公司上市之前，公司法人及其妻子

已共同持有 W集团公司 80%以上的股权，即使在 W集团公司上市后，两人也共持

有公司 60%的股份，从股权结构上看 W集团公司就是一家“夫妻店”。W集团公司

董事长身兼公司总经理职务，他的妻子和岳父亦是董事会成员，董事会 9 名成员

3人为近亲属关系，且公司法人妻子的两个近亲属分别负责 W集团公司采购业务

与销售业务，从公司治理上看是典型的家族企业。这说明具有控制权的原始股东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预决算掌握绝对权利，对公司的董监会的任免及报酬有

着绝对的控制权。此外，W集团公司监事会只有 3名成员且学历普遍较低，只具

备助理会计师资格，其中 2人与公司法人私交甚好。在此情形下，公司董事会形

同虚设、监事会职能丧失、企业内部控制被完全凌驾，这更利于进行财务舞弊。 

（3）自我合理化 

W集团公司无论是从技术、经营、市场、国家政策方面，还是从财务管理方

面，都传达给社会一种先进、闻名、良性发展的良好印象，尤其是其引领农业的

技术地位、规范的财务管控体系和先进的生产运营模式，不仅收获了了社会公众

和地方政府的青睐，更让公司法人十分自信。正如其介绍采访时所说“我们公司

的前景是广阔的，公司的未来更是利好的。虽然内心不想做（财务造假），但我

们做（财务造假）的目的只是单纯想给投资者传递些利好的感觉而已。”正是基

于这多种优势背景，给 W 集团公司的财务舞弊当事人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进而自我合理化了其财务舞弊行为，收获了社会公众和地方政府的青睐 

3.2.2 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过程复原  

（1）财务舞弊的第一步：W集团公司将体内资金以采购的名义，从公司账户

“支付”给虚假的粮食经纪人账户、农民账户，以预付工程款款的名义“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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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串通或虚构的在建工程的建设方、生产设备销售商的账户，以形成体外资金，

并虚构此阶段相应的一系列经济业务。 

在采购的环节。首先，W集团公司公司通过真实的现金流操作对采购业务进

行付款。因为在采购稻米等原料时，可大量通过农户和粮食经纪人，对于各项工

程建设时可以承包给独立的工程队，这样便可以取得出售方及施工方的身份证明，

进而开立大量个人性质的账户来对进行财务舞弊。此外因为农户属于非企业性质

的自然人，所以企业在账务上便顺理成章的挂在个人账户下；其次，因没有实际

的采购业务，便伪造虚构“票证流”下的一系列凭证；最后，因存在“真实”的

现金流，并配以现金结算单、银行流水单据等外部证据予以佐证。最终采购环节

造假非常完备，审计人员执行函证程序时，不是获取了关联或串通企业“金额相

符”的虚假回函，就是因原材料提供者为不懂回函的农户和经纪人。于是，审计

人员只能通过替代性程序，对原材料提供方的银行进账单等凭证进行检查。因为

公司通过实实在在的现金流进行财务舞弊，可以提供出真实的银行进账单等外部

证据，所以审计人员很难察觉采购背后的舞弊行为。  

在生产环节。首先，根据虚假的营业收入，对企业生产计划进行虚构，按照

企业真实的“行业投入产出比”，虚构各类产品；其次，为了使造假数据勾稽合

理，进而对人工成本予以虚构，并将其分摊至虚构的各类产品成本之中；最后，

根据生产过程伪造虚构“票证流”，如入库及检验单、领料凭单及各类成本计算

及分配表等真真假假的内部证据。最终，审计人员通过数据核对与合理性分析，

很难检查生产的真实性。即使审计人员实地查验，因 W集团公司公司存在真实且

正在运营的生产线，审计人员对生产现场的实地查看，很难察觉公司在生产环节

的舞弊行为。 

（2）财务舞弊的第二步：W集团公司将企业体外银行账户内的资金，通过虚

构销售后回款的方式将资金转入公司账户中，使体外资金流向体内以实现了资金

的“体外循环”，并虚构此阶段对应的一系列经济业务。 

W集团公司以虚构销售的方式将大量的自然人账户中的资金，转款进入 W集

团公司的账户中，W 集团公司作为收入确认。此外，W 集团公司对虚构的收入开

具真实的销售发票，并虚构完整的销售业务“票证流”，如订购和销售单据、发

运和签收单据等凭证。因为审计人员缺乏“外调权”，进而不能对客户的财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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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验，因此难以发现其中的异常。最终将此过程经过数次循环，W集团公司的

营业收入便实现了快速增长。 

审计人员通过对客户实施函证时，因客户串通甚至虚构，于是函证程序失效。

此外，企业存在真实的现金流，通过核对企业账套流水与银行账户流水，两者能

够相互对应。最为关键的，W集团公司不同于与以往的财务舞弊，确认的收入并

不大量堆积于应收账款，大部分进行了真实的转账支付，并拥有一系列如银行转

账单等外部证据。所以在如此完整的舞弊链条下，审计人员便对企业营业收入错

误的认为不存在重大错报。 

（3）财务舞弊第三步：虚增“在建工程”，以隐瞒造假，并虚构此阶段相应

的一系列经济业务。 

将虚增的利润“转换”为以在建工程项目为代表的长期资产，由于此类长期

资产的特殊性，即工程尚在建设之中而无法确定最后价值，与“转换”为应收款

项这种易引起审计人员关注的流动性资产相比，其被发现而暴露的风险相对较小，

再加上检查相关合同及文件、现场检查等审计程序较为固化而易于设计反舞弊手

段，最为关键的是虚增此类长期资产随着时间可逐渐通过折旧等方式慢慢予以

“消化”。 

从 W集团公司完整的造假链条中可以看出来，W集团公司的财务舞弊计划缜

密、范围全面且系统，虚构了各类单据和相互勾稽的财务数据，通过银行进行大

量的转账以虚构现金流，整个舞弊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工作量。从报表上看，财

务状况合理健康，销售业务旺盛，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突出，经营业绩利好。 

3.2.3 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的特征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案是典型的系统性的虚构经济业务类财务舞弊，其不仅

将策划的各舞弊环节布置在审计盲区，而且在重点审计区域，通过各种手段转移

审计重点或被迫审计人员使用替代程序，甚至利用审计人员的审计习惯和会计师

事务所各种内部问题，“筹划”出的各种具有反审计特征的舞弊手段。比如，采

取倒推式造假思路，使得“修饰”后的财务报表整体上十分平衡，很难从财报形

式上发现问题。通常，审计人员在审计实践工作中，主要有三个阶段，分别是企

业重大错报风险评估阶段、企业内部控制测试阶段，以及非常侧重的实质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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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W集团公司也相应地，分别对企业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程序、企业内部控制

测试和实质性程序这三大审计阶段，做出了特别的舞弊安排。  

（1）在企业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程序上 

W集团公司并不明显具备高风险公司的特征，然而，这正是 W集团公司规避

审计风险评估的手段。 

第一，W集团公司历年财务报表显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整体上均呈增

长势态，各项资产的增长比率维系在合理恰当的范围，且公司的总体资产规模展

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如表 3.2所示:  

 

表 3.2 W集团公司 2008年-2011年 6月资产结构构成对比图 

资产项目（万

元） 

2008年 12月

31 日 

2009年 12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11年 6月 3O

日 

流动资产 19,843.36 26,139.43 28,588.O1 25,718.77 

非流动资产 11,672.99 12,O88.88 22,O91.86 25,123.4O 

总资产合计 31,516.35 38,228.31 5O,6O7.87 5O,842.17 

流动资产占比 62.96% 68.38% 56.49% 50.59% 

资料来源：根据 W集团公司 2008-2011年年报整理 

 

W集团公司各项偿债比率稳定，不存在重大的变化，如表 3.3所示： 

 

表 3.3 W 集团公司 2008年-2011年 6月偿债能力主要指标对比图 

项目 2OO8年 2OO9年 2O1O年 2011年 6月 

流动比率（倍） O.88 1.26 1.23 1.26 

速动比率（倍） O.25 O.31 O.41 O.27 

资产负债率 77.53% 58.29 57.52% 51.58% 

息税前利润（万元） 4855.O1 6113.93 8217.45 4873.83 

利息保障倍数（倍） 3.86 5.17 6.26 5.24 

资料来源：根据 W集团公司 2OO8-2O11年年报整理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及其审计策略研究—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为例 

22 

 

W集团公司股东权益逐年上升，如表 3.4所示： 

表 3.4 W集团公司 2OO8年-2O11年 6月股东权益结构对比图 

项目（万元） 2OO8年 12月

31日 

2OO9年 12月

31日 

2O1O年 12月

31日 

2O11年 6月 3O

日 

股本 2,OOO.OO 5,OOO.OO 5,OOO.OO 5,OOO.OO 

资本公积 2,2OO.OO 9,966.35 9,966.35 9,966.35 

盈余公积 288.16 97.74 653.26 965.O5 

未分配利润 2,593.4O 879.49 5,879.36 8,685.44 

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7,O81.56 15,943.54 21,498.96 24,616.83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权益合计 7,O81.56 15,943.54 21,498.96 24,616.83 

资料来源：根据 W集团公司 2008-2011年年报整理 

 

总之，W集团公司通过财务造假，其虚构的财务状况与真实的财务状况相比

更加健康，并营造了其主要依靠于自身盈利在逐步扩张、壮大的假象。  

第二，W集团公司不仅没有繁琐的投资事项和复杂的筹资事项，同时不倚赖

于政府补贴的状况，W 集团公司将造假的路径全部集中于主营业务，且造假的销

售收入及营业利润，并非随意操纵，而是逐年增加，虚构利润率在 20.81%至 25.71%

之间，二者之间存在稳定的配比关系，且历年保持稳定。因此从风险评估的角度，

不会认为 W集团公司存在异常交易，如表 3.5所示： 

 

表 3.5 W集团公司 2OO8年-2O11年 6月舞弊金额对比图 

舞弊金额（万元） 2OO8年 2OO9年 2O1O年 2O11年 2O12年 1-6月 

虚构销售收入 12,OOO 15,OOO 19,OOO 28,OOO 16,5OO 

虚构营业利润 2,852 3,856 4,591 6,634 3,434 

利润率 23.76% 25.71% 24.16% 23.7O% 2O.8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通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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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一般农业类企业不同，W集团公司基本上通过银行转账来进行资金

流动，在财务收支管理的上留以规范的印象，当审计人员看到 W集团公司采用银

行转账，收付现业务及时且可追溯，审计人员便并将其看作是 W集团公司财务比

其他公司更加规范的信号，如表 3.6所示： 

 

表 3.6 W 集团公司 2OO8年-2O11年 6月销售结算方式构成对比图 

结算方式 2OO8年 2OO9年 2O1O年 2O11年 1-6月 

现金收付 2.98% 8.75% 8.O4% 1.52% 

银行现金缴存 39.43% 11.OO% 6.73% 17.35% 

个人刷卡 - 3.O3% 3.21% 7.92% 

银行转账、支票 57.59% 77.22% 82.12% 73.21% 

合计 1OO.OO% 1OO.OO% 1OO.OO% 1OO.OO% 

资料来源：根据 W集团公司审计报告及招股说明说书整理 

 

（2）在企业内部控制测试上 

在我国审计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存在轻视企业内部控制测试

的问题。尤其针对于系统性的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因其造假动机源于公司高

层，企业内部控制被凌驾而完全失效，甚至成为了此类舞弊的帮凶。不仅无法在

企业内部控制不足的区域觉察出相应问题，反而审计人员会错误地认为被审企业

内部控制的执行是有效的，因此便扩大了对内部控制的测试，最终“证明”了内

部控制表现良好，并减少了实质性测试的范围。 

W集团公司属于典型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舞弊意愿来自具有控

股权的原始股东，是股权高度集中的“家族式”股权结构及管理模式企业，其对

于虚构的各项经济业务及相应的支持性财务凭据与非财务资料，都是经过严密的

设计与安排，因此，在 W集团公司的内部监督控制体系被控制权股东和高层管理

者彻底凌驾，审计人员无法通过一般的控制测试进以发现企业财务舞弊问题。 

（3）在实质性程序上 

货币资金的审计。首先，对于货币资金的金额核查程序，如银行对账单核对

和银行存款函证，往往是财务舞弊的高发区，因此程序执行相对完备。因此，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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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利用大量银行转账，保证了金额的吻合，使金额核查程序失效；其次，

针对大额收入及支出款项的审核，W集团公司存在实实在在的资金的流，此外审

计人员缺乏专业验证银行进账单的技术；最后，针对 IPO项目需要执行核对银行

流水程序，即获取银行对账单并与账簿记录进行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双向检查。但

是 W集团公司将财务舞弊环节安排在资金流水的特性上，通过真实资金流动下虚

构企业现金流方式，此外因银行对账单上往往没有对方账号和名称，审计人员通

过对银行账单与企业记录进行核对，是很难发现货币现金舞弊问题。 

存货项目与成本项目的审计。对于存货和成本项目的审计程序，主要集中在

细节测试之上，而更为重要的分析性程序，如贮藏期分析、原材料采购相关费用

分析，却总是由于复杂烦琐且费时费力而被审计人员有意忽略，往往只对存货期

末余额构成和产品毛利稳定性进行较为简单的分析。W集团公司瞄准此审计盲区，

通过对“投入的原材料—产出的产成品”之间的单个耗用进行配比，对存货期末

余额构成和产品毛利稳定性进行反审计措施。此外，对于存货和成本项目的细节

测试，审计人员面对不可胜数的大量数据中发现细小的异常，困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普遍存在项目安排不合理，项目人员分配不足，以导致工

作量较大，审计人员时常为完成繁重的底稿填制，只是机械式的检查了各项证据，

但却缺少对合理性的怀疑。这样，存货和成本的问题很容易被瞒天过海。  

往来款项的审计。主要的审计程序为应收款项周转分析和函证程序。在应收

款项周转分析中，审计人员通常把较高的周转率认定为企业经营优良的表现。首

先，W集团公司利用了审计人员通常认为的“周转高即是错报风险较小信号”的

惯性思维，进而较多使用了银行转账的方式。其次，审计人员并没有结合 W集团

公司身处的农业行业特性进行分析，将过高的周转率认定为一种异常的现象。在

农产品收购市场中，企业与农户结算方式并非即时结算，季度结算、半年结算、

按年结算普遍存在，而 W集团公司与农户即时结算的方式，审计人员却缺乏对此

类现象的质疑。对于往来款项的函证程序，正如本文之前对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

过程在采购环节的复原中的说明的那样，最终导致关键的函证程序彻底失效。 

营业收入审计。销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是所有上市公司和 IPO 公司审计的

重点关注，而最为重要的领域往往会导致审计人员深陷浩如烟海的财务数据之中

不能自拔，进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事项。主要审计程序包括收入真实性检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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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程序等。针对收入真实性测试，审计人员抽取一定数量的记账凭证追查至销售

合同、发票和发货单等，并结合函证程序和物流单、收货单检查等。W集团公司

通过系统性虚构一系列经济业务和相对完备的内部证据、外部证据，导致一般的

检查性程序失效。此外，由于审计人员倾向于使用函证的方式确认收入，而 W集

团公司与客户串通配合，再加上可利用农业企业客户的特殊性，借口客户不懂回

函，将审计人员引向检查相关合同及期后款项收回等替代性质的程序，顺利通过

函证程序一关；营业收入的分析程序重点集中于底稿化毛利率分析（月度毛利率、

产品毛利率等），缺乏对所处行业的平均毛利率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缺乏对企

业整体生产能力和季节性因素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再加上 W集团公司通过虚构在

建工程使得虚构的利润有了归属，最终导致不具针对性的营业收入分析程序失效。 

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的审计。对于固定资产的审计，一般情况下，其风险主

要集中两点，一是操纵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时间进行舞弊，因此审计人员更多的

重视于工程合同及结算书等；二是重视所有权以及相应的计价和分摊，但往往却

将审计核查放在房产证的拍照留证、机械式的测算折旧上。虽然可以通过实地走

访观察，但对于其价值估计往往并不准确。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

最为关键的是审计人员往往对在建工程的合理性重视程度不足，并缺乏基本的分

析。因此 W集团公司依据审计人员习惯性忽略基础上，对于余额不断增长的建工

程，把舞弊点放在了列支大量预付账款的工程项目。由于将预付账款搭建在建工

程之上，审计程序转向以函证或检查合同发票为主的预付或者应付账款确认程序。

通过转移舞弊对象并增加审计工作量，进而达到转移审计重点，即分析预付工程

款支付进度的合理性和建工程各项成本的合理性。  

可见，策划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的是一场精细计划、严密实施的造假全面且

系统的财务舞弊案件，通过把控审计人员各环节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审计习惯，在

舞弊方式和手段的设计上，挖空心思的避开审计人员的审查重点，是典型的系统

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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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分析 

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与我国发生的众多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舞弊方式异曲

同工，即典型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行为，通过对各类经济业务进行有

组织、系统性的虚构，进而使公司业绩达到预期。 

但研究时发现，针对此类财务舞弊，其造假手段复杂，隐蔽程度增强，查处

难度加大，所以本部分将基于本论文第三部分 W 集团公司系统性的虚构经济业务

财务舞弊案例分析，对辨识难度极高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模式，从其

舞弊过程、主体、特点、固有局限和危害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总结。 

4.1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过程 

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思路逐渐演变，己“进化”成贴合于公司真实业务流

程的系统性造假模式 

（1）制定造假计划，确定虚构利润的数额 

为使得财务造假更加真实、难以识别，正如 W集团公司，此类财务舞弊的企

业会制定严密的造假计划，系统性虚构一系列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经济业务，

这样既保持了每月份各项财务数据的协同增进状态,同时又保证了各财务数据的

合理的勾稽逻辑。企业依照意图虚构的目标利润数额，反向推导出能够与之对应

的营业收入数额，再参考行业毛利率和企业往年毛利率，反向推导出需要进行虚

构的营业成本及能够对应勾稽的销售费用等。 

（2）虚构客户或供应商及相应的经济业务 

为配合虚构的营业收入及成本，达到财务流与票证流的统一。正如 W 集团公

司，此类财务舞弊企业，以其经营业务中真实的供应商及客户为前提，据此大量

虚构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供应商、产品销售客户，并通过伪造各类公章、捏造供

销合同、开具真实的发票并予以纳税等，虚构相应的经济业务，形成“业务流”；

根据所在行业及企业以往的“投入产出比”，虚造从采购到产出再到成本核算等

一系列票据，进而形成“票证流”，以配合财务造假。此外，存在部分真实的上

下游供应商和客户，甚至与造假企业串通舞弊，以致企业整个业务体系中，真真

假假，虚虚实实，为使得财务造假更加真实，更难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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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自有资金虚构资金流进行体外循环 

为达到现金流与业务流的统一，财务舞弊公司将资金以采购款、预付款、其

他应收款等形式打入串通或虚构的各类供应商或施工单位，然后由这些串通或虚

构供应商及施工单位，将资金转入串通或虚构的客户，进而形成闭环式的资金流，

最后通过这些串通或虚构的客户，将资金打入公司账户进而虚构成与收入相关的

回流资金。从“闭环式资金流”模式下的资金流出再到资金流入的整体循环，资

金如同血液循环般循环往复。通过自有资金虚构资金流进行体外循环的造假规模

与资金的流转速度成正相关，即资金流动的次数越多，虚构的收入规模也就越大，

而与资金的总量并不相关。康得新、绿大地、天丰节能和天能科技等财务舞弊案

例中均能体现出通过自有资金进行虚构资金流进行体外循环的造假思路。 

（4）虚增资产以消化虚增利润产生的资金 

最后通过对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资产的虚增，进而对前期虚增利润时产生的资

金进行“消化”。舞弊企业可以通过匹配流动资产，如虚增银行存款或虚增存货

的方式，对前期虚增利润时产生的资金进行“消化”。虚增的银行存款可以在之

后合适的时期将其转换为非流动性资产进而进行折旧摊销等。尤其对于特殊行业

的企业如制造业企业或农业类企业，其商业运营需要大量存货，通过存货造假的

条件更为优越，并且后期可以通过将虚增的存货通过减值、关联企业之间虚假售

卖或者盘亏等方式将其消化，如辉山乳业和康美药业等；或通过匹配非流动资产，

虚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虚构研发业务和研发支出进而虚构无形资产等方式进

行虚增造假，因长期资产价值确定专业性较强和相关支出能够进行资本化操作，

最为关键的是虚增的长期资产可按期予以折旧或摊销，在以后各个年度不知不觉

中逐步消化，从整体上看具有明显的反审计性。 

这样，采购端虚构流动资产，投资端虚构非流动资产，销售端虚构营业收入，

加上循环式的真实现金流，为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企业“描绘”出一

副：“企业通过生产经营业务产出的现金流正在稳步增长，通过长期资产构建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亦在增加。本企业正在努力扩大投资、积极扩展市场份额”

的海市蜃楼般的美景。在这样的一系列系统性的操作之后，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

财务舞弊将很难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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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主体 

4.2.1 拟上市公司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最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在资本市场上的成功

融资。因我国宏观政策，间接融资水平非常有限且十分看重所抵押资产的价值，

例如银行抵押贷款，但急需资金的企业可抵押的优良资产毕竟有限。当企业发展

遭逢资金链断裂，却缺乏在间接融资市场获得抵押贷款时，唯有将视线转向直接

融资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并不重视资产抵押，而更加看中公司的历年经营绩效，

和基于历年经营绩效上对公司未来的利好预期。因此，为增加投资者对企业投资

的兴趣程度，进而成功的获取直接融资市场上投资者的资本金，以及为了公司经

营业绩至少满足于上市规定的条件，以虚构利润和资产为财务舞弊的主体的系统

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模式便粉墨登场，W集团公司正属于此类舞弊主体。 

4.2.2 急需再融资或面临 ST 风险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急于再融资，但因其经营业绩指标并没有满足规定的增发条件，在

此情形下，急需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进行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行为的可能

性便会增加。此外，当上市公司发展遭遇瓶颈，或因公司经营战略、投资策略的

严重失误导致企业经营业绩猛烈下滑，甚至面临连续亏损的境况下，为了不被管

理当局发出 ST 预警的情况下，往往会采取一些保壳手段，如通过重组方式对问

题资产、僵尸债务进行剥离；对具有获利能力的业务及优质的长期资产予以出售；

大股东或利益集团为公司注入资金；通过财务“手段”跨期调节企业损益等。众

多保壳手段中，有的手段属于对企业会计准则及资本市场规则的合理运用，但某

些手段却是通过财务造假方式，甚至通过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方式进行财务舞弊。 

4.2.3 急需资本融资的其他公司 

有的企业在其发展运营的历程中，由于资金欠缺导致其之后的经营受阻，或

者由于公司投资策略的严重失误以致盲目扩张，或者因为经营管理不善以致企业

现金链断裂，以上种种原因均会增加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若此时，企业本身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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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价值的非流动资产或变现力较强的流动资产，进而说明通过银行贷款的间接

融资能力已至极限，企业唯有将视角转向更具诱惑力的直接融资市场，欲通过债

券发行进行直接资本融资，而较为优质的历年经营绩效是公司能够在资本市场获

得债券发行资格的关键前提。如果企业的历年经营绩效较差以致无法获得投资者

的关注，甚至不能满足债券发行的基本要求，在此情形下，企业进行系统性虚构

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的动机便应运而生。 

4.3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特点 

4.3.1 舞弊意愿来自具有控股权的原始股东 

企业通过财务舞弊并成功在资本市场获取融资的行为，其本身便具有极大的

风险性，此外对财务舞弊行为要予以严格的保密。据此，具有控制权的原始股东

统一的舞弊意愿便极为重要。舞弊意愿源自具有控股权的原始股东，便能够为舞

弊提供直接便利的条件，如凌驾于内控之上。最为关键的是，舞弊意愿源自具有

控股权的原始股东，是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具有的反审计特性的根源。

因此，正如 W集团公司这样股权高度集中的“家族式”股权结构企业，往往是系

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重灾区。 

4.3.2 舞弊范围全面且系统 

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其财务舞弊要达成的虚构目标很难通过

小范围造假便予以完成，而时需要通过在采购环节、生产环节以及销售环节全流

程造假才能实现，正如 W 集团公司进行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行为。

此类舞弊所虚构的财务事项及经济业务非常宽泛，据此虚构的财务资料量大且繁

杂。对于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舞弊企业不只是在证、账、表进行全面

虚构造假，舞弊企业还会在审计人员所接触到的，与各类财务资料配套的非财务

资料上进行伪造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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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舞弊计划缜密且造假跨期较长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不同于企业真实发生的财务核算逻辑。企业真

实发生的财务核算，依据其真实发生的经济事项事后据实记录即可。其核算逻辑

是“会计凭证的记录—账簿的编制—财务报表的生成”，而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

财务舞弊，最初便需规划出严密的造假方案，再根据造假方案分步骤进行相应的

各类造假，其核算逻辑是“计划造假的财务报表—对应的会计凭证和账簿记录”。

此外，还需对各类制约条件给予综合考虑，如真实的资产负债情况、造假成本对

舞弊的制约、企业外部人员是否愿意串通等，因此具备严密的计划性。而基于系

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目的，以及有关的规定和要求，企业需要向监管部

门报送至少为期三年的财务报表。此外，为保证虚构的财务数据历年的稳定性，

增长比率和偿债比率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股东权益，以及公司总资产规模逐年上升

的虚假趋势，正如 W集团公司长达五年的财务舞弊行为，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

务舞弊必是基于多年，因此其舞弊时间跨期长。 

4.3.4 舞弊本身具有反审计性 

虚构一套从账务角度来看相对严密的财务账表，只是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

务舞弊能够实施成功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才能通过审计才是财务舞弊

成功的关键。正如策划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的团体，既十分专业又熟悉审计人员

的审计程序和审计习惯，其精心策划了这一系列的舞弊流程。因此，实施系统性

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企业，通常会寻找财务舞弊的“高手”，组建财务舞弊团

队。这类人群通常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财务、审计工作者，他们熟知审计盲区和审

计习惯，对审计过程中的审查重点和审计人员易于忽略处了如指掌，通过精心策

划反审计思路，布置大量的反审计措施，处心积虑地绕过审计人员的检查要点，

将审计人员计划执行的各重点审计程序牢牢“把控”，并挨个转移和化解。在系

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面前，其所具有的反审计特性会导致一般的审计程序

失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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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虚构利润而付出的造假成本极高 

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模式下，财务舞弊企业为掩饰虚构交易的

真实性，进而开具大批真实的销售发票，这致使舞弊企业上缴巨额的、实实在在

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及利润虚构的越多，对自身资金的损耗也就越大。

公司需要获得真实的增值税发票，虽然可通过虚构的供应商及客户中直接“获取”，

但更需要在真实的供应商及客户中获取，因此需要对其串通并支付相应的回扣。

此外，还需要通过“买票”的方式获得相应的销售费用增值税票据，物流费用票

据等一系列印证经济业务真实发生的外部票据。正如 W集团公司董事长所言“我

真的把（财务）假做的太多了，1.5亿元的税，用来做利润都足够了”。此外，为

配合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造假企业需要设立一些关联企业并将其以各

种形式进行“隐藏”，支付给大量中介机构如券商、律师、评估的专业服务费用

等，这些为配合造假采取的手段都需要付出相应的造假成本。 

4.4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固有局限 

4.4.1 行业环境与企业内部环境对其的制约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是系统性倒推式造假，虽然舞弊企业对各财

务数据的勾稽关系非常重视，但始终脱离不了所在行业的大背景和行业固有特点，

如所处行业的市场波动情况和所处行业的市场需求情况等，也脱离不了企业的内

部环境，如企业的目标战略及经营风险、企业股权结构、企业内控中分级授权体

系和内部监督等对其的制约,其之间存在着牢固的可相互印证的关系。审计人员

在业务承接阶段、预审期间了解被审企业及其环境的总体风险评估阶段，不仅应

关注于财务数据、资料的获取和完成部分审计任务，而更应该把精力和重点集中

在被审企业所在行业的信息与被审企业内部环境的综合分析之上，才能将审计风

险牢牢把控，审计重点清晰明确。而现实中更多的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自身实力、

业务承接和业务完成的原因，除个别国际大所外，会计师事务所普遍缺乏相应的

专业化部门，往往只能将此“行企比对”和风险把控的任务交给合伙人和项目经

理手中，更有甚者为了获取业务而“低头”，或“轻重大错报风险，重检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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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风险把控力度，重审计底稿厚度”。凡此种种，也助长了造假公司的嚣张气焰。 

4.4.2 回归经济业务本身便可发现舞弊端倪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完全基于财务数据进行系统性的造假，但本

质上说其依据的具有实质性的经济业务本身却无法造假，如果审计人员回归到经

济业务本身，依据企业经济业务与财务信息互相结合方式进行审计，而非只徘徊

在财务数据内部不可自拔，造假并非不可能发现。而往往，会计师事务所出于其

业务模式的特点和漏洞，导致审计人员在硬性规定的项目完成时间内和高强度的

工作压力和任务量下，将绝大多数经精力放在了财务数据的核对和勾稽，放在了

“厚实”的工作底稿的完成，难有更多的精力关注财务数据本身，更有甚者基层

审计人员即背负着厚实的任务量又因其自身存在专业胜任能力不足的前提下，最

后只能为了完成审计任务而去完成审计任务，而往往能够发现系统性财务造假端

倪的却是在最基层的审计人员所执行的最基础的那些业财融合的审计程序，如进

驻被审企业时种种观察与交谈、抽凭时的核对、监盘时的检查等。再加上注册会

计师审计行业内独立性的固有限制、事务所之间恶性竞争和事务所内部业务量的

考核指标等原因，这也间接造成了造假公司敢于进行一系列造假操作的“底气”

所在。若能将上述原因一一消除，则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必将无处藏身。 

4.4.3 利用虚增存货以消化虚增资金的局限性 

利用虚增存货的方式对虚构的资金进行消化，其本身脱离不了行业的约束性，

即对存货盘点、计价存在固有难度的相关行业才可适用。因存货本身的特殊性，

导致其盘查清点时难度较大；因某些存货缺乏全国性市场，导致其公允价值确认

较难大。在此背景下，农业类行业就成为了财务舞弊毒瘤的“温床”。因农业类

相关存货固有特性，财务舞弊企业便对存货的数量进行大幅度虚增，并匹配大量

现金支付下的采购来配合存货的虚增。在此舞弊方式下，让审计人员即难以对存

货数量给予准确把控，又无法了解存货采购真实的资金去向。可是随着财务舞弊

的时间不断延长，财务舞弊的规模逐步的扩大，相应虚构的存货余额也会越发膨

胀。最终，只有通过恶性计提减值损失等方式进以消化虚增存货资产，所以便有

“獐子岛的扇贝又跑了”、“康美的中药去哪了”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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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虚构的资产项目存在被发现的可能 

公司将虚构的利润隐藏在流动资产项目中，或是非流动资产项目中，均属于

企业的事实存量，一定存在被揭发的概率。最终虚构的资产项目，即使最后可以

逐渐“消化”，但始终摆脱不了增幅异常、缺乏匹配性或长期挂账的特点。对于

流动性资产的各类项目，如应收、预付款项或存货增长幅度过高或增幅远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对于非流动性资产的各类项目，如余额过高且与企业自身生产规模

并不匹配的建工程或固定资产，不具备科研能力下激增的无形资产。因此，如果

对评估出舞弊风险较大的科目进行大范围且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和检查，财务舞弊

被发现的几率便大大提升。 

4.5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危害 

4.5.1 造假金额巨大，造假程度高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是系统性的“虚构经济业务”、“虚增财务数据”、

“伪造各类财务资料”等行为，而非通过传统的“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

用”“不依据或滥用会计准则”等财务造假方式，其造假的金额是巨大的。因其

通过自有资金，虚构资金流进行体外循环式的造假，其造假规模与资金流转速度

成正相关，即资金流转的次数越多，虚构的收入规模也就越大，而与资金的总量

并不相关，因此相对于真实的金额其虚假的程序非常之高，往往是成倍、数倍的

造假。这一点从 W集团公司实施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所虚构的收入及利

润金额、系统性造假程度，以及曝光的种种此类财务舞弊案例中可见一斑。 

4.5.2 恶性循环，年年造假 

从会计等式平衡性上分析，公司对利润进行虚构，其必然需要企业资产负债

表的借方科目给予“协作”，财务舞弊企业往往将此借方科目设计两类，即流动

的存货、非流动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若是虚增存货，为防止出现尾大不掉的

存货量，只能通过恶性计提减值损失予以“消化”。若是虚增固定资产或无形资

产，就将额外大量计提折旧和摊销。虚构的利润越多，虚构的资产变越多，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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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和计提额也会越多，最终又不断的削减企业当年利润。因此，只有不断对利

润进行虚构，才能够维持住对公司整体的财务业绩。一个公司进行了系统性虚构

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如同吸食毒品般，不断“吸食”，不断“增量”，一旦“戒

毒”就会产生强烈的“戒断反应”—企业财务指标断崖式下滑，新旧问题同时爆

发。正如采访 W集团公司董事长“当初没想到会这样，但造假真的越做越多了”。 

4.5.3 对投资者及资本市场危害性极大 

正如 W集团公司，虽然财务舞弊的初衷是上市后获得更好的发展并期待有一

日能够“改邪归正”，但结果往往却是企业的生产经营业绩难以获得有效的改变

和提高，最后只能被迫曝光财务舞弊行为。更为恶劣的是，有些企业的控股股东

和经营管理者，通过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行为，系统性虚构一系列经济

事项，肆意粉饰企业业绩、鼓吹企业战略规划，直到粉墨上市后便原形毕露，暗

地里开始出售、抵押股权进而大量套现，在东窗事发前逃之夭夭。因系统性虚构

经济业务财务舞弊针对融资的欺骗性，如果各类投资者错误的相信了舞弊企业财

务利好信息并予以投资，将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全

面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造假信息被披露后，只会阻碍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减弱

资本市场的经济调配置能力，玷污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 

4.5.4 处罚最为严厉 

近年来伴随着新《证券法》的落地和执行，证监会已多次明确声明，坚决落

实其各项要求，将持续加大对财务舞弊、欺诈上市等恶性违法事例案件的查处力

度，切实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强化震慑作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一再强调：把“零

容忍”的审查方针在具体工作中予以全面落实，对于各类财务造假、欺诈上市等

恶性违法案件，坚决严查到底、一抓到底，做到“痛击筋骨”，让财务舞弊违法

者“深感其痛”而不敢“再越雷池”；严抓财务舞弊案件中的“关键少数”，实施

精确严厉打击，对相关情节与责任给予明确区分，对财务舞弊的实际控制者与具

体实施人予以重罚，甚至终身市场禁入的处罚措施；涉嫌犯罪，绝不姑息，让违

法者在“行政处罚、刑事打击和民事赔偿”三位一体的立体追责体系中承担应有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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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审计策略 

5.1 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于报表层审计策略 

5.1.1 对所在行业市场环境进行针对性的了解和分析 

因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经过严密的计划和安排，其虚构的财务信

息之间，虚构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之间存在着符合逻辑的勾稽关系，但被审企

业所在行业市场及其信息是无法虚构的。无论如何造假，其虚构的经济业务本身

却脱离不了所在行业市场环境的制约，因此审计人员应将报表层审计策略重点安

排在对被审企业所在行业市场环境进行针对性的了解和分析上。 

（1）对所处行业的市场波动情况进行分析 

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审计人员应当充分了解被审企业所在行

业的市场波动情况，并与被审企业自身财务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并寻找异常差异。

若被审企业所处行业处在明显的低谷期，但被审企业的财务信息却与行业的市场

状况并不符合甚至矛盾，即在行业低谷期却能保持着稳定的销售业绩。正如 W集

团公司所在行业市场信息显示，其申报上市时期正是我国大米加工行业产能严重

过剩期，行业整体开工率低于 40%，稻米加工行业发展前景黯淡，但 W集团公司

却展示出显著优于所在行业各领头企业的销售业绩。若被审企业无足够自身优势

的情况下，很可能说明被审企业存在造假行为甚至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

行为，因此审计人员应当在企业所在行业明显的市场波动时期，对被审企业的销

售状况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以发现舞弊风险。 

（2）对所处行业的市场需求状况进行分析 

审计人员应将被审企业的销售地域分布及对应的销售量与行业市场的需求

进行分析对比，以寻找不合理处。若被审企业所处行业市场需求存在显著的地域

性，但被审企业销售地域分布与行业市场需求地域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且被审企

业的销售增长与行业市场需求并不匹配，在此情况下，很可能说明被审企业存在

造假行为甚至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行为。正如 W集团公司销售地域主要

集中在所在省份，但另一家行业领头企业—某金健米业其主要销售地域也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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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而 W集团公司在本省销售额却明显高于所在地区需求总量。 

5.1.2 对被审企业内部环境进行针对性的了解和分析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虽经过严密的计划和安排，但舞弊企业虚构

的经济业务本身却脱离不了内部环境的制约，企业自身的内部环境更是无法完全

虚构的，如企业是否属于舞弊主体、是否具有舞弊特征、企业的股权结构等。因

此审计人员更应将报表层审计策略重点安排在对被审企业内部环境进行针对性

的了解和分析上。 

（1）对是否属于舞弊主体并具备舞弊特征进行分析 

对于了解和评价被审企业的内部环境来说，先应了解被审计企业经营目标、

经营战略，进而确定被审企业是否属于急于融资的拟上市公司，或是急需再融资

或面临保壳风险的上市公司，或是急需资本融资的其他公司，以确定被审企业是

否属于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主体；其次应了解被审企业业务经营特征，

进而评估被审企业是否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可能。如本文第四章

所述，具有这些特征的企业，其本身即属于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造假

主体，又具有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特征，无论从造假意愿还是从造假

机会均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因此审计人员在评估审计风险并且定审计策略时，

对此类企业应予以特别的重视，并据此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继而发现隐

藏的种种风险。 

（2）对股权结构及其演变进行分析 

股权结构越呈现集中分布，被审企业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便会增强。而股

权结构越是分散，被审企业进行财务舞弊可能便会受到的企业内部控制的严格限

制。因为舞弊意愿来自具有控股权的原始股东，是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

具有的反审计特性的根源，尤其是家族式股权结构和管理模式下，正如 W 集团公

司这样股权高度集中的“家族式”股权结构企业，财务造假尤其是系统性虚构经

济业务财务舞弊的能力就越强。分析被审企业的股权结构，主要用以分析被审企

业内部控制环境，进而评估被审企业是否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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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从整体层面针对性的了解被审企业内部控制 

对于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而言，因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完全凌驾于

企业的内部控制之上，公司内部控制处于失效状态，但并不表示可以忽视从整体

层面对被审企业内部控制进行了解，反而应予以重视。 

（1）对分级授权体系和内部监督进行了解与分析 

审计人员应当充分了解被审计企业是否建立了合理且严密的分级授权体系

制度，通过对被审企业的分级授权体系制度的全面了解，对公司整体管理思路尤

其是具有控制权的股东的管理风格和管理理念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能够分析被

审企业内部是否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特征。此外，审计人员应当

对被审企业内部监督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如企业的审委会、监事会和内审计部门

的设立及尽责情况，尤其是审委会和监事会的构成情况。通过对被审企业内部监

督状况的了解，可以据此分析在被审企业内部是否更有利于进行系统性虚构经济

业务的财务舞弊行为。 

（2）对询问对象的特殊考虑 

在整体层面了解被审企业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莫过于询

问程序，但在审计实务中普遍存在审计人员地只机械性的询问底稿中列明需要询

问的事项，习惯性的只和被审企业专门指派的人员进行询问，更有甚者只通过问

卷的形式与被审企业指派人员进行沟通。这样得到的问询的结果往往都是被审企

业愿意让审计人员知道的信息，审计人员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被审企业是否存在

舞弊风险，尤其是被审企业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风险的情况下，通

过这种方式得到的问询结果毫无价值。因此，通过询问程序，从整体层面有针对

性的了解被审企业内部控制时，应向某些特殊对象加以询问，如报告期前后退出

的股东、从关键业务岗调往非关键业务岗的管理人员、与被审企业主要业务流程

的首末两端进行衔接的企外人员等，进而更深入的探寻被审企业是否存在系统性

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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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于认定层审计策略 

5.2.1 针对虚构收入和成本的审计策略 

（1）整体生产能力分析 

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中，若企业不对其自身的生产能力予以虚增，

其虚构的收入便会与企业的整体生产能力产生矛盾。正如 W集团公司，通过分析

其稻谷加工能力下主要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就可以判断出 W集团公司各主要生产

线的产能已出现严重过剩的情况。因此，进行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企

业便会制定和实施虚增整体生产能力的舞弊方案，进而保证虚增收入与企业自身

整体生产能力相匹配。 

对于整体生产能力分析，首先需要确定各生产线的生产设备数量以及其相应

的产能和能耗，各生产线配备人员的数量以及其值班轮岗状况，生产线的投人产

出情况。其次需要到被审企业各生产线的现场进行现场查看并与之前所掌握的信

息进行对比。观察生产设备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是否存在闲置状况；观察各生产线

的实际运行以验证产能信息是否属实；查看各生产线实配人员数额并询问生产人

员的劳动强度和值班轮岗情况，以验证产能信息是否属实；观察并记录各生产环

节的投人产出情况，以验证投人产出是否属实。若审计人员发观被审企业的总产

量超过了其整体生产能力越多，其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风险就越大。 

（2）生产与销售的季节性因素分析 

审计人员应当对被审企业销售与生产的时间分布进行分析，进而判断是否符

合所在行业的季节特性，尤其对生产与销售淡季而不淡、较早进人生产与销售旺

季和较晚进人生产与销售淡季的情况予以特别关注。正如 W集团公司是农业类企

业，受明显的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在其申请上市次年，我国大米精加工行业因极

端气候影响导致原材料供应不足，但在其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却是生产的原材料充

足。因此，如果存在上述现象，应进一步核实有无合理且实证的理由予以支持，

若没有，则审计人员应当将具有此类现象的生产与销售业务进行统计，并执行更

具针对行的真实性审核。此外，审计人员在对企业生产与销售的季节性因素进行

分析时，需要综合考虑制约其生产与销售水平的仓储能力、整体生产能力等因素，

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及其审计策略研究—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为例 

39 

 

（3）对行业毛利率及非主要业务毛利率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审计人员应当被审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行业成熟度以及行业竞争程度

进行了解，进而分析所在行业毛利率状况。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

因其采用倒推式造假，企业各项主要业务的毛利率基本与同行业相符。因此，要

对被审企业所有业务毛利率进行全面分析，尤其针对非主要业务的毛利率分析，

不能局限在依据“重要性”而确定的毛利率分析的习惯中。正如案例企业，在当

时“稻强米弱”市场格局下，行业企业的毛利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W集团公司

糖业毛利率却持续走高，远超过行业竞争对手的异常现象。此外，审计人员更应

走出对企业毛利率等财务数据的大量机械式分析的习惯，深入到企业各项主要经

济业务的之中，“业财融合”下，方能发现系统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在毛利率

上的破绽。 

5.2.2 针对虚构资金流审计策略 

（1）对可疑经济业务的资金收付进行分析 

经济业务发生的合理性分析。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中，为达到现

金流与业务流的统一，舞弊企业将资金以预付款、其他应收款等形式转入到串通

或虚构的供应商，然后经这些“供应商”，打入串通或虚构的客户，进而形成闭

环式的资金流。因此，审计人员应严格检查审计单位能够将自有资金输送到公司

外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大额且不合理的各种支付款，如大额预付款、大额其他应

收款等形式。 

检查可疑经济业务的资金收付账户。审计人员应当对各类可疑经济业务所使

用的所有资金收付账户予以核验，并对此类账户下的各项资金收付业务发生的真

实性进行全面的分析，对被审企业是否存在虚构银行对账单的财务舞弊行为时刻

保持怀疑，正如 W集团公司便在此类账户中虚构了银行对账单。 

（2）亲赴银行重新打印银行对账单并有针对性核对银行流水 

若发现可疑经济业务以及其资金收付的银行账户，审计人员应亲自前往银行，

对所有异常的对账单等银行单据，进行现场的再次获取，并可同时向银行验证银

行回单的真实性。由于该程序可有效的发现被审企业伪造银行单据行为，所以审

计人员在发现可疑经济业务的异常信号后，尤其是企业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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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舞弊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不应以繁琐、费时费力为借口，对其进行回避。 

现实中银行收付方式存在一种现象，即在银行对账单中不显示资金收付的对

方名称。若被审企业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的可能，审计人员应与

直接与银行取得联系，获取资金流水银行对账单，其中记录着资金去的资金接受

单位名称，并对银行交易流水内容予以详细核对。此外，将重新打印的对账单与

被审企业提供的对账单进行对比核验，尤其对“对方户名”“摘要”等予以关注，

还应该进一步抽取相应的凭证，双向检查银行对账单，进而确保进账单的真实性

和与之对应的经济业务的真实性。 

（3）重视并有针对性的执行现金监盘程序 

审计实务中，普遍存在轻视现金监盘程序的现象，如安排审计实习生执行现

金监盘程序、为尽早尽快完成而提前通知被审企业监盘时间等，或仅是为了工作

底稿中的监盘而监盘，并未充分利用这一程序。若被审企业存在虚构经济业务型

财务舞弊的风险，审计人员在执行现金监盘程序时，更要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查

看并询问财务专用保险箱内的情况，进以查看是否存虚构企业的各类材料，或被

审企业用于资金循环的借记卡、存款簿等，甚至发现用于伪造银行凭证的签章等。 

（4）执行有针对性的银行函证程序 

银行函证程序是货币资金审计中非常重要的审计程序，作为审计人员，要严

格执行函证程序，亲手发函、亲自收函，保持函证从始至终严格的过程把控。若

评估被审企业进行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风险较高，并对银行回函存有

怀疑，审计人员不能为应付事务所质控检查而将函证程序机械式的满足于 “金

额相符”，应对可疑函证的回复保持敏锐的职业怀疑，并进行较为细致的检查，

如回函的收信人名称是否为函证信笺中注明的人员，回函地是否与函证邮出地相

符合，函证信笺的发件人是否为被审企业具有回函权限的财务人员，回函上的印

章是否属于规定印章等。 

5.2.3 针对虚增存货的审计策略 

（1）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贮藏期分析 

审计人员应将被审企业的原材料及产成品的库存量进行分析，核算各年度原

材料和产成品的贮藏期，并对各年度贮藏期的合理性予以分析。如果发现某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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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几年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贮藏期异常，或者贮藏期在各年度极不稳定。若被审企

业无法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则可能说明被审企业存在虚增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财

务舞弊。在此情况下，审计人员应当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审计程序，如扩大对原材

料和产成品的抽盘范围、执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存货监盘等，防止被审企业实施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行为。 

（2）原材料采购相关费用分析 

当审计人员对各类采购项目对应的相关费用进行核查时，不能以金额较小的

理由而故意忽视对相关费用的审核。在应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时

常因“星星之火”般的异常信息，发现“燎原之势”的财务舞弊行为。审计人员

应当计算各年度采购相关费用与采购总额的比值，并进行各年度的分析和对比，

进以发现异常信号。如果发现各年度比率异常的信号，审计人员则应当加大对相

应采购业务的审核力度，采取更具针对行的审计程序。 

（3）执行有针对性的存货跌价损失程序 

若被审企业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行为，其最终会以存货跌价

准备计提的方式对虚增的存货进行“消化”，因此审计人员首先应审核被审企业

的存货跌价损失估计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对被审企业出现以下两类情况予以关注

并执行针对性的审计程序：被审企业当年进行了大额的存货跌价损失计提，审核

重点应放在是否存在存货跌价损失过度计提的风险，加大对存货真实性的怀疑力

度，并加大存货检查范围和检查力度；被审企业以往年度进行了大额的存货跌价

损失计提，尤其是被审企业存在由亏转盈的情况，审计人员应当将审核重点应放

在以往年度存货跌价损失过度计提的风险上。 

5.2.4 针对虚增在建工程的审计策略 

（1）在建工程真实性的审查 

首先，审计人员应当通过专业网站，查看被审企业关于在建工程项目的招标

公告，并在企业账簿中查看在建工程项目的招标费用支付信息和投标保证金收录

信息。其次，若被审企业雇用了独立的招投标组织，审计人员则应在银行对账单

中寻找招投标组织的名称，并与其进行沟通和确认。再次，审计人员应当对所有

投标材料进行查验，尤其应关注低报价而未中标的情况。最后，审计人员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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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在建工程项目预算情况的合理性。如果存在可疑迹象，则说明被审企业存在

虚增在建工程项目的风险，甚至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风险。 

（2）在建工程各成本项目的合理性审查  

首先，审计人员应对土地出让合同进行检查，向土地出让部门询问土地出让

时的土地状况，进而用以分析被审企业建设项目工程成本的真实性和工程量的合

理性。其次，审计人员应当调查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各类成本的市场行情进而分析

被审企业确定在建工程各项目成本的合理性，如当地建材及人工成本的价格，各

类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的价格。最后，审计人员应把被审企业与同一地区的其他

企业存在类似的细分项目成本进行对比分析，以判断建设项目包含的各细分项目

的合理性。通过对以上信息进行了解与分析，审计人员可发现被审企业在建工程

各成本项目的不合理性。防止出现如 W集团公司在建工程单位面积成本逐年增加

而审计人员却未发现的情况。 

（3）审核工程进度并分析支付工程款进度的合理性 

首先，审计人员应当亲临现场查看工程施工进度进行状况，尤其是报告期末

时被审企业与施工单位共同确认后的工程量，应对完成的真实性予以查验。其次，

审计人员应当查验被审企业是否存在，对在建工程项目予以大额资金投入的同时，

在建工程进度却存在显著放缓的情况。正如 W集团公司的某项扩改工程，其项目

投入资金激增十几倍，但工程进度反而降低。污水处理工程增加四千万投资后，

工程进度并未变化。最后，对于大额挂账的预付在建工程款的情况，除了对工程

施工进度进行审查以验证真实性外，审计人员应当对各在建工程项目历次工程款

的财务支付情况进行审查，尤其应关注某些大额付款进度明显快于之前付款进度

的情况，或并未按照合同所约定进行支付，快于合同的约定。审计人员应对不合

理性保持警觉，谨防出现虚构存货甚至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风险。 

5.2.5 针对虚增固定资产的审计策略 

（1）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的合理性分析 

审计人员如果发现被审企业的收入与利润存在逐年上涨的态势，与此同时被

审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不断增加，新增固定资产逐年上升，但新增固定资产的

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创利能力等指标与所在行业同类企业相比明显偏低，具备相同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及其审计策略研究—W 集团公司财务舞弊为例 

43 

 

产值和投入产出比的固定资产的增长是所在行业同类企业的数倍，尤其是被审企

业处在整体行业发展的低谷期，这说明被审企业很可能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

财务舞弊行为，通过虚增固定资产以“消化”虚增收入与利润所产生的资金。 

（2）了解设备生产供应商的能力及报价 

在面对可能存在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风险的企业时，对于定制的生

产线设备，或直接外购的设备，应对设备生产供应商的制造能力及报价予以特别

关注。首先，审计人员应通过查阅设备生产供应商备案的经营范围，以了解其能

够制造相应的设备；其次，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询问设备生产供应商其相应

的设备制造水平，并向其进行询价。如果取得的回复是设备生产供应商没有相应

的设计生产能力或价格与被审企业报价不符，则审计人员应当将设备成本的真实

性作为风险点。值得强调的是，了解设备生产供应商的能力及报价对虚增在建工

程亦适用。 

（3）审查采购固定资产相关费用及相应银行单据真伪 

审计人员对被审企业固定资产采购的相关费用核验时，应特别关注，是否存

在不合理或与采购设备价款并不勾稽的“运”、“保”、“装卸”费用。如果审计人

员发现某些固定资产采购的相关费用存在异常情况，则应将向设备供应商支付的

设备采购款各类单据实施更为细致的审查核对工作，而非只对相关费用进行核验，

并对其真实性采取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值得强调的是，审查采购资产相关成本

费用及相关银行单据真伪对虚增在建工程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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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研究不足 

6.1 本文研究结论 

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 W集团公司财务舞弊为例，通过分析其系统性的虚构经

济业务财务舞弊行为，进而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

并据此提出较为针对性的审计策略。通过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的财务舞弊行为

及其针对性的审计策略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其舞弊意愿来自于具有控制权的原始

股东，舞弊范围全面且系统，舞弊计划缜密且造假跨期长，具有明显的反审计特

性，需要付出的造假成本高昂且危害性巨大，是全过程、系统的、高欺骗性的对

企业各经济业务及相应支持性资料进行虚构的财务舞弊形式。 

（2）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始终脱离不了所在行业的大背景和行

业固有特点，更脱离不了具有实质性的经济业务本身，对通过将虚增的利润隐藏

在虚增的资产的舞弊方式，无论从其真实性的发掘还是最终的“消化”，均存在

被发现的可能。 

（3）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于报表层的审计策略，应把审计重

点放在对被审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波动情况、市场需求状况方面，以及企业的内

部环境，如企业目标战略及经营风险、企业股权结构及演变、企业内控中分级授

权体系和内部监督等具有针对性的了解和分析上；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

舞弊于报表层审计策略应把审计重点放在此类舞弊过程中各重要的造假环节上，

如虚构收入和成本、虚构资金流、虚增存货、虚增在建工程和虚增固定资产等方

面。 

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及其针对性的审计策略研究，可提高审计人

员针对此类舞弊的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并且对其他审计工作，同时具有相应的

参考和借鉴作用。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及其审计策略进行研究，最终

能够相应提高审计报告质量，进而在保护投资者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提高投资者

信心、维护资本市场交易环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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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文研究不足 

本文只能选取典型的 W集团公司这一个案例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不能对此财

务舞弊案例下所有变化给予顾及。在分析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并提出相

应的审计策略时，只能着重阐述相对重要的舞弊细节以及相对重点的审计策略，

而不能对所有舞弊细节和应对此类舞弊的审计策略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  

本文提出的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审计应对策略，受到会计师事务

所规模、被审企业性质或其所处行业类别等方面的影响。在审计实践工作中，对

于提出的审计策略，有可能不具备或只能部分具备相应的执行条件和能力。对于

提出的某些审计实质性程序策略，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并不适用，或不能完

全实施。针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仍有大量实用且高效的审计策略，

未被充分的罗列。审计人员应当依照审计准则及指南，根据不同的审计境况，合

理规划并针对性的执行相应的审计策略，以应对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问

题，并将系统性虚构经济业务财务舞弊的审计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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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三年读研生活已悄然离去，不经意间已过而立之年。

回想那充满坎坷与不易的求学之路，幕幕场景，眼眶已湿。而今即将收拾行囊走

向远方，心中充满了不舍与感激。 

感谢我的恩师—张金辉教授，您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专业知识、深厚

的实务功底、高尚宽厚的师德，为我打开了审计之门，带我走上了审计之路。三

年读研，是您在学业上的谆谆教导与不辞辛劳，让我懂得了审计、爱上了审计；

是您在生活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忘却了读研的苦累，更加坚定的走向未来。

您是我感激一生的恩师。 

回首自己的求学之路，从懵懂不自知的专科，到饱经风雨的自考本科，再到

辛苦咬牙的研究生，求学途中工作的劳累与歧视、多次考研的失利也不曾让我放

弃心中的梦想。历经十二载风雨虽属不易，但更是父母、妻子、亲人和挚友一路

的支持与鼓励，才最终让我坚持下来。 

感谢我辛劳的父母，是你们含辛茹苦的养育，是你们默默的付出和全力的支

持，给予我巨大的动力和后盾。悄然间白发已布满你们的额头，“老爸老妈你们

辛苦了，可儿这寸草之心，怎能报得这三春之晖”。 

感谢我挚爱的妻子，感谢她十二载春秋的陪伴。从同学到爱人，从爱人到亲

人，你我相知相伴，互相勉励，携手前进，共同实现了从升本到研究生的目标。 

感谢我读研期间的师门挚友，你们的关心与帮助，你们的陪伴与欢笑，使我

的读研生活充满温情、丰富多彩。 

最要感谢的是一路上的种种风风雨雨和各类艰难险阻，是“你们”让我在挫

折中成长，是“你们”让我在苦难中成熟。 

校园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又匆忙，留给我的却是无限的回忆和感激。 

愿母校人才辈出，再书华章； 

愿恩师桃李满园，岁岁安康； 

愿校友同窗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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