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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会影响审计意见类型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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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 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基于任务的压力源和社会压力源”的视角，将签字 ＣＰＡ

年报压力分解为工作量压力、时间压力、客户披露压力、监管问询压力四个方面，考察年报压力对审计意见类型选

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年报期间，当签字 ＣＰＡ面临较大的工作量压力、时间压力和客户要求提前披露年报时，其更

容易发表标准审计意见；签字 ＣＰＡ承接的审计客户上一年度被监管问询的次数越多，其越倾向于发表非标审计意

见。区分签字 ＣＰＡ身份发现，项目合伙人的年报压力对审计意见类型选择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年报

期间会计师事务所合理安排签字 ＣＰ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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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般来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薪酬与参与审计项目的数量正相关，尤其是具有签字资格的注

册会计师。在这种薪酬激励制度下，签字 ＣＰＡ 往往会承担更多的审计项目。为规避风险，会计师事务
所会安排资历老、经验多、水平高的合伙人一同参与审计，并共同签字。根据相关规定，签字 ＣＰＡ 要承
担审计报告“故意与重大过失”的审计责任，如最近的热点事件“康美财务造假案”，签字 ＣＰＡ 个人被判
承担 ２４ ５９ 亿元的连带责任。在这样的审计责任分担机制下，签字 ＣＰＡ 将如何权衡选择薪酬与风险？
这种选择会影响审计意见类型吗？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我国京沪深三市共有上市公司 ４６７７ 家。随着“证券发行注册制”全面推
行和“北交所”批准设立，未来上市公司规模将不断扩大，而新《证券法》实施后，在财政部、证监会“双备

案”的会计师事务所仅有 ４６ 家，作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会计师事务所和签字 ＣＰＡ面临的年报审计
压力可见一斑。工作压力是社会各行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就审计而言，审计师的工作压力主要表

现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有限的审计资源完成大量审计工作而产生的冲突［１］。我国证监会要求上市

公司必须在 ４ 月 ３０ 日前披露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因此，签字 ＣＰＡ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
所有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相对集中的审计工作更加剧了审计师的时间紧迫压力。美国公众公

司会计监督委员会（ＰＣＡＯＢ）就曾表示，审计师的工作量负荷会影响审计工作效率。有研究表明，压缩
审计时间，不合理加班，程序化、简化或者提前终止审计程序，最终会导致较差的审计质量［２］。

审计业务的最终产品是审计报告，而审计客户最在意的莫过于签字 ＣＰＡ对其发表了什么类型的审
计意见，因为审计意见类型对上市公司能否继续在证券市场上立身及发展至关重要。在影响签字 ＣＰＡ
发表审计意见这个问题上，以往学者的研究关注点涵盖了公司行为、企业外部环境、注册会计师特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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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在公司行为层面，审计意见类型会受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３］、并购业绩承诺［４］、公司研发投入

规模［５］、年报风险提示信息［６］、大股东股权质押［７］、对外担保［８］等影响。这些因素表现得越明显，签字

ＣＰＡ越容易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在企业外部环境层面，学者们先后从媒体关注［９］、投资者关注［１０］和

环境不确定性［１１］等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它们与非标审计意见显著相关。在签字 ＣＰＡ 个人方面，一是其
行为特征，当签字 ＣＰＡ跳槽并带走审计客户时，审计意见类型会存在明显改善［１２］。二是其个体特征，

女性或更年长的签字 ＣＰＡ，更容易发表标准审计意见［１３］。审计师的社会关系网络、执业经验与审计意

见类型之间也存在某种关系。如果签字 ＣＰＡ互为校友［１４］、执业经验更丰富［１５］，则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倾向更强。签字 ＣＰＡ作为年报审计意见的决策主体，对被审计单位获得何种类型的审计意见发挥着
重要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基于签字 ＣＰＡ的角度，继续探讨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因素更有实际意义。

随着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相关制度不断完善，审计机构作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守门人”

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未来，Ａ股市场将迎来一个又一个“最严年报季”，对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的工作压力无疑高于其他任何时期，这种压力的来源有哪些，对审计意见类
型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我国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基于任务的压力源和社会
压力源”的视角，将 ＣＰＡ年报压力分解成工作量压力、时间压力、客户披露压力与监管问询压力，考察签
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丰富在注册会计师层面研究审计
意见类型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工作量压力”（其他学者
也称“忙碌”［１３］、“繁忙度”［１６］）上，忽略了对年报压力来源的考察。二是探讨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

审计收费与审计风险等因素的调节作用，为会计师事务所年报期间合理安排签字 ＣＰＡ提供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的来源、概念界定
压力源是指那些迫使个体偏离其正常生理或心理功能的工作相关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客

观压力源和感知压力源、基于任务的压力源和社会压力源以及挑战性压力源和阻碍性压力源［１７］。审计

行业从业人员年报期间一直处于“高压”的工作状态，尤其是签字 ＣＰＡ。现有研究多是基于“挑战—阻
碍”模型，分析签字 ＣＰＡ的工作压力来源［２，１８］。本文试图从“基于任务的压力源和社会压力源”视角识

别签字 ＣＰＡ年报的压力来源。基于任务的压力源与工作内容和工作任务有关；社会压力源是指工作场
所中的人际关系。参与年报审计并在审计报告上签字，是会计师事务所安排给签字 ＣＰＡ 的具体任务。

图 １　 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的来源

与执行该任务相关的压力主要有两个：一是 ＣＰＡ要负责审计并签署审计报告；二是必须要在 ４ 月 ３０ 日
前完成这些任务。在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还要处理好与审计客户、会计师事务所上级领导、证券监管机

构以及家庭的关系，这些人际

关系的处理构成签字 ＣＰＡ 的
社会压力源。

图 １ 是关于签字 ＣＰＡ 年
报压力的来源。如图 １ 所示，
本文认为签字 ＣＰＡ 的年报压
力主要来自：一是工作量压

力，即签字 ＣＰＡ承接会计师事
务所分配的审计项目而带来

的压力；二是时间压力，即签

字 ＣＰＡ要在规定日期前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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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的压力；三是客户披露压力，即上市公司要求何时出具审计报告给签字 ＣＰＡ带来的压力；四是监
管问询压力，审计客户上一年度收到来自证监会或者交易所的监管问询函，将会影响签字 ＣＰＡ的正常审计
工作，这也是签字 ＣＰＡ必须面对的一个隐形压力。

（二）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
１． 工作量压力
按照审计准则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该树立质量至上的意识，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业绩评价、工薪

及晋升的政策和程序。但现实有时并非如此，由于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会计师事务所的薪酬和绩效考

核方法往往与其签署审计报告的数量直接挂钩。负责的审计项目或签字的审计报告数量越多，ＣＰＡ 获
得的签字费和业务提成越多。在此薪酬模式的激励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安排下，年报期间 ＣＰＡ签字
的审计报告数量各不相同。

“注意力分散”假说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会随着注意力的分散而下

降［１９］。年报审计是一项时间紧张、任务繁重的工作，需要签字 ＣＰＡ 及其团队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会面临日常加班和频繁差旅。因此，签字 ＣＰＡ年报期间签署的上市公司数量越多，工作量负荷越大，
面临的审计决策和需要做出的职业判断也越多，这将加快签字 ＣＰＡ 的认知资源消耗。此外，在不同审
计项目之间的注意力分配与切换也会对审计意见选择产生影响。

职业倦怠是指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情感衰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低落的一种

综合症状［２０］。ＪＤＲ模型认为职业倦怠产生于两个心理过程：一是过高的工作要求使个体长时间处于
持续疲劳状态，导致情绪衰竭；二是个体能够利用的工作资源不足或匮乏增加职业倦怠的可能性［８］。

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面临的职业倦怠问题主要表现为执行审计程序不到位、审计范围不全面或者设定较
高的重要性水平，导致很难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错报或舞弊，甚至过度信赖客户，出具标准意见的审

计报告［１３］。现有研究表明，签字 ＣＰＡ年报工作量压力越大，审计质量越低，证实了“压力效应”［２１ ２２］。
此外，签字 ＣＰＡ签署的审计报告数量越多，可以向外界传递两个信号：一是根据“声誉”理论，该签

字 ＣＰＡ社会声誉较高，为了维护声誉，他更会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二是签字
ＣＰＡ及其团队有较高的执业经验及学习能力，更能有效识别和应对审计过程中的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
风险，及时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问题。从我国审计监管的现实情况出发，在转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

中，签字 ＣＰＡ对审计意见的责任、因错误发表审计意见带来的诉讼风险较以前显著增强。出于“避险”
的考虑，签字 ＣＰＡ往往会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另
外，当签字 ＣＰＡ拥有较多客户资源时，更不可能因为经济利益被某些高风险客户“绑架”，他们此时更可
能揭露客户的造假行为［１６］。由此可见，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 的工作量压力不会对 ＣＰＡ 的执业质量造成
太大影响，签字 ＣＰＡ仍然会发表适当的审计意见或者非标准审计意见。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工作量压力越大，越容易发表标准审计意见。
Ｈ１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工作量压力大小，并不影响审计意见类型。
２． 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的增加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会计师事务所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往往会选择承担更多

的审计项目，更有甚者，会计事务所之间互相“价格打压”竞标，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签字的审计

项目越多，可分配到每个项目的工作时间也就越少，又必须要在 ４ 月 ３０ 日前披露审计报告，签字 ＣＰＡ
面临的时间压力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签字 ＣＰＡ 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付工作量的增加，既不能
保持职业怀疑，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职业判断。他们往往选择接受被审计单位可疑或者薄弱的解释，提前

结束审计工作和签署审计报告，从而造成审计工作质量低下［２３］，如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报告。基于上述

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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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时间压力越大，越容易发表标准审计意见。
３． 客户披露压力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会按照预约披露的时间对外报告，但仍有一部分公司延迟披露或提前披露。客

户对外披露审计报告的时间早晚给签字 ＣＰＡ 施加的压力是不同的。审计报告越早披露，签字 ＣＰＡ 压
力越大；审计报告越晚披露，签字 ＣＰＡ压力越小。如果客户选择早于首次预约日期披露，将会促使会计
事务所调整年报安排，加快审计进度，给签字 ＣＰＡ 带来较大压力。签字 ＣＰＡ 与审计客户有关审计调
整、审计意见的博弈通常集中在年报审计临近结束时，这是决定审计质量和财务报告质量的关键环节。

在我国资本市场背景下，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时间越早，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越低，审计质量越

差［２４］。提前披露审计报告，可能会缩短签字 ＣＰＡ可以利用的与客户谈判或者解决有争议问题的时间。
签字 ＣＰＡ用在审计项目上的时间和搜集到的审计证据越少，客户违规行为和潜在风险被识别出来的可
能性越小。因此，签字 ＣＰＡ面临的客户披露压力越大，倾向于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概率越大，审计
质量也越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客户披露压力越大，越容易发表标准审计意见。
４． 监管问询压力
日前，我国资本市场体量虽不断扩大，上市公司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质量却参差不齐。充分发挥

证券交易所的监管主体作用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应有之义。如果上市公司上一年度收到的各类问询

函越多，表明该公司潜在问题也就越多。此外，监管问询函所涉及的内容多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大问

题，这些都是客户重大错报风险的主要来源。上市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的年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２５］。签字 ＣＰＡ在执行年报审计时，一方面是出于职业谨慎，设定较低的重要性水
平，对上一年度交易所监管问询的内容执行严格的审计程序，提高执业质量；另一方面是问询过的公司

被再次问询的可能性也大，签字 ＣＰＡ出于避险的考虑，也会适当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能够更容
易地发现被审计单位潜在的问题。因此，签字 ＣＰＡ 面临的监管问询压力越大，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
率就越低，审计质量会有所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 监管问询压力越大，发表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
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

本文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我国 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签字 ＣＰＡ 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的
关系。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１）剔除金融、保险行业；（２）剔除审计相关数据和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
（３）剔除审计报告时滞、由三名签字 ＣＰＡ共同签字的样本；（４）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 １％的缩尾
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公司 ３４０１ 家，１６０７８ 个样本值。数据处理软件为 Ｓｔａｔａ１６ ０ 和 Ｅｘｃｅｌ Ｑｕｅｒｙ。其
他说明：（１）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ＣＳＭＡＲ）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２）研究样
本起始时间的界定。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调整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申
请条件的通知》，要求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全部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

务所完成转制后，签字 ＣＰＡ尤其是项目合伙人因错误发表审计意见而导致审计失败的风险更大。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我国 ４０ 家具有着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全部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因此，
本研究样本的起始时间界定为 ２０１４ 年。（３）签字 ＣＰＡ重名的处理。以对签字 ＣＰＡ同名同姓情况的处
理数据为样本，生成一个由“会计师事务所 ＋签字 ＣＰＡ ＋性别 ＋年龄 ＋学历 ＋批准注册时间”等 ６ 个要
素组成的信息，作为签字 ＣＰＡ身份的唯一识别编码，将最后仍不能区分的样本删除。

·９２·



（二）变量定义及模型设定

１． 变量定义
（１）工作量压力
借鉴 Ｓｕｎｄｇｒｅｎ 和 Ｓｖａｎｓｔｒｏｍ 的研究［２２］，用签字 ＣＰＡ 年报期间所审计客户总资产的对数并取平均

值，来表示工作量压力 Ｗｐ。具体计算过程见公式（１）。

Ｗｐ ＝
∑２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ｌｎ（ａｓｓｅｔｓ）ｉｊ
２ （１）

（２）时间压力
借鉴施先旺、张龙平等的研究［１３，１６］，以签字 ＣＰＡ年报期间平均分配给每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时间来

表示时间压力 Ｔｐ，具体计算过程见公式（２）。其中，Ｎ１ 为项目合伙人当年签字的审计报告数量，Ｎ２ 为项
目负责人当年签字的审计报告数量。Ｔｐ越大，签字 ＣＰＡ平均分配给每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时间越多，时间
压力也就越小；并进一步衍生出项目合伙人时间压力 Ｔｐ１、项目负责人时间压力 Ｔｐ２。

Ｔｐ ＝ １２０
Ｎ
Ｎ ＝

Ｎ１ ＋ Ｎ２
２ （２）

（３）客户披露压力
借鉴 Ｌａｍｂｅｒｔ等的研究［２６］，以客户审计报告实际对外披露的时间是否早于首次预约披露的时间衡

量客户披露压力 Ｃｐ，如果客户提前对外披露审计报告，则取值为 １；否则取 ０。如果客户提前披露审计
报告，那么签字 ＣＰＡ面临的客户披露压力应高于如期或者迟滞披露。

（４）监管问询压力
以上市公司上一年度收到交易所或证监会监管问询函的数量表示监管问询压力 Ｅｐ。被审计单位

上一年度收到的监管问询函越多，签字 ＣＰＡ面临的监管问询压力也就大。
（５）控制变量
本文将公司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两权分离情况等公司特征，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

公司成长性、营业净利率、是否亏损等财务特征，是否十二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累计服务期限、会计师

事务所是否变更、签字 ＣＰＡ是否变更等会计事务所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说明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审计意见 Ａｏｐｔｉｏｎ 标准无保留意见取 １，否则取 ０
工作量压力 Ｗｐ 签字 ＣＰＡ年报期间所审计客户总资产的对数并取平均值
时间压力 Ｔｐ 签字 ＣＰＡ年报期间平均分配给每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时间
客户披露压力 Ｃｐ 客户审计报告实际对外披露的时间是否早于首次预约披露的时间，早于取 １，否则取 ０
监管问询压力 Ｅｐ 上一年度收到交易所或证监会监管问询函的数量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Ｂｉｎｄ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

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 企业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两权分离情况 Ｄｕａｌｉｔｙ 虚拟变量，如果董事长兼任 ＣＥＯ，则取 １；否则取 ０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平均资产总额 ÷平均负债总额
资产报酬率 Ｒｏａ 息税前利润 ÷平均资产总额
公司成长性 Ｇｒｏｗｔｈ （本年营业收入 －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营业净利率 Ｎｐｏｒ 净利润 ÷营业收入
是否亏损 Ｌｏｓｓ 虚拟变量，如果亏损，则取 １；否则取 ０

是否十二大审计 Ｂｉｇ１２ 虚拟变量，如果本期由“国际四大”或者“本土八大”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则取 １；否则
取 ０

会计师事务所累计服务年限 Ｔｕｎｕｒｅ 会计师事务所为该客户累计服务年限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Ｃａｆ 虚拟变量，如果本期会计师事务所与上期会计师事务所不一致，取 １；否则取 ０
签字 ＣＰＡ是否变更 Ｃｃｐａ 虚拟变量，如果本期签字的注册会计师与上期不一致，取 １；否则取 ０
行业 Ｉｎｄ 行业哑变量

年份 Ｙｅａｒ 年度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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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国，范腾龙：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会影响审计意见类型选择吗？

　 　 ２．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施先旺、韩维芳等的研究［１３，２７］，构建如下模型。其中，Ｘ１为Ｗｐ，Ｘ２为 Ｔｐ，Ｘ３为Ｃｐ，Ｘ４为Ｅｐ，

用以考察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 ０ １变量，本文采用 Ｌｏｇｉｔ模
型，并控制行业和年份，在上市公司层面聚类调整标准误。

Ａｏｐｔｉｏｎ ＝ α０ ＋ α１Ｘｉ ＋ α２Ｓｉｚｅ ＋ α３Ｂｉｎｄ ＋ α４Ｂｏａｒｄ ＋ α５Ｄｕａｌｉｔｙ ＋ α６Ｌｅｖ ＋ α７Ｒｏａ ＋ α８Ｇｒｏｗｔｈ ＋ α９Ｎｐｏｒ ＋

α１０Ｌｏｓｓ ＋ α１１Ｂｉｇ１２ ＋ α１２Ｔｕｎｕｒｅ ＋ α１３Ｃａｆ ＋ α１４Ｃｃｐａ ＋∑Ｙ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 （３）

四、实证检验结果

　 　 　 　 　 　 　 表 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Ｎ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Ｐ５０ Ｍａｘ

Ａｏｐｔｉｏｎ １６０７８ ０． ９５７ ０． ２０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Ｗｐ １６０７８ ２３． ３０９ １． １１８ ２０． ５７８ ２３． ２７３ ２６． ３６６
Ｔｐ １６０７８ ５４． ８２３ ２９． ０２６ １７． １４３ ４８． 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０
Ｃｐ １６０７８ ０． ０７４ ０． ２６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Ｅｐ １６０７８ ０． ３５６ ０． ７７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Ｗｐ１ １６０７８ ２３． ７１１ １． ２７３ ２０． ４３８ ２３． ７５０ ２６． ８７１
Ｗｐ２ １６０７８ ２２． ９０８ １． ３１６ ２０． ０８０ ２２． ８４８ ２６． ４２６
Ｎ１ １６０７８ ３． ６４５ ２． １７０ １．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Ｎ２ １６０７８ １． ９７２ １． ２５９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１６０７８ ２２． ２４５ １． ２９３ １９． ７１４ ２２． ０８９ ２６． １７９
Ｂｉｎｄ １６０７８ ０． ３７７ ０． ０５３ ０． ３３３ ０． ３６４ ０． ５７１
Ｂｏａｒｄ １６０７８ ２． ２３４ ０． １７３ １． ７９２ ２． ３０３ ２． ７０８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０７８ ０． ７２０ ０． ４４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Ｌｅｖ １６０７８ ０． ４２８ ０． ２０５ ０． ０６３ ０． ４１６ ０． ９２２
Ｒｏａ １６０７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７６ － ０． ３００ ０． ０４４ ０． ２５２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６０７８ ０． １９１ ０． ５１８ － ０． ６１７ ０． １０１ ３． ６１８
Ｎｐｏｒ １６０７８ ０． ０５２ ０． ２３４ － １． ５１１ ０． ０６７ ０． ５０７
Ｌｏｓｓ １６０７８ ０． １１０ ０． ３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Ｂｉｇ１２ １６０７８ ０． ６７４ ０． ４６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Ｔｅｎｕｒｅ １６０７８ １． ９３７ ０． ６７８ ０． ６９３ ２． ０７９ ３． ２１９
Ｃｃｐａ １６０７８ ０． ３８５ ０． ４８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Ｃａｆ １６０７８ ０． ０９９ ０． ２９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表 ３　 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回归结果
Ａｏｐｔｉｏｎ （１） （２） （３） （４）

Ｗｐ ０． １８８
（２． ７８）

Ｔｐ － ０． ００６
（－ ３． ５３）

Ｃｐ ０． ５２７
（２． ４７）

Ｅｐ － ０． ５７１
（－ １２． ０６）

Ｃｏｎｔｒ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３１１ ０． ３１２ ０． ３１０ ０． ３４２
Ｉｎｄ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

内为 ｔ检验值，因篇幅原因仅披露关键变量结果，包含控制变量的结果

备查，下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２ 列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被解释变
量 Ａｏｐｔｉｏｎ 的平均数是 ０ ９５７，表明绝大多数上
市公司都被出具了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Ｗｐ
的平均值为 ２３ ３０９，最小值为 ２０ ５７８，最大值
为 ２６ ３６６，说明不同签字 ＣＰＡ面临的工作量压
力存在很大差异；Ｗｐ１ 的平均值大于 Ｗｐ２，说明
项目合伙人的工作量压力一般高于项目负责

人。平均分配给每个审计项目的时间 Ｔｐ 是
５４ ８２３ 天，中位数是 ４８ 天。客户披露压力 Ｃｐ
的平均值是 ０ ０７４，说明有 ７ ４％的上市公司实
际披露审计报告的时间都早于首次预约披露的

时间，这部分签字 ＣＰＡ承受了一定的客户披露
压力。监管问询压力 Ｅｐ 统计结果显示，上市
公司最多每年收到 ４ 份监管问询函，平均每家
公司一年收到 ０ ３５６ 份问询函。

Ｎ１、Ｎ２ 报告了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负责人每
年签署审计报告的数量。项目合伙人年报期间

至少需要签署 １ 份，最多需要签署 １０ 份，平均
需要签署 ３ ６４５ 份审计报告。项目负责人年报
期间至少需要签署 １ 份，最多需要签署 ７ 份，平
均需要签署 １ ９７２ 份审计报告。可见，签字
ＣＰＡ之间的工作压力参差不齐，差异较大，项
目合伙人负责签字的审计报告数量显著高于项

目负责人。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

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的

基本情况。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３ 报告了 Ｈ１ 至 Ｈ４ 的回归检验结果。

第（１）栏 Ｗｐ 的系数为 ０ １８８，在 １％的水平上
正向显著。签字 ＣＰＡ 年报期间工作量压力越
大，其审计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标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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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意见报告。究其原因可能是，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 审计的客户数量越多，越会加剧 ＣＰＡ 的“注意力分
散”，不能识别被审计单位的真实财务状况，发现不了被隐藏的审计问题，错误地认为财务报告真实公

允地反映了客户的实际情况。在这种状态下，签字 ＣＰＡ 出具标准意见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支持
了 Ｈ１ａ。

第（２）栏报告了时间压力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Ｔｐ 的系数为 － ０ ００６，在 １％的水平上负向显
著，表明签字 ＣＰＡ平均给每个审计项目的时间预算越多，越可能发表非标审计意见，支持了 Ｈ２。

第（３）栏报告了客户披露压力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Ｃｐ回归系数为 ０ ５２７，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对审计客户来讲，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的时间越早，越有可能得到“清洁意见”的审计报告。原因可能

有两点：一是根据经济学中的信号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高质量（业绩好）的

公司会主动显示自己的优秀特征，以解除代理责任，避免利益相关者的逆向选择［２８］。因此，业绩表现好的

公司会选择较早地对外披露年报，也就是客户要求签字 ＣＰＡ尽早出具审计报告的原因。这类业绩表现好
的公司一般会计信息质量较高、审计风险较小，理应获得标准审计意见。二是上市公司要求会计师事务所

提前结束审计工作，出具审计报告，签字 ＣＰＡ用以收集审计证据、与客户就某些会计处理磋商谈判的机会
也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签字 ＣＰＡ很可能会选择接受被审计单位薄弱的解释，不再对某些会计问题进行
深挖，以至于没能发现潜在的审计风险和问题，选择发表标准审计意见，支持了 Ｈ３。

在第（４）栏中，监管问询压力与发表标准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为 － ０ ５７１，在 １％的水平上负相关，
这表明签字 ＣＰＡ感知到的监管问询压力越大，发表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支持了 Ｈ４。造成
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可能被问询过的公司重大错报风险高，审计风险也高，签字 ＣＰＡ出于职业谨慎和
维护声誉的考量，发表了非标准审计意见；二是签字 ＣＰＡ 通过调整审计计划，扩大审计程序的范围、时
间和内容，发现了被审计单位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

（三）进一步分析

１． 不同年报压力的影响
在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感知到的年报压力并不唯一，而是要面对多种压力。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

讨论当签字 ＣＰＡ面临多种年报压力时，将会发表什么样的审计意见。考虑到工作量压力大的签字 ＣＰＡ
往往时间压力也比较大，因此，本文以工作量压力为代表，构造 Ｗｐ 与 Ｃｐ、Ｗｐ 与 Ｅｐ 的交乘项，分别置于
模型（３）中，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不同年报压力的影响
Ａｏｐｔｉｏｎ （１） （２）

Ｗｐ ０． ２０５
（３． ６２）

０． ２３２
（３． ６３）

Ｃｐ ８． ２６２
（２． １１）

Ｅｐ ０． ９４４
（１． ４５）

Ｗｐ × Ｃｐ － ０． ３３６
（－ １． ９９）

Ｗｐ × Ｅｐ － ０． ０５９
（－ ２． ０９）

Ｃｏｎｔｒｌ 控制 控制

Ｏｂｓ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３１３ ０． ３４２
Ｉｎｄ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表 ４ 第（１）列 Ｗｐ × Ｃｐ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对工
作量压力越大的签字 ＣＰＡ来说，当其审计的客户要求提前披露审计报
告时，他们发表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会大大降低，而是选择出具非标审

计报告。一方面工作量压力大的签字 ＣＰＡ往往经验丰富，当客户要求
尽早披露审计报告时，能够引起他们的职业敏感性，会扩大实质性审计

程序的范围，收集更为丰富的审计证据，更可能发表非标意见；另一方

面较早披露的审计报告更容易获得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引起资本

市场反应。签字 ＣＰＡ出于维护自身声誉和避险的考虑，会执行更严格
的审计程序和应有的关注，更容易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问题，从而出

具非标准审计报告。

第（２）列 Ｗｐ × Ｅｐ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当签字
ＣＰＡ面临监管问询压力时，会削弱工作量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的正向
关系。在审计实务中，即使会计师事务所委派的是经验丰富的注册会

计师，对于那些被官方重点关注过的上市公司，签字 ＣＰＡ在执行审计过程中也尤为谨慎，进而发表适当
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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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区分签字 ＣＰＡ身份
根据《关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名盖章有关问题的通知》，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负责人均需要

签署审计报告，对审计报告承担法律责任。年报压力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会因签字 ＣＰＡ 的身份不同而
不同［２９］。在年报期间，一名项目合伙人与几名项目负责人共同审计若干家上市公司的年报，项目负责

人负责现场审计，项目合伙人负责质量复核。因职位和分工的不同，项目合伙人的工作压力往往高于项

目负责人，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也应该不同。

一方面，项目合伙人年报期间需要签字的审计项目较多，难以确保对每个审计项目都可以投入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审计投入不足会损害审计质量［２２］。另一方面，项目合伙人还需要维系与审计客户的合

作关系，当要求客户做出更多的审计调整或出具不利的审计意见时，事务所被解聘的可能性会提高［３０］。

当不报告错报导致审计失败的预期成本低于报告错报失去客户的潜在收益时，项目合伙人会更看中审

计业务的维系，从而项目合伙人的审计质量可能会下降［３１］。虽然项目合伙人可以增加审计团队规模，

将任务分配给项目负责人及下属员工，但这些措施可能无法解决项目合伙人的“有限关注”问题，监督

和协调不同项目负责人的工作也增加了其认知资源的消耗［３２］。项目合伙人为达到不同审计客户披露

财务报告的时间要求和维系客户关系，更倾向于选择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反而，项目负责

人承担的审计项目数量较少，工作量负荷较小，“注意力分散”假说表现不明显。项目负责人会亲自参

加外勤审计工作，执行现场审计工作更容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及时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问题，从

而出具适当的审计报告。

另一方面，根据“干中学”理论，个体在实际参加工作过程中，能够不断积累工作经验，从而提高工

作效率和效果［３３］。项目合伙人执业年限普遍高于项目负责人，在审计项目中学习和积累的工作经验也

比项目负责人多。在执业过程中，项目合伙人能够妥善处理好项目工作压力与工作效率的关系，精准识

别审计客户的潜在风险，合理统筹安排有限的审计资源，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出具适当的审计意见报告。

项目负责人积累的工作经验有限，难以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问题，容易发表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结合

前文的分析，因签字 ＣＰＡ身份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施加的压力主要是工作量压力与时间压力。因此，本
文将以此为角度，继续研究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区分签字 ＣＰＡ身份后的回归结果
Ａｐｔｉｏ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Ｗｐ１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９

（２． ８６） （２． ６８）

Ｗｐ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４２
（１． ４６） （０． ７９）

Ｔｐ１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 ２． ６７） （－ ２． ２６）

Ｔｐ２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 ２． ３３） （－ １． ７９）
Ｃｏｎｔｒ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３１１ ０． ３０９ ０． ３１１ ０． ３１０ ３． ３１０ ０． ３１１
Ｉｎｄ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表 ５第（１）栏报告了项目合伙人
工作量压力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３８，在 １％的水平上正
向显著；第（２）栏中，项目负责人工作
量压力与标准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

为正，但并不显著。为综合考虑签字

ＣＰＡ 工作量压力对审计意见类型的
影响，在模型（３）中加入了 Ｗｐ１、Ｗｐ２
两个变量。Ｗｐ１ 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２９，
在 １％的水平上正相关；Ｗｐ２ 系数为
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当签字 ＣＰＡ 两
人都面临繁重的工作量压力时，项目

合伙人的工作量压力越繁重，越有可

能发表标准审计意见。虽然面对审计失败，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负责人所承担的责任没有“顺位”一说，但在

选择对上市公司出具何种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时，合伙人的职业判断和意志可能更起作用。

如表 ５第（４）栏和第（５）栏所示，Ｔｐ１ 的回归系数为 － ０ ００４，在 １％的水平上负相关；Ｔｐ２ 的回归系数
为 －０ ００３，在 ５％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这说明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负责人的时间压力越大，越容易发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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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意见。在模型（３）中加入 Ｔｐ１、Ｔｐ２后，时间压力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与项目合伙人更相关。上述结
果说明项目合伙人平均分配到每个审计项目上的时间越少，越有可能签署标准审计意见的报告。对审计

客户究竟出具何种类型的审计意见，更取决于项目合伙人。项目合伙人会因职位、执业经验和专业胜任能

力的优势，比项目负责人签署更多的审计报告，所以审计意见类型更容易受到项目合伙人的影响。

３．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
审计行业专长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拥有的对某一行业的专有知识和专业技能［３４］。

现有研究表明，审计行业专长可以提高审计质量。由前文分析可知，签字 ＣＰＡ工作量压力越大，越有可
能发现不了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问题，审计质量较低。那么，对于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来

说，这一特长能否抵消掉一部分工作量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审计质量？

　 　 表 ６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
Ａｏｐｔｉｏｎ （１） （２） （３）

Ｗｐ
０． ２６９ ０． ３００ ０． ２７８

（３． ８２） （４． １７） （３． ９５）

Ｍｓａ
３１． ５８１

（１． ９１）

Ｗｐ ×Ｍｓａ
－ １． ３６９

（－ １． ９２）

Ｍｓｆ
３７． ４１８

（２． ３０）

Ｗｐ ×Ｍｓｆ
－ １． ６７０

（－ ２． ３８）

Ｍｓｒ
３３． ８６２

（２． ０５）

Ｗｐ ×Ｍｓｒ
－ １． ４８８

（－ ２． ０９）
Ｃｏｎｔｒ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 １６０９６ １６０９６ １６０９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３０２ ０． ３０３ ０． ３０３
Ｉｎｄ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表 ７　 审计收费的调节作用
Ａｏｐｔｉｏｎ （１） （２） （３）

Ｗｐ
０． １７３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５

（２． ４８） （１． ５４） （２． １２）

Ａｆ＿１
－ ３０９． ８２８
（－ ０． ８２）

Ｗｐ × Ａｆ＿１
１０． ８７２
（０． ７０）

Ａｆ＿２
－ ３９７１． ０３９

（－ ２． ７４）

Ｗｐ × Ａｆ＿２
１５０． ５７３

（２． ３１）

Ａｆ＿３
－ ６３． ６５９

（－ ２． ４４）

Ｗｐ × Ａｆ＿３
２． ４７２

（２． ２５）
Ｃｏｎｔｒ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３１２ ０． ３２３ ０． ３１３
Ｉｎｄ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为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本文使用

行业市场份额法［３４］，分别基于上市公司总资产（Ｍｓａ）、审
计费用（Ｍｓｆ）和营业收入（Ｍｓｒ）来计算会计师事务所行业
专长。表 ６ 报告了当考虑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时，工作
量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回归结果。Ｗｐ × Ｍｓａ、Ｗｐ × Ｍｓｒ、
Ｗｐ ×Ｍｓｆ与标准审计意见负向显著，这说明对于拥有行业
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工作量压力对发表标准审计意

见的边际效应将下降，也佐证了行业专长对于“注意力分

散”假说和“职业倦怠”的抵消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那

些拥有丰富的行业审计经验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规模经济

优势，签字 ＣＰＡ在执行审计中，可以更多借助以往的审计
底稿、具有行业专长的同事等一切资源，这些将会显著提高

签字 ＣＰＡ发现客户报表信息潜在风险的能力，同时也能迅
速排除非必要信息的干扰，并保持较好的独立性，从而提高

审计的效率和效果［３５］。

４． 审计收费、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重视维护与上市公司客户关系的原因在

于：一方面客户年报审计费用是事务所业务收入的主要来

源；另一方面其每年审计上市公司年报的数量，向外界传递

了服务态度好、专业技术过硬的市场信号，有利于招揽更多

的客户。当签字 ＣＰＡ面临年报压力时，会计师事务所与客
户间的收入依赖性将如何影响签字 ＣＰＡ发表审计意见？

为考察审计收费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设计了审计收费

的三个代理变量：（１）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占该会计师事
务所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Ａｆ＿１）；（２）上市公司的审计收
费与总资产的比值（Ａｆ＿２）；（３）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占该
会计师事务所全部年审收入的比例（Ａｆ＿３）。比例越大，表
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上市公司的客户依赖性越强，签字

ＣＰＡ在发表审计意见时越可能考虑这种客户关系。将 Ｗｐ
与 Ａｆ＿１、Ａｆ＿２、Ａｆ＿３ 的交乘项置于模型（３）中进行回归。如
表 ７，工作量压力 Ｗｐ 的系数始终为正，交互项 Ｗｐ × Ａｆ＿１、
Ｗｐ × Ａｆ＿２、Ｗｐ × Ａｆ＿３ 对标准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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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当考虑审计收费时，会计师事务所对某上市公司审计收费越依赖，工作量压力对签字 ＣＰＡ 发表
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性将得以加强。

５． 审计风险、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与审计意见类型
审计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一般来讲，对

高风险的审计客户，签字 ＣＰＡ更倾向于发表非标审计意见。如果年报压力大的签字 ＣＰＡ 承接了高风
险的审计项目，将会发表何种类型的审计意见呢？

　 　 表 ８　 审计风险的调节作用
Ａｏｐｔｉｏｎ （１） （２）

Ｗｐ
０． ００９
（１． ３９）

Ａｒｉｓｋ
１． ６７８ － １２． １０６

（４． ０６） （－ ３． ０９）

Ｗｐ × Ａｒｉｓｋ
－ ０． ０１６

（－ ２． ５０）

Ｔｐ
－ ０． ３３７

（－ ２． ００）

Ｔｐ × Ａｒｉｓｋ
０． ５６１

（３． ２７）
Ｃｏｎｔｒｌ 控制 控制

Ｏｂｓ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０７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３１６ ０． ３１６
Ｉｎｄ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基于此，本文借鉴韩维芳的研究［２７］，如果上市公司本年度至少存

在以下一种情况：亏损、财务报告发生重述（包括重大差错更正）、因会

计问题被监管部门处罚，则认定上市公司存在审计风险（Ａｒｉｓｋ），取 １；
否则取０。表８回归结果表明，将审计风险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时，签
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会受到审计风险的调节。对
于那些审计风险较高的审计客户来说，签字 ＣＰＡ较大的年报压力与发
表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性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１）替代解释变
量。以 ＣＰＡ当年所审计的上市公司总数、审计客户营业收入的平均值
表示工作量压力 Ｗｐ；以上市公司实际对外披露审计报告的日期与首次
预约披露日期的间隔表示客户披露压力 Ｃｐ；以上市公司上一年是否收
到年报问询函表示监管问询压力 Ｅｐ。（２）更改样本量。考虑到新冠疫
情对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的影响，剔除 ２０１９ 年潜在疫情干扰数据。（３）
生成事务所哑变量。（４）控制签字 ＣＰＡ 个人特征。借鉴高罛等的研究［４］，增加性别（是否女性）、学历

（是否硕士及以上）、学校（是否 ９８５ ／ ２１１）等控制变量。（５）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上市公司被出具标
准审计意见报告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大（本文所证），也可能是因为该公司本身
会计信息质量就高，与签字 ＣＰＡ工作压力大没有关系。这些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往往会选择经验丰富的
ＣＰＡ签字。他们年报期间负责审计的项目数量较多，年报压力较大。鉴于这一自选择问题可能产生的
内生干扰，参考闫焕民的研究［３５］，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二阶段模型予以检验。首先，按照年度和行业对签字
ＣＰＡ当年签字的上市公司数量进行排序，界定前 ３０％为高年报压力，ＨＷＰ取值 １，否则为 ０。以 ＨＷＰ作
为被解释变量，通过第一阶段的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计算 ＩＭＲ 系数，控制变量除前文所列外，并加入签字
ＣＰＡ年报期间所审计的行业数量、差旅过的城市数量。其次，将 ＩＭＲ 系数分别代入第二阶段的回归模
型。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限于篇幅，相关结果略，留存备索）。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研究发现，当签字 ＣＰＡ 面临工作量压力、时间压力、客户要求提前披露年报的压力时，其更容
易发表标准审计意见；签字 ＣＰＡ承接的审计项目上一年度被监管问询的次数越多，其越倾向于发表非
标审计意见。在进一步分析中，区分签字 ＣＰＡ 身份后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工作量压力对审计
意见类型选择的影响更大。当签字 ＣＰＡ年报期间面临工作量压力、客户披露压力、监管问询压力等多
种压力时，其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大大增加。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审计收费、审计风险等因

素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后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和审计风险会降低工作量压力与发表标准审计

意见之间的强相关性，而对客户审计收费的依赖性则增强了这一关系。

资本市场的扩大也为证券服务市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契机。本文的结论对我国会计师事务

所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第一，会计师事务所应该重视年报期间签字 ＣＰＡ 的工作强度，尤其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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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合伙人，应合理安排其签署审计报告的数量，避免签字 ＣＰＡ 因年报压力大而选择发表激进的审计意
见。如果仅仅因为合伙人资历老、经验多、水平高而让其签署更多的审计报告，往往会适得其反，加剧注

意力消耗和产生职业倦怠。第二，应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经验优势，借

助丰富的审计经验以缓解工作量压力带来的负面效应。第三，会计师事务所一方面应加强职业道德建

设，守好“独立性”的红线；另一方面也应增强风险意识，增强事务所防范客户审计风险和抵御审计失败

风险的能力。此外，证监会、交易所要树立监管主体的责任意识，以强监管的高压态势，倒逼会计师事务

所提高执业质量，做好资本市场的“守门人”。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及未来值得研究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因跳槽、离职等造成的重名现

象考虑不足；鉴于签字 ＣＰＡ数据获得的困难程度，一些变量的设置上尚有缺陷，没有考虑审计项目实际
持续时间、项目组团队（尤其是非签字成员）的异质性特征、审计差旅压力等。

参考文献：

［１］Ｌóｐｅｚ Ｄ Ｍ，Ｐｅｔｅｒｓ Ｇ 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ｕｄ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２，３１

（４）：１３９ １６５．

［２］李敏鑫．异质性时间压力来源对审计质量的影响［Ｊ］．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９（１０）：１４７ １５９．

［３］洪金明，林润雨，崔志坤．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审计投入与审计意见［Ｊ］．审计研究，２０２１（３）：９６ １０５．

［４］高罛，石昕．并购业绩承诺兑现会影响审计意见吗？［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１）：４８ ５７．

［５］张俊民，卜美文．公司研发投入会影响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吗［Ｊ］．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１９（６）：８６ ９４．

［６］林钟高，杨雨馨．年报风险提示信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吗？———来自高管任期周期性特征的经验证据［Ｊ］． 会计研究，２０１９

（３）：７８ ８７．

［７］张俊瑞，余思佳，程子健．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影响审计师决策吗？———基于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的证据［Ｊ］． 审计研究，２０１７

（３）：６５ ７３．

［８］李嘉明，杨帆．对外担保会影响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吗？［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６（１）：２７ ３７．

［９］张丽达，冯均科，陈军梅．媒体监督、内部控制与审计意见［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６（５）：７３ ８１．

［１０］吕敏康，刘拯．媒体态度、投资者关注与审计意见［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５（３）：６４ ７２．

［１１］廖义刚．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来自财务困境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 财经论丛，２０１５

（９）：５０ ５８．

［１２］谢盛纹，叶王春子．换“所”不换“师”式变更与审计费用［Ｊ］．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４）：５７ ６４．

［１３］施先旺，刘拯，朱敏．注册会计师忙碌会影响审计意见吗？———来自 Ａ股上市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有限注意力的证据［Ｊ］．

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１）：３４ ４３．

［１４］王德宏，宋建波，李洋．签字审计师之间的校友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Ｊ］．会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５）：７６ ８８．

［１５］王晓珂，王艳艳，于李胜，等．审计师个人经验与审计质量［Ｊ］．会计研究，２０１６（９）：７５ ８１．

［１６］张龙平，潘临．签字会计师繁忙度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财经论丛，２０１８（３）：５８ ６７．

［１７］时雨，刘聪，刘哓倩，等．工作压力的研究概况［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０９（４）：１０１ １０７．

［１８］闫焕民，王子佳，王浩宇，等．审计师工作量压力与盈余质量———基于门槛模型的研究［Ｊ］．南京审计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１）：１３ ２４．

［１９］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Ｄ，Ｌｉｍ Ｓ Ｓ，Ｔｅｏｈ Ｓ Ｈ． Ｄｒｉｖｅｎ ｔｏ 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ｎｅｏｕｓ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ｎｅｗ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９，６４（５）：２２８７ ２３２３．

［２０］崔宏．工作压力、学习负担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影响的实证研究［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０（４）：３７ ４３．

［２１］Ｇｕｌ Ｆ Ａ，Ｍａ Ｍ Ｓ，Ｌａｉ Ｋ． Ｂｕｓｙ 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ｃｌｉｅｎｔ ｔｅｎｕｒｅ，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６（１）：８３ １０５．

［２２］Ｓｕｎｄｇｒｅｎ Ｓ，Ｓｖａｎｓｔｒｏｍ Ｔ． Ａｕ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ａｒ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Ｊ］．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３１（２）：５３１ ５５０．

［２３］Ｐｉｅｒｅｃｅ Ｂ，Ｓｗｅｅｎｅｙ Ｂ． Ｃｏｓｔ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ａｕｄｉｔ ｆｉｒｍ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１３

（３）：４１２ ４４１．

·６３·



王爱国，范腾龙：签字 ＣＰＡ年报压力会影响审计意见类型选择吗？

［２４］李丹，宋衍蘅．及时披露的年报信息可靠吗？［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０（９）：１２９ １３７．

［２５］陈运森，邓璐，李哲．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能改进审计质量吗？———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８（５）：８２ ８８．

［２６］Ｌａｍｂｅｒｔ，Ｔａｍａｒａ Ａ，Ｊｏｎｅｓ． Ａｕｄｉｔ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ｆｉｌｉｎｇｓ［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７，４（５８）：１ １７．

［２７］韩维芳．审计风险、审计师个人的经验与审计质量［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３）：３５ ４５．

［２８］杜兴强，雷宇．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及时性：公司业绩与审计意见的影响［Ｊ］．财贸研究，２００９（１）：１３３ １３９．

［２９］Ｇｏｏｄｗｉｎ Ｊ，Ｗｕ 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ｄｉ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ｂｕｓｙ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３３（１）：３４１ ３７７．

［３０］吴溪，徐艳丽，苏锡嘉．不签署审计报告的审计团队成员影响审计质量吗？［Ｊ］．审计研究，２０２０（４）：５８ ６７．

［３１］韩维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的影响研究———合伙人层面的分析［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６（２）：９０ ９７．

［３２］Ｓｉｔｉｎｏｒｗａｈｉｄａ Ｓ，Ｗａｎ Ｗ Ｎ Ｗ，Ｂａｍａｈｒｏｓ Ｈ Ｍ． Ｌｅａ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ｃｌｉｅｎｔ ｔｅ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ｌａｇ：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Ｊ］．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１（３３）：２４６ ２６６．

［３３］潘临，张龙平．签字会计师执业经验与审计延迟［Ｊ］．南京审计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５）：３２ ４２．

［３４］周楷唐，李英，吴联生．行业专长与审计生产效率［Ｊ］．会计研究，２０２０（９）：１０５ １１９．

［３５］闫焕民．签字会计师个人执业经验如何影响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６（３）：

４１ ５２．

［责任编辑：高　 婷］

Ｄｏ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ＣＰＡ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ＷＡＮＧ Ａｉｇｕｏ，ＦＡＮ Ｔｅｎｇｌ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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