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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研究

日本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特征

林庆云，井户一元
（日本名古屋外国语大学，爱知 日进　４６４８６０１）

［摘　要］近年来，日本发生了多起上市公司会计舞弊事件。为防止类似事件的重复出现，日本对会计制度及
审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健全内部审计报告制度和修改公认会计师法。这些制度上的措施是否能收到预期

的效果，尚待实践的检验。此外，这些会计舞弊事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联手做假。因此，树

立审计的独立性是提高审计信誉、充分发挥审计功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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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关会计舞弊、企业倒闭的报道。其中最直接的原因

固然是经济萧条、金融危机，但不可否认会计制度的缺陷也是会计舞弊事件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会

计舞弊这种现象，只要存在市场经济、上市公司就必然会出现，而其表现出来的形式及造成的后果也

大致相同，但出现在日本的一些会计舞弊事件确实带有浓厚的日本特色。

一、会计舞弊的主要类型

会计舞弊的手法很多，但从形式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隐藏债务

现有的一些会计舞弊现象，究其根源，很多与从前的泡沫经济有关。众所周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后期，日本经历了一段对后来的经济发展及民生有着深刻影响的泡沫经济时代。在泡沫经济时代，许

多企业出于投机目的，大量购入不动产及有价证券。泡沫经济瓦解后，资产价值大幅下降，这些企业

被套牢，同时又留下了巨额的银行债务。为走出困境，一些企业就想方设法建立子公司，将劣质资产

转移到子公司名下，但子公司融资能力有限，只能由母公司出面向银行贷款，然后将借到的贷款转借

给子公司。这样，从表面上看，母公司拥有巨额的资产，但大部分是几乎毫无回收可能的对子公司的

债权。负债累累的母公司承受着巨额的利息成本，但又不能轻易地将子公司的债权做坏账处理，因为

一旦做了坏账处理的话，母公司就可能遭受巨额损失，甚至资不抵债，最终把母公司也带上了不归路。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劣质债权装扮成优质债权，对财务报表加以粉饰。以前的日本商法虽然

规定了金钱债权如果有收不回来的可能性的话，就应该提取坏账准备，但该项规定缺少明确的实施指

南，形同虚设，这给一些企业隐藏劣质债权创造了条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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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这种会计处理，让当时欧美的投资者深感疑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欧美的一些会计师
事务所在对日本企业出示的审计报告中，出现了这样的所谓善意提醒：“本财务报表是根据日本的会

计准则编制的，而日本的会计准则与欧美的会计准则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

为摆脱这一尴尬局面，日本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进行了一场会计大变革。让劣质债权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就是日本这次会计制度大变革的一大课题［２］。这一举措首先是从银行开始实施的。

１９９９年１月，日本企业会计审议会①公布了《金融商品会计准则》，要求银行根据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将
债务区分为正常债权、要注意的债权、有倒闭忧虑的债权、濒临倒闭的债权和倒闭债权，并根据不同类

别设定不同的坏账准备比率［３］。这一新的会计制度自２０００年４月实施后，企业隐藏劣质债权就变得
困难了。如果继续以前的做法，母公司将从银行贷到的款项借给子公司，就会使母公司账上的对子公

司的债权日益膨胀，母公司的财务报表形象受损。这时，一些公司就采用了让子公司直接向银行申请

而由母公司做担保的融资方式。因为贷款担保无需出现在财务报表上，不影响母公司的财务比率。

但后来的会计准则也要求贷款担保必须在报表注释中披露，这又让母公司为子公司贷款做担保的真

相暴露［４］。为子公司贷款做担保的事实也瞒不住了，于是有一些企业就在“担保”这一名目上做文

章。比方说有意不办理正式的担保手续，而只是提交一份“担保预约书”或“经营指导承诺书”，书面

上承诺将对子公司进行必要的经营指导。对银行来说，这和母公司担保有同等效力，但从母公司来

看，公司可以没有办理正式的担保手续为由，蓄意隐瞒这一事实。

（二）虚增收入

如果将隐藏劣质债权理解成消极粉饰行为的话，那么虚增收入就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粉饰行为。

从被认定为会计舞弊的企业事例来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虚增收入。这在房地产

行业更为明显［５］。比如日本九州岛的三泽新住宅开发有限公司为了虚增收入，将尚未出售的房屋做

成“已销售”。该公司为了让审计部门相信这一事实，甚至让本公司职员装成住户入住这些房屋，以

骗取信任。在房地产行业极度不景气的２００５年前后，为了摆脱主营业亏损的难堪局面，很多房产企
业迫不得已地用这种虚增收入同时又虚减预收款的方法来粉饰财务报表。但问题在于这一招无非是

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的权宜之计，给以后各期资金运转留下漏洞。在房地产行业没有回升可能的

情况下，这种漏洞越来越大，不可收拾，最终三泽新住宅开发有限公司被停牌了。

在虚增收入、虚增利润上走得最远的莫过于日本航空公司。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日本航空公司因
资不抵债８４４９亿日元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其负债总额达２兆３０００亿日元，成为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破产事件。日本航空公司之所以负有重债，是因其多年来盲目地追求做大做强、采取不断

地融资购买大型客机开辟新航线这一扩张战略所造成的。人们不禁要问，没有相应的业绩来支撑，该

公司怎么能轻易地获得融资呢？翻开日本航空公司的损益表仔细一看就可以发现，到２００５年该公司
损益表的营业外收益里一直有一个项目叫“器材关联褒奖收入”，说白了就是买客机的回扣。比方说

一架新型客机的定价是１００亿日元，折扣为１０亿日元。略有会计常识的人都认为应该以９０亿日元
入账，但日本航空公司却以 １００亿日元计入固定资产，然后将折扣的 １０亿日元计入营业外收益。
２００５年仅“器材关联褒奖收入”这一项就有４８０亿日元。该公司于同一年购入或租赁（日本航空公司
有一部分客机是买了之后转卖给租赁公司，然后又以租赁的方式租入）客机的总额是１５００亿日元，照
此推测，折扣率高达３０％。那么，客机厂商有可能给这么高的折扣吗？完全有可能。因为客机是订
货生产，本身没有定价。买卖双方可以商定一个高于通常的价格，然后再给一个高折扣，各得其所，皆

大欢喜。２００６年以后，日本航空公司的损益表上再也没有“器材关联褒奖收入”这一项目了。照理
说，如此之大的变动应该有一个说法，但日本航空公司并没有在注释里说明，因为该公司很清楚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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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处理并不符合会计准则要求，说明了岂不等于不打自招［６］。可是，日本航空公司多年来的审

计报告均为无保留意见，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似乎谁都没有在意这样一个大问题。

（三）关联交易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做大做强的愿望，但某些没有这个实力的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只能在会计账

目上做文章了。通常的做法就是利用子公司、关联公司进行连锁交易，你买我的，再卖给他，这样你我

的账上都有巨额的销售额，表面上一片繁荣。一些企业可能由此赢得了一时的信誉，得到了金融机构

的支持而渡过了难关，但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过上“好日子”。因为这种关联交易没有现金流量

作为支撑，只是自欺欺人。因关联交易虚增收入粉饰财务报表而最后让公司走进死胡同的最为典型

的例子是日本嘉娜宝公司。提起嘉娜宝，许多外国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非常

熟悉的。该公司创立于明治２２年，算是百年老店，经营范围包括食品、制药、化妆品等。嘉娜宝公司
的经营者一味地追求做大做强，给各部门施加压力，使得各事业部不得不利用关联交易架空交易来应

付。其结果，该公司于２００４年因资不抵债３５７７亿日元（相当于该公司当年的年销售总额）而宣告破
产。该公司唯一能够盈利的化妆品部门被卖给了花王公司，其他部门收摊关门。公司总经理因报表

做假被问罪，判处有期徒刑２年，缓刑３年。嘉娜宝公司之所以能长时间（据说从１９９０年就开始了）
以这种粉饰财务报表行为来欺瞒市场，是因为与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联手做假，因此，负责审计

的会计师也被问罪，同时会计师事务所被停业两个月［７］。

（四）股市操作

如果仅是单纯的股市操盘的话，那么这同会计舞弊就很难说是同一个话题，但是通过股市操盘挣

得巨额利润，而又将这些本应属于营业外收入的利润计入主营利润，虚增主营业绩，从此抬高公司股

价，然后再利用本公司股价上涨这一事实操控股市和会计数据而获利，这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会计舞弊

行为［８］。

表１　公司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营运利润（单位：百万日元）

年度 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０３ １０４ ３８５ １９３ ４０ ２１０ ７８０ ８８７ ２５９９
２００４ ６５４ ７０１ ６７０ ５９ ６８１ ５５６ ５３９２ ８５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９９ ５１０ ３４６ ４００ ４９７ １７３２ １４６０９ １７５９３

　　注：数据来自公司年度报表。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前
后，许多日本人是不会忘

记那时候有这样一位年轻

实业家，他的名字叫堀江

贵文。这位风云人物在大

学就读期间创立了一家信

息技术公司，几年后他成了身价数百亿日元的大亨，堪称日本版的盖茨。遗憾的是，属于他的黄金岁

月并不太久，２００８年东京地方检察院以“违反证券交易法罪”把他带走了，并判处他有期徒刑２年６
个月。如果说堀江贵文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走向事业顶峰的那几年有其偶然性的话，那么他从顶峰

跌向低谷就是必然的了。因为堀江贵文的发迹纯粹是利用股市和会计数据进行操作而成的［９］。让

我们看一下堀江贵文经营的公司最近几年的业绩，见表 １。
该公司拥有网络、软件、金融等事业部门，但８０％以上的利润来自金融部门。作为新兴的信息技

术企业，股市看好该公司的未来前景，所以该公司的股价较高。公司利用其股价上升的优势增发股

份，并多次对本公司股票进行分割。２００１年，日本对商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每股净资产最低限额的
规定，这使得股票分割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但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有人在一年之内将自己公司的股

票分割成１。２００４年，堀江贵文经营的公司就这样做了。该公司组建了投资事业组合，将增发股份
的一部分转移到投资事业组合。随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该公司又购买了大量的文化放送公司的股份。
由于文化放送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民间电视网络公司———日本电视的最大股东，因此该公司大有要入

主日本电视界的趋势［１０］。这一事件一时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话题，从而也为堀江贵文经营的公司股

价上涨推波助澜。利用这一有利局面，该公司还大胆地收购了几家亏损的信息技术企业，而这些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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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的信息技术企业一旦归入堀江贵文经营的公司的麾下，似乎就重新获得了生命，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些企业又成了股市的宠儿，该公司再不失时机地把一部分股份抛出，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大量的利

润。堀江贵文经营的公司以这种方式获得巨额利润从法理上说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但其用这些巨

额的利润来提升公司的股价。该公司再利用投资事业组合来操作本公司的股份，将投资事业组合的

利润计入本公司的利润。这种做法被东京地方检察院认定为粉饰财务报表行为，堀江贵文也因此被

问罪。

二、防范会计舞弊行为的措施

一般来说，日本社会对企业会计舞弊行为显得比较宽容。公司倒闭后暴露出会计记录虚假，只要

不是太过离谱的话，投资者就不会由此追究经营者的责任，甚至诉之以法［１１］。多数人认为，公司是为

了自身的生存，而公司的生存又客观上保证了雇员的生活，对财务报表做一些粉饰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公司的会计舞弊常常是救了今天救不了明天，最后导致公司生存不了、雇员也难逃失去工作的厄

运。这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能早些发现这些不正常现象？尽早纠正这些行为既能抢救公司，

又能保证雇员的就业机会。

２００１年，美国发生了安然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几件大的会计舞弊事件，这给世界各国的证券管理
当局敲响了警钟。日本的证券管理部门及公认会计师协会也认识到应该尽早完善法规，防止会计舞

弊的进一步出现。与美国萨班斯法案不同，日本不是以一项法规来应对会计舞弊的，而是对现有的法

律法规进行强化以期达到防止会计舞弊的效果［１２］。

（一）界定审计服务期限

鉴于像嘉娜宝公司之类的事件，即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联手做假事件的出现，日本对

《公认会计师法》进行了修改，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同一家企业连续进行审计业务不能超过５年。其
目的是为了防止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之间由于长期的业务关系而产生“感情”，妨碍审计的独立性。

同时，禁止会计师事务所扮演着对同一家企业既履行审计业务又提供经营咨询的双重角色。

近年来，多起因会计师事务所被卷进会计舞弊、事务所被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审计人员被问罪

之类事件的出现，让会计师感到压力。一些会计师在意识到企业可能有问题时，干脆甩手不干，临阵

脱逃，这又给企业的审计业务带来困难，出现了审计困难这样预想不到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形，《公

认会计师法》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限，即不超过年度报酬的２倍，同时允许会计
师事务所以有限责任的形式经营。

（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

当会计舞弊事件出现时，人们往往责备审计部门没有起到应有的审计作用。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还在于企业自身。所以日本的《公司法》及《金融商品交易法》（以前的《证券交易法》）增加了“企业

董事会有义务建立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并定期提交内部控制报告书”的规定。日本的《金融商品

交易法》第２４条规定，为确保财务报告的正确无误，上市公司应于每个会计年度对公司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进行评估，并提交“内部控制报告书”。报告书中除要规定公司名、法人代表、内部控制的基本

架构等事项外，对一些特别事项都得记载。“内部控制报告书”也列入审计范围，审计人员必须对“内

部控制报告书”表明意见。报告书中还应记载公司对自身内部控制体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分“有

效”和“有重大缺陷”两个等级。内部控制体系有重大缺陷并不意味着财务报告本身不恰当，也不因

此导致被审计公司停牌或退市，其作用在于提醒人们在阅读财务报表时多留神。

内部控制报告书制度于２００８年４月开始实施，而实施效果如何备受关注。２００９年６月，日本金
融厅公布了上一会计年度内部控制报告的基本状况。编制了内部控制报告的企业有２６７０家，其中
２６０５家对自身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评价是“有效”，只有５６家回答“有重大缺陷”。不做评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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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９家。回答有重大缺陷的５６家公司中，大部分公司是上一年度更换了管理层，而将内部控制体系
缺陷的原因推给了前任。这一状况既说明绝大部分公司对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持肯定态度，同时也让

人担心该制度的自身评价方式是否恰当。

（三）强化会计制度

日本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参考欧美各国的经济法规建立起来的。民法参照的是法国，而商法和

税法则是以德国的为蓝本。至于后来制定的证券交易法则参考了美国。早期的会计准则更多参考了

荷兰与英国，而战后随着与美国经济往来的增多，日本的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了美国的影

响。从这一过程来看，日本会计制度的国际化程度很高，但也暴露出法规之间、制度与准则之间缺乏

必要的统一性。外国人很难看懂日本企业的财务报表，也认为日本会计准则很特殊。鉴于企业经济

活动范围的扩大，日本认识到有必要对会计制度进行变革，推进日本会计准则的国际化。

１９９７年日本进行了一场会计大变革，其最大的亮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求上市公司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二是要求上市公司编制现金流量表；三是要求房地产、金融商品用现行价格计价。现在

看来，这几项改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及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对会计舞弊的行为确实起到一

定的抑制作用。因为许多会计报表粉饰行为是通过子公司、关联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的，而通过编制

合并报表及现金流量表，这类关联交易就显现出来了。

２００５年以后，日本加快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步伐，制定或修订了几项重要的会计准则。
具体包括以下部分。

１．固定资产减值
日本旧商法第２８５条规定，流动资产的现行价格明显下跌时，除非认定有回升的可能性，要将账

面价格调整到现行价格。由此可以认为，日本会计中对流动资产的减值处理规定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就已
存在。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在房地产行业并没有得到执行，理由是房地产价格难于估测。日本公认会

计师协会于２０００年７月公布了《关于用于销售的房地产减值问题的审计意见》，要求其会员严格实
施减值规定，当房地产价格下跌５０％以上时，要强制进行减值处理。该审计制度被强化以后，对一些
拥有大量的而且价格已明显下跌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减值损失计入损益将极大地影响到企业业绩。

这时，有些企业就设法将用于销售的房地产改为固定资产，尽可能地把这部分的损失隐蔽起来。针对

这种现象，日本企业会计审计会于２００２年８月公布了《固定资产减值会计准则》，规定了即使是固定
资产，一旦出现了跌价损失，就应将此项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该项准则于２００５年４月开始强制实施，
这就把那些试图隐藏资产跌价损失的企业的退路给堵住了。

２．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扩大
２００４年４月开始，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应该以合并报表为主，但日本会计准则对合并报表的范

围（也就是子公司的定义）历来是以持股比率为准的。此外，那些业务内容与企业主要业务差别很大

的子公司（或特别目的主体）一般不包括在合并报表内，这样使得一些公司可以以特别目的主体来进

行房地产或证券投资活动。２００６年４月以后的合并财务报表标准中对子公司的判断标准除了持股
标准外，再加上控制标准，这样使得原先不包括在合并报表之内的子公司也包括进来了，但对于特别

目的主体尚未给出最后的结论。日本极有可能于２０１５年以后与国际财务报表准则全面接轨，那时特
别目的主体也进入合并范围，但目前的情况是，２００９年以后日本要求企业将特别目的主体的资产、负
债、资本以及公司与特别目的主体之间的交易状况全面公开。

三、结语

随着会计环境与审计环境的变化，未来的会计处理中预测的要素将越来越多。再加上经济交易

的多样化、计算技术的复杂化，企业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来操作企业的业绩。换句话说，会计舞弊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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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将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可信度是审计工作的重点。本文就这一问题提

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对企业来说，选择高信誉度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尽管审计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这能

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可信度，结果将会带来融资成本减少的效果。因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很在乎会

计师事务所的信誉。２００６年３月嘉娜宝公司的会计舞弊事件曝光后，接受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其他日本企业，包括丰田汽车公司的股价暴跌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次，审计部门及审计人员要自觉地、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准和职业道德。随着企业经营活

动的国际化及经济交易方式的多样化，会计活动本身的难度比以前更大，这就使审计的难度加大。审

计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准。

最后，要加大审计力度。在目前的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关系的前提下，加大审计力度可能

不太现实。因为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企业是客户，既然是客户，会计师事务所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迎合

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审计是服务行业，但它的公共性很强。因此，我们能否给审计注入更多的官方

行政功能，这样就可以确保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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