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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上市公司中报盈余质量：基于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的分析》从投资者保护的立场出发，
选取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中报盈余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这个新的视角就是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的刻画，揭示这些分布特征形成的内在
驱动因素，进而从中报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执行以及投资者的理解能力三个层面探讨改进我国上市
公司中期盈余质量的路径方法。
　　《中国上市公司中报盈余质量：基于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的分析》对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的
分析主要是沿着这样一条主线进行的：首先对盈余管理及中期财务报告相关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
有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然后将我国中报披露规则、会计规范及中报审计鉴证制度与其他各国和地区
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接下来《中国上市公司中报盈余质量：基于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的分析》从机
会和动因两个维度来分析年内不同季度盈余管理程度差异形成的原因，并采用2003-2008年间沪深两地
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季度盈余管理总体分布特征及各种具体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检验，此外还对不同季度操控性应计的价值相关性差异进行了分析。
最后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报盈余质量：基于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的分析》研究的结论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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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2 研究的主要问题和逻辑关系　　国内外有关盈余管理的学术文献虽然浩繁，但
是本书侧重于从短于一个会计期间的中期盈余管理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在中期报告盈余管理方面，仍然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值得去探究。
　　第一，现有的盈余管理的研究大多只注重分析盈余管理的动因，并证明盈余管理的存在性，常常
忽略了对盈余管理机会的分析。
这里所指的盈余管理的机会包括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便利性、外部审计约束是否存在等。
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动机很强烈，但如果缺少机会，实施盈余管理的成本很高，那么盈余管理行为可
能会受到抑制。
相反，机会虽然多，但实施盈余管理能够获取的利益有限，管理层也不会去刻意进行盈余管理。
因此在研究盈余管理问题时，有必要同时从动因和机会两个维度加以考虑。
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是研究此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切人点。
　　第二，国外一些学术文献中零星地提到了第四季度与前三季度盈余管理存在差异，指出第四季度
是盈余管理的高发期。
国内仅有张昕（2008）对这个问题有过研究，不过她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亏损上市公司，采用的方法是
描述性统计和分布检验。
有必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是否具有普遍性，总体分布特征
又是怎样的。
　　第三，盈余管理的动因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契约动因、资本市场动因和监管动因三类。
契约动因的例子有经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政治契约等；资本市场动因的例子有IPO、股权再融资
和股票回购等；监管动因的例子有避免被ST和停牌。
在这三类不同的盈余管理动因影响下，上市公司是否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盈余管理季度分布特征，值得
我们去研究。
　　第四，审计约束反映了盈余管理机会的大小。
各国和地区对于中期财务报告审计师介入（auditor involvement）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国的中报审计
制度安排较为特殊。
这种制度安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作用
如何？
国内进行的研究非常有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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