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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各类企业实体经济

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

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利益需求，财

务造假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税

款征收、金融信贷资金投放等决策。地方政府为了管理工作

的需要，从净化会计环境、加强内外控制、完善地方优惠政

策流程等几方面加大措施，起到了很好地预防作用。论文对

企业财务造假的成因、危害以及治理措施进行了浅析。

2 企业财务造假的成因

2.1 为了获取政府的政策优惠

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往往对招商引资引进的

各类企业承诺各种政策优惠。同时为了督促企业实现特定目

标，又要求企业必须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投资规模和强度。这

就势必造成企业的销售收入水平偏低，无法达到承诺条件时，

往往通过虚报产值和利润的形式进行财务造假，骗取政府的

资金扶持、土地指标倾斜、税收返还、基础设施配套、银行

贷款等政策优惠。

2.2 为了偷逃各项税款

企业通过设立关联企业资金账户转账，个人账户私下交

易，大量资产账外流通等方式，通过销售收入不入账，虚构

生产成本、虚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房产土地成本不入账不

结转等各种财务造假手法，通过隐瞒销售收入，加大生产销

售成本等造假手段达到不缴或少缴各项税款，给税务机关税

收征管造成了较大困难，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环境，给国家造

成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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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任用业务水平无法胜任的财务人员

部分企业尤其是小规模企业和新办企业，不重视财务管

理，任用业务水平和素质偏低的亲朋好友负责财务，造成账

务混乱、科目设置不规范、不正确等问题。有些企业虽然聘

用代理会计，但原始凭证实际为企业负责人所掌握，代理会

计只负责记账、开票、纳税申报，不能完全履行会计职能，

企业财务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2.4 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

有些企业缺乏有效的财务制衡，一人多岗，兼任出纳同

时又负责银行业务，公司内部缺乏专门审计和监督财务工作

的审计人员。公司内部控制形同虚，无论是公司上下级管理

还是利益关系上始终不能有效避免财务造假的产生和根源 [1]。

3 企业财务造假的危害

3.1 企业违规享受政府优惠政策

仅以中国东部某县级市为例，2019 年某物流有限公司在

未达到政府会议纪要规定的投资规模和强度的情况下，通过

财务造假违规享受土地优惠指标 100 多亩；某房地产公司开

发的项目在未按期竣工的情况下，根本达不到政府规定的优

惠政策，企业通过财务造假，违规享受地方政府的相关行政

事业性收费减免 1500 多万元。

3.2 企业偷逃税款现象屡禁不止

特别是征管难度大、跑冒滴漏严重的行业，比如厂房及

冷库租赁行业、不开具销售发票的小食品行业、机械制造行

业等，这些行业税收贡献普遍不高，其中的装备制造业，大

部分不需要开具发票，企业财务通过将卖出的产品汇款到个

人账户，隐瞒销售收入，对开具发票的收入同时虚增成本，

隐瞒企业真实的利润水平，少缴或不缴税款。不仅如此，有

的企业明显钻政策漏洞，通过财务造假，将生产经营注册地

登记在建制镇和工矿区以外，少缴或者不缴土地使用税。

3.3 企业财务风险增大

企业通过虚假交易，虚增销售收入或互相担保等非正常

手段，骗取银行贷款，增加了财务风险；而银行通过收取业

务咨询费等各种方式，变相增加各种费用，进一步增加了企

业的融资成本。不少企业贷款数额巨大，高额的利息负担使

企业财务费用居高不下，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收益，使企业处

于高财务风险状态。某县级淀粉公司，3 年年均销售收入 5.9

亿万元，而银行贷款年均高达 12 亿元，仅年财务费用高达

5664 万元，占全部收入的 8%，年融资费用高达 1.3 亿元，财

务费用和融资费用占收入的 19.56%，如此高额的贷款利息，

企业根本无利润空间，一旦不能按期归还贷款，出现断贷风险，

将对企业正常经营带来严重威胁。

3.4 税务部门征管难度加大

在现行体制下，有的企业为了达到避税、享受优惠政策、

获取银行贷款等目的虚增销售业绩，设立多个关联企业，有

的企业仅银行账户就达 70 多个，既增加了管理难度和成本，

也加大了相关部门监管的难度 [2]。很多企业钻政府优惠政策

的空子，先建后批扩张占地，不仅把大量优质土地闲置浪费，

而且一部分土地因为没有指标，造成了耕地占用税和土地使

用税征管上的难度。部分企业存在未将土地价值计入房产原

值缴纳房产税、农村集体土地改变使用性质未缴纳耕地占用

税、企业实际占用土地与申报纳税土地或土地证面积不符、

未取得土地证私自占用土地现象。企业通过财务数据造成税

务部门的监管难度不断加大。

4 治理财务造假的对策措施

4.1 加强会计业务培训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每年安排财政、税务、

审计等部门牵头组织单位负责人及会计从业人员职业培训，

培训内容为职业道德和业务理论学习的融合。从正面引导为

主，以反面惩戒为辅，同反腐倡廉相结合，使会计职业道德

与时代接轨，让企业负责人和会计从业人员有法可依、有法

必依、违法必究 [3]。让他们头脑中树立不敢造假，不想造假，

不能造假的牢固意识。

4.2 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

企业内部控制包括内部会计控制和其他管理控制等方

面，内部控制包括内部凭证制度、健全的会计账簿管理、合

理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科学的预算制度、定期盘点制度

和内部稽核制度。让企业负责人树立起向管理要效益，向产

品质量要产值，向服务要市场正确理念，树立起做大做强企

业，只有产品质量过硬、服务水平良好，内部管理精细才可以，

依靠财务造假的企业是不能长久的。

4.3 建立社会综合治理财务造假的机制

财务数据造假的防范治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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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各部门共同努力，若财务造假的预期收益大于造假成本

时，企业很容易铤而走险，提高企业的收益，因此，增大财

务造假的惩罚，必然是控制财务造假的重要措施。通过建立

健全企业管理档案，建立涉企信息共享平台，堵塞财务造假

的漏洞；完善《社会综合治理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任务，

落实责任，真正建立起“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

社会参与、司法保障、信息化支撑”的社会综合治理新机制，

从根本上铲除财务造假的土壤。

4.4 对企业建立诚信档案制度

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大数据

平台，对企业建立诚信档案制度。通过市场监管、财政、税务、

银行多部门信息汇总，建立企业诚信的信用评级 [4]。对守法

诚信企业出台文件完善激励政策，可以从土地优惠、财政资

金扶持、银行贷款资金额度投放优先支持，并完善优惠政策

兑现流程。对通过企业财务造假骗取银行贷款、财政扶持资

金等优惠政策的企业，要责成有关单位限期追回，并将企业

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的造假情况、违规行为、造假历史等列入

诚信档案，定期向在大数据平台公布。通过信息的公开透明化，

从思想上、行动上对造假者起到震慑作用，让造假者在社会

无法立足。

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政府对企业财务经营活动需要

合理引导和培训，在全社会营造诚信守法公平有序的营商环

境，才能真正让企业健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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