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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K公司单边私自调高了合同金额，以期达到

增加主营业务收入的目的，该行为总计涉及客户

24户，涉及产品66台，其对收入的影响金额达到

210.58万元。而合同双方不得随意变更合同所涉

及的交易条款，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单边

行为更是不被允许的。K公司私调合同价格的行

为明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不被法律所

保护的。

2.2　跨期调配主营业务收入

K公司作为一家机床制造企业，其确认收入

的重要依据便是客户对其所售机床产品的验收

与否，如若客户确认验收，则达到了风险报酬转

移的条件，此时便可确认主营业务收入，而如若

客户拒绝签收，不认可所购机床产品，此时便没

有达到确认收入的条件，无法确认收入。然而K

公司在2013至2015年间，在客户尚未验收货物的

条件下确认了219笔收入，此种行为好比寅支卯

粮。除此之外，为了平滑收入，K公司在这三年

间还延迟确认了3笔收入，此种行为则是以丰补

歉。K公司该种跨期调节收入的行为涉及金额多

达2.59亿元[2]。

2.3　少计管理费用

为了增厚利润，K公司在辞退福利及高管薪

酬的计提方面下足了功夫，2013至2015年间通过

调减内退人数共计283人，累计少计提员工福利

2649万元；通过少计提高管年薪及专项奖励，累

计少计管理费用312万元。由此K公司用该种方

法调节利润总计2961万元。

2.4　调节存货

为了使舞弊行为看起来天衣无缝，K公司设

立了账外库房，以此来建立看似真实的货物流，

运用此种方法，既能配合此前虚构的合同流，又

能对付审计机构对存货进行的盘查。另外，K公

司将支出在租赁账外库房的费用虚构为运输费

用，并要求库房出租方开具运输费用发票，以此

来伪造单据流。通过该种手法，K公司在三年间

少记存货5.06亿元，虚增营业成本2.35亿元。

3　钻石理论下K公司财务舞弊动因分析

3.1　压力因素

3.1.1　公司暂停上市的压力

2012年以来，机床制造业领域的新兴技术迅

猛发展，国外机床制造企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

之态势，机床制造行业内科技创新蔚然成风，这

意味着旧技术必然被新技术所淘汰，而国内机床

制造业则展现出相对疲软的景象，颇有积贫积弱

之势。在国内外此等对比之下，国内机床销售必

然会走一段时间的下坡路。反观K公司，其销售

业绩自2012年便一路下滑，以至于该年经营业绩

为负，可想而知，如若下一年K公司业绩依旧为

亏损，其将面临退市的风险，为了避免最终被退

市的命运，K公司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财务舞

弊的不归之路。

3.2　机会因素

3.2.1　一股独大，权力失衡

在K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所占比重最

高，总计达到了32%的比重，而其他股东所持有

的股份比例相对较低，没有个人或一致行动人

所持股份超过5%，因此其他股东很难对K公司

的经营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导致权力的失衡，国有股一家独大，这种局面投

射在董事会中便是董事会的决策由大股东所操

纵，而在这种条件下，中小股东的权益很难得到

保障，实质上是为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权益提

供了机会[3]。

3.2.2　管理层与治理层高度重合

纵观K公司各高管所任职位，不难发现，他

们大多兼任董事会职务，这便形成了管理层与

治理层职务交叉的情形。而在理想状态下，管理

层与治理层是应当分离的，管理层主要负责公司

的日常经营，并定期向治理层汇报工作，受到治

理层的监督。反观K公司，管理层身兼治理层职

务，这便形成了一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治理

层对管理层的监督效力大大降低，为K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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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造就了机会。

3.2.3　内审部门缺乏独立性

观察K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在其组织结构中所

处的地位，可以看出内部审计部门并没有被赋予

相应的权利，内审部门与其他部门平起平坐，并

且直接受到总经理的领导，换言之，总经理直接

控制着K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一旦总经理配合财

务舞弊，内审部门很难发挥出相应的监管效力来

阻止财务舞弊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审计

部门的存在价值被大幅度削减，便形同虚设了。

3.2.4　独立董事流于形式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可分为两方面来看，一是

形式独立，二是实质独立。从形式上来看，K公司

所聘请的独立董事大多为学者教授，具备形式上

的独立。然而从实质上来看，独立董事的聘任与

薪资待遇由董事会决定，而董事会的决策又由大

股东所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独立董事便与

大股东存在着利益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

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除此之外，独立董事大多为

学者教授有一定的弊端，学者教授的大部分时间

与精力势必会花费在科研与教学上，很难抽出大

部分时间与精力去辨析企业是否合法合规经营。

3.3　借口因素

为了使自己的财务舞弊行为合理化，K公司

管理层在集体进行财务舞弊行为时会为自己的

不端行为找寻恰当借口，换言之，一种心理安

慰。由于公司连年经营业绩不佳，极有可能面临

退市的风险，因此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财务舞弊行

为合理化为拯救公司于水火之中的雪中之炭，管

理层认为自己是在与公司共渡难关。另外，时任

K公司的财务总监在面对投资者质询K公司是否

会因为2014-2016年三年连续亏损而退市时，依

旧表示：此前有类似案例没有被退市，因此K公

司不会被退市。而正是这种危险的侥幸心理最终

葬送了K公司的上市生涯[4]。

3.4　能力因素

3.4.1　上下游串通，难以被发现

从外部看，由于舞弊行为的主导人员处于管

理层，在一番精心策划之下，能使上下游配合财务

舞弊，在本案中体现出来的便是供应商与客户对K

公司财务造假的配合，如此里外呼应，使得财务舞

弊的事实被充分掩盖，难以发现。通常来说，上下

游企业不会轻易去配合一家企业进行财务造假的

操作，毕竟这种做法伴随着相当程度的风险，一旦

事情败露，在短期内影响企业营收，在长期内则严

重影响企业的整体形象。而上下游企业一旦联合

起来配合被审计企业进行财务造假，审计单位在

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时是很难发现的。因为这些

上下游企业都是真实存在且正常经营的企业，一旦

有了相应现金流和票据流做支撑，审计单位将很难

分辨他们与被审计单位的交易行为是否是真实的。

（1）供应商联合财务造假。在本案中，供应

商联合K公司财务造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

先，原材料供应商配合K公司完成其原材料采购

任务，以达到原材料采购量与产品产出量相匹配

的目的，从而增加营业收入，以此来掩人耳目。具

体操作如下：K公司将产成品运往原材料供应商，

供应商收到产成品后将其拆解，分拣出各种零部

件，最后再将这些拆解下来的零部件发往K公司，

由此虚构了K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业务，同时佐以

真实的现金流和票据流，使得舞弊行为看似“天

衣无缝”。其次，K公司为解决虚假售出货物的存

放问题，还设置了专门的账外仓库，将租赁账外

仓库所支出的费用“转化”为发出售出产品的运

输费用，与此同时，仓库出租方为K公司所支付的

仓库租赁费开具了运输发票，由此混淆审计单位

的视听，达到应付审计单位存货盘查的目的[5]。

（2）客户联合财务造假。配合K公司财务

造假的企业都是与K公司存在真实客户关系的企

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审计单位的戒备心。

为配合K公司虚构的销售业务，这些企业与K公

司签订了销售合同，并发生了真实的资金流动行

为，同时双方出具了齐全的单据，这样一来又增

加了审计单位的审计难度。

3.4.2　管理层勾结，难以被察觉

从内部看，企业内部各个部门领导之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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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配合、“团队协作”，使得舞弊行为不易被察

觉。在本案中，K公司参与到财务舞弊中来的人

员贯穿组织内部，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至会计

负责人以及生产部门经理。由于管理层之间有着

共同的利益，他们因利益的一致性而捆绑在一

次，共同组织策划了这起财务舞弊案件。审计单

位在进行审计时一般遵循风险导向性原则，审计

人员在评估一家企业的审计风险高低时通常会

关注该企业的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是否配比，而

在管理层人员进行团队舞弊的情况下，业务数据

与财务数据大概率是相配比增长的，如此一来，

审计单位便会认为该企业的审计风险较低，从而

难以察觉K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6]。

4　预防K公司财务舞弊的治理建议

4.1　削减舞弊的压力

K公司经营业绩连年下滑，从而面临退市风

险，究其原因，在于“徘徊于现状”，而市场的竞

争可谓是大浪淘沙，“徘徊于现状”的企业正如被

淘掉的沙子，只有积极做出改变的企业最后才能屹

立不倒。K公司应摒弃短期视野，转而构建长远的

发展战略，主动追求产品转型升级，积极进行科技

攻关、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此之为提升

经营业绩的关键所在。另外，企业在制定业绩目标

的时候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实事求是，制定合理的业

绩目标，不可好高骛远。在制定业绩目标时，应将

企业内外部因素可能对业绩的影响考虑在内，就外

部因素而言，有市场结构、可开拓市场空间等；就

内部因素而言，有企业内部资源的有限性、企业管

理体系的科学性等。否则，企业在不合理业绩目标

的重压下，很可能走上财务舞弊的违法之路。

4.2　减少舞弊的机会

K公司不合理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以及失

效的独立董事制度为其舞弊行径提供了机会，因

而改善其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及独立董事制度

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可通过引入新投资者进行

股权改造。其次，优化董事会结构，避免大股东

在董事会中拥有绝对控制权。最后，强化独立董

事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参与度，

并提供适当物质奖励激励独立董事积极履职。

另外，企业应保持内审部门的独立性，内审部门

成员与企业管理层应处于平等地位，两者之间不

应存在上下级关系，保证内审部门享有相应的权

力。同时，对内审部门成员进行资格审查，考核

其是否具备相应的胜任能力。另外，着重防止内

审部门成员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存在裙带关系，从

而影响内审部门的独立性，制约其履职能力[7]。

4.3　遏制舞弊的借口

K公司的涉案高管选择进行财务舞弊的重要

原因是为了使公司免于被退市的命运，因此剑走

偏锋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为公司雪中送炭，而不

是为个人谋取私利，殊不知，该种行为维护的只是

极小一部分人的利益，转而忽视了会计的公众利

益导向原则。由此可见，将诚信道德建设在公司文

化建设中的地位提升到第一梯队十分重要。企业

应积极定期举办诚信道德建设培训，让员工清楚

明白哪些行为是正向的，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反

向的，不可以做的。与此同时，企业的管理层要起

到引领作用，以身作则，为员工树立良好的道德榜

样，将诚信道德这根不可逾越的红线根植于企业

每位员工的内心，只有使员工将会计职业道德内

化于心，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

4.4　控制舞弊的能力

K公司财务造假案中展现出的内控制度的严

重漏洞引人注意，因此，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建立起

完善而运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杜绝“一家独

大”的情况发生。其次，可建立对于供应商与客

户的行为规范准则，增加其配合舞弊的成本，削

弱企业对供应商及客户的调动能力。企业在与客

户及供应商合作时应向他们表明自己反对财务

舞弊的决心，并建立相应的监督举报渠道，避免

供应商与客户为继续维持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从

而违背内心意愿选择参与舞弊行为[8]。

（下转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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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风水学的关注也日益提升。对现代景观学与风

水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能够对现代景观的设

计等提供更多可参考的、有价值的建议。目前，

我国的景观行业在飞速发展，对于风水学的关

注也日益提升。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

入，人们开始对这门学术重新审视，才发现风水

的基本内涵并非全是封建迷信，正统的风水术中

隐含着许多现代环境学、建筑学、人体学、信息

学、天文学、地质学、生态学、美学等众多学科

的深刻内涵，风水正是在这些学科的理论基础之

上才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应

用时，透过其玄学的外壳，剔除其中的糟粕，那

么传统风水学不失为一门指导人们选择生存和

发展空间的准科学体系。而如果将风水学建立在

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景观方法、生态修复

技术、环境生态科学等正统科学的基础之上则

将在最大程度上造福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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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舞弊钻石理论未考虑四个要素（机会、压

力、借口、能力）的权重以及顺序问题。事实上，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问

题、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状况，这四个要素的关

注点（即权重问题）也不同。基于心理学角度分

析，若涉及个人特质、价值观等隐性因素，则治

理较难，比如借口、压力；若涉及机会、能力等

显性因素治理相对容易一些。未来需要借助一系

列案例研究、大样本实证研究，提供差异化的、

有针对性的舞弊预防和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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