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都是“排雷专家”之虚构资金流篇

在了解虚假销售交易的套路和防范策略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与虚假销售交

易形影相随的另外一种舞弊套路——虚构资金流。

一、虚构资金流的常见手法

根据会计复式记账的原理，虚假的销售交易，一方面会在利润表中虚增收入；

另外一方面又会在资产负债表中留下虚假的资产，即表现为同时虚增收入和应收

账款。然而，随着虚增收入的不断上升，应收账款余额也会逐期累积，并演变为

长账龄款项，这就容易引起会计师或监管机构的关注，进而导致虚假销售交易的

曝光。于是，为了给虚假销售交易的副产品——虚假应收账款加上一层保护色，

虚构资金流就成为了常见的操作手法。

那么，企业有哪些虚构资金流入的手法，用来抹平“无中生有”的应收账款

呢？

（一）“闭门造车”：虚构银行资金流水

虚构银行资金流水是公司通过直接伪造银行账户信息、银行回单（包括银行

转账凭证、电/信汇款凭证、银行进账单等）、银行对账单和支票存根等收款凭

证来完成的。这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舞弊手法，其将虚假的应收账款转变为虚假的

银行存款，并辅以伪造的文件记录来瞒天过海。著名的帕马拉特 （Parmalat）

财务舞弊事件，即通过伪造海外银行的对账单等文件虚构了巨额的银行存款，就

属于此种类型，在当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内外勾结 ”： 由关联方企业代为结算



真实销售交易所形成的应收账款一般会由客户直接结算货款，伪造的销售收

入因为没有真实的交易对手方来结算，所以公司一般会通过向其控制的企业转入

外部资金，并伪装成收到的货款，从而以此来抵消账面的虚假应收账款。

然而，虚构出来的资金流入，通常只是为了美化虚假交易而借来的资金，为

避免高昂的舞弊成本，在“抹平”应收账款后，这些资金必定要想方设法流出上

市公司。于是，公司又需要进一步虚构交易来实现资金的流出。常见的虚构资金

流出的手法包括：

1、“勾结”客户

上市公司可能直接勾结客户，私下达成协议，约定以期后的退货来冲回虚增

收入，并同时通过退款将已经收到的货款转出上市公司。

2、“勾结”供应商

所谓勾结供应商，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与供应商之间真实的资金流

转，再配合虚假的实物流转来完成虚构的交易。例如，公司先虚构出存货的采购，

实现资金流出，再将实际根本不存在的这些存货出售给同一家供应商，确认虚假

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其后，通过回收应收账款来实现虚假采购资金的回流。勾

结供应商的另外一种形式则是夸大购买资产的金额来虚增现金流出。例如，公司

购买某资产的实际支出为 100 万元，通过与供应商私下约定，双方将采购价格

调整为 150 万元，那么，多支付给供应商的 50 万元就会流出上市公司，流向虚

假销售的回款资金的来源方。

3、“隐秘的”对外担保

对于通过虚假交易流入的资金，上市公司也可能会通过将自有的土地使用

权、房产等资产为担保，帮助为其提供资金的企业向银行或第三方借款来获取资



金。这是最为隐蔽的一种方式，上市公司在短时间内无需虚构其他交易将虚构的

资金流转出，且通常这类担保也会被上市公司故意的隐藏起来，不在年报中予以

披露。

二、虚构资金流的识别防范策略

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虚构资金流作为掩盖其他舞弊的辅助性手段，其

作假手段比较隐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一般较难通过公开信息来分析识别。

在这类情况下，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暂时放开细枝末节的数据分析，着眼全局，

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部控制报告的意见类型

上市公司在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时，需要对其经营风险和经营流程进行全面分

析，并设定关键的控制点以确保日常运营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因此，一般内

部控制良好的公司发生此类舞弊的概率相对较低。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以查

看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所出具报告的意见类型，以此来规避内部

控制存在缺陷的高风险企业。

（二）高级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

高级管理人员的频繁变动，不仅会导致企业的发展战略、管理理念不断变化，

进而损害其盈利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若高管频繁变动，尤其是财务高管频繁

变动，可能是舞弊的一个预警信号。投资者可以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了解到当年

度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并通过公开途径了解高管变动的可能原因，尽量规

避高管存在异常变动的上市公司。

（三）是否频繁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频繁地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也往往意味着审计师与管理层在上市公司的财务

状况或关键会计事项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公司可能存

在更高的舞弊风险。对于此类公司，普通投资者也需要“多长一个心眼”。

虚假销售交易除了与虚构资金流这个“铁哥们”如影随形以外，还可能通过

勾结供应商，以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的形式藏匿在资产负债表中。下

篇文章中我们将介绍虚构长期资产的舞弊套路，敬请期待。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林启兴、杨瑾璐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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