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都是“排雷专家”之虚假销售交易篇

如果说财务舞弊行为是公司埋下的“一枚地雷”，那么解锁舞弊套路就是要

教你如何成为“排雷专家”。本篇我们将介绍一下常见的财务舞弊行为——虚

假销售交易，希望对投资者增强自身的舞弊识别防范能力有所帮助。

一、什么是虚假销售交易

虚假销售交易一般是指管理层故意虚构不存在的销售交易，或夸大销售交易

的规模，以达到虚增收入和利润，美化财务报表的目的。这种舞弊套路难度大、

成本高，性质恶劣。通常公司在面临较大压力或利益驱动下，才会去选择这类舞

弊手段。

（一）虚假收入

虚假销售交易的第一步往往是虚增收入，俗称“假收入”。假收入是虚假销

售交易的核心，而由此产生的“副产品”可能包括虚假的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等。

假收入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向虚假客户、供应商等进行虚假的销售与

采购，形成账面上的虚假收入；另一类则是通过利用既有客户或供应商，虚增既

有交易的规模。

一般来说，虚假的客户或供应商本身不需要买入或提供上市公司所经营的商

品或服务，他们与上市公司的交易目的仅仅是为了帮助上市公司虚增收入。然而，

市场可没有“活雷锋”，要想找到“价廉物美”且安全的虚假客户或供应商，一

般企业都会通过安排一些表面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实际上公司或其关键造假人

员可以控制的企业来进行虚假的交易。一旦锁定虚假客户或供应商，公司就会与

这些企业签订购销合同，配以存货及资金的流转，从而实现虚假销售。



利用既有客户或供应商完成的虚假收入，则由于其半真半假的特征，更具隐

蔽性。企业可以单方面地通过阴阳合同，在企业留底的合同上虚增单价、数量的

方式达到造假目的，也可以更进一步，比如通过串通既有客户或供应商的相关人

员，通过合谋方式造假。

（二）虚假销售交易的“软肋”

只要是造假，难免就会有蛛丝马迹。虚假销售交易的“软肋”在哪里呢？没

错，就是造假成本。

一般而言，仿真度越高的造假，其成本就越高。签订合同需要缴纳印花税，

造假收入会形成流转税和所得税，这都是不可避免的造假成本。此外，虚假存货

的堆放、物流、盘点和资金流的划转也都会形成相应的成本，而需要交易对手配

合演出，更要给出“劳务费和保密费”。

鉴于一般造假企业本身都是有财务压力才会考虑舞弊，那么造假成本的压力

中免不了会倒逼企业在某些环节上“偷工减料”，而这些“偷工减料”的环节往

往又会表现为财务报表各科目间的变化与企业运营规模的趋势不匹配，从而露出

造假的蛛丝马迹。

二、虚假销售交易的识别防范策略

如何利用这些蛛丝马迹来“顺藤摸瓜”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关注

虚假销售交易的防范与识别：

首先，在三大报表中，可以从利润表中关注成本费用与销售收入的变动趋势

是否合理，比如毛利率、销售费用率（即销售费用占收入比例）、人员工资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等；也可以同时结合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来看存货与其仓储费用或

是运输费用的变动是否匹配，以及固定资产与其折旧费用的变动趋势是否一致



等，来考虑是否存在资产的异常波动；还可以从现金流量表上来看销售收入的增

加与经营性现金流入的变动趋势是否一致，以及支付的税金与收入规模的变化是

否合理等。

其次，从部分上市公司的年报附注中，也可以关注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与营

业收入的占比，以及前五大供应商与采购额的占比。如果比例显著高于同行业可

比企业，说明该上市公司与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关系密切，且存在明显的依赖，相

对而言有较高的机会和条件进行舞弊。如果这些重要客户或供应商还是一些业内

比较不为人知的低调企业，则更应该予以重视。若投资者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

综合判断客户或者供应商是否存在异常情况时，可以通过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或

企业资讯查询软件来了解这些企业的成立时间、主要业务范围、所在地区以及董

监高背景等。

最后，投资者还可以关注是否存在因销售收入相关事宜所导致的非标意见的

审计报告，来避免投资雷区。

虚假销售交易通常不会孤军奋战，它还有一个“铁哥们”——虚假现金流。

下一篇，我们将介绍虚假资金流是如何帮助虚假收入消除账面的痕迹（挂账的应

收账款）以及其他财务指标中可能暴露的问题，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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