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潘多拉的魔盒”，手把手教你识舞弊

本篇与大家分享一个虚构巨额收入、成本、伪造银行回单等系统性财务舞弊

的案例。

一、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丙公司是一家从事产品加工、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于 20X1 年上

市， 20X2 年被发现财务舞弊嫌疑并被立案调查。调查显示，在 IPO 阶段，为

满足上市要求，丙公司大量虚构业务，舞弊幕后的主要推手——大股东甚至不

惜举债，将自有和筹措资金打入企业，完成资金循环。

具体来看，丙公司的舞弊链条为：

1、虚构商品采购。将企业账面的资金打到大股东控制的个人账户，财务报

表记录为支付商品采购款。

2、虚构销售收入。伪造合同、出库单等单据虚增销售收入，甚至“不忘”

为虚假收入交税。同时，将实际控制的个人账户款项以不同客户回款的名义分笔

转回到公司的账户上。为掩盖从个人账户回款的情形，丙公司甚至伪造了大量银

行回单。

3、采取成本倒轧确保毛利稳定。由于整个舞弊活动是有计划地进行，财务

人员会根据虚增后的各产品销售收入、毛利率及生产消耗率倒算相关成本。

4、利用大股东账外资金输血入企业，填补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及舞弊形

成的损耗（如税收等）。



大股东不惜成本地进行系统性财务舞弊，企图获取 IPO 所带来的资本收益。

即使企业成功上市，如果停止舞弊，业绩也将一落千丈。舞弊造假犹如潘多拉魔

盒，一旦打开，再无回头之路。

上市后，为维持上市前虚增的业务规模，丙公司继续进行系统性造假。但与

IPO 阶段不同的是，此时募集资金已到位，丙公司账面上已有充足的资金。所以，

舞弊活动又多了一个新目标——将资金打出企业，偿还大股东上市前所借外债。

公司采取的手段是通过虚增资产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将资金从企业账户打出。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IPO 前，丙公司大量造假，大股东累积大额债

务，成功 IPO 并募集资金后，大股东通过在建工程或预付账款方式将资金汇出

以偿还自身债务，在上市公司账面上呈现出在建工程或预付账款的异常增加，最

终，丙公司的财务舞弊被监管机构拆穿识破。

二、三招强化你的“排雷术”

本案例所描述的系统性财务造假，由于其舞弊链条完整，涉及进销存、现金

流量各个环节，隐蔽性较强。然而这并不代表就无迹可寻，我们仍可以通过一些

手段来发现端倪。

（一）关键指标行业对标

对于有一定专业技术能力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同行业对标，比对竞争对手和

同行业其他企业。尤其是在发现“绩优股”时不妨多问几个为什么，并基于可获

取的客观证据开展商业逻辑推理，以判断该企业否真的可以获取远高于同行的毛

利率。

（二）关注异常的在建工程余额及完工进度



在本案例中，丙公司工程项目的完工进度在相邻年度的年报及半年报披露中

就存在着显著的矛盾。

通过查看丙公司 20X1 年年报，20X2 年半年报以及 20X2 年年报中在建工

程的附注发现，部分项目的投入金额及完工进度均呈现出“匪夷所思”的走势。

比如，A 项目的投入金额从 20X1 年底的人民币 1 千万上升到 20X2 年的 2 千万，

但是工程进度却从 20X1 年的 40%下降到 20X2 年的 25%；B 项目的投入金额

从 20X1 年的人民币 100 万上升到 20X2 年半年报的人民币 3100 万（完工进度

却为 40%不变），而到 20X2 年年报中又下降到人民币 100 万元（完工进度却

又上升至 95%）。诸如此类的异常变动，多次出现于在建工程相关信息披露中。

（三）关注大量现金交易情形

在该舞弊案中，涉及大量的现金交易，使得追查资金来源较为困难。对于投

资者来说，在电子支付广泛使用的趋势下，需要警示仍存在大量现金交易的企业，

其可能存在隐藏交易轨迹的嫌疑。

三、启示与思考

在本案例中，虽然大股东费尽心思通过系统性舞弊下了“一盘大棋”，然而

终究还是被监管机构识破并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能从本案

例中获得哪些启示呢？

第一，警惕企业“难以置信”的优良表现

作为投资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通过同行业对标等方法，对“好故事”

要审慎评估、仔细推敲，关注高于同行业毛利的商业逻辑基础是否站得住脚。同

时，还可以关注市场媒体是否有负面信息质疑企业表现以及质疑基础，是否有收

到交易所问询函等。



第二，培养阅读公司公告的好习惯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重要渠道，培养良好的阅读公司

公告习惯对于投资者而言非常必要。本案例中，丙公司作为一家大规模资本投入

的企业，投资者尤其要注意其年报和公告中所披露的工程信息，对比以前年度和

当年的披露项目是否一致、工程进度是否合理，以及新设项目与企业战略发展的

一致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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