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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梳理国内审计失败原因文献的基础上，以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为例，从审计工作的实质性分析程

序切入，分析其货币资金、存货、收入等科目，进而推测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在实质性分析程序步骤

中导致审计失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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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papers about causes of audit failure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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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ial fraud case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Ltd. (600518.SH) as an example. Starting from 
the substantive analysis procedure of audit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monetary capital, inven-
tory, income and other accounting subjects, and then speculates the factors leading to audit failure 
in the substantive analysis procedure of Zhengzhong Zhujiang accounting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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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审计失败，指注册会计师由于没有遵守公认审计准则而形成了错误的审计意见。近几十年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而审计失败也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屡屡发生，给事务所、被审单位、利益相关者乃至社会都

带来巨大损失。而实质性分析程序，被用于注册会计师收集审计证据，以识别财务报表认定层次的重大

错报风险。倘若该环节出现差错和过失，很可能纵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导致后续审计失败。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康美)成立于 1997 年，于 2001 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率先布局中医

药全产业链，以中药饮片为核心，成为中国医药行业的领头羊，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率先突破 1000 亿市值。 
造假事件前，康美一直是各大机构与个人投资者争先投资的优质白马股。然而其庞大的市值却一朝

闪崩跌停，从每股 26.24 跌到撰稿日的 2.62 元，身价缩水将近 90%。300 亿元虚增额成为中国财务造假

和审计失败史上的最大规模，也反映出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在实质性分析程序中的重大失误。以此为

案例，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对研究当前形势下审计失败与实质性分析程序的失败因素，具有借鉴意义。 

2. 文献综述 

(一) 审计失败的界定 
审计失败是指审计人员未能发现财政、财务收支及财务报表中的虚假不实，未能在企事业单位经营

活动中通过系统、规范审计方法评价和改善组织的风险管理、组织经营而出具或披露了审计意见，由此

引起审计争议，导致审计失败。 
国内对其边界的界定主要在于区分于审计风险和审计舞弊概念。其中，审计风险是指被审计对象的

账目中存在差错或造假，但注册会计师没有发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而审计舞弊则是指被审计对象为了

自身利益，而对财务报表进行造假的行为。两者的不同在于逻辑的先后性，只有被审计单位造假的前提，

注册会计师才可能经由不合适审计报告出现审计失败[1]。 
(二) 审计失败的审计主体原因 
对于审计失败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其中，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上，既

有文献认为：在信息不对称和诉讼风险与行政处罚风险较低的环境下，事务所具有降低审计质量的机会

主义行为动机[2]；组织文化会影响事务所员工的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审计制度的内容和控制

有效性[3]；本土大所短时间通过对一些小所的简单合并实现规模的极速扩张，对审计质量非常不利[4]；
内部管理薄弱、独立性缺失、执业能力不足等内因是审计失败的更重要原因[5]；初始信息的“正向锚定”、

肯定性倾向的“偏误放大”以及经验陷阱的“思维僵化”等心理效应是注会审计失败的诱因；高素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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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很可能因为审计失败成本低下、竞争激烈等原因而选择与公司合谋，最终导致审计失败(李寿喜，

2017)。 
(三) 审计失败理论的展望 
当前研究更多着眼于事务所的组织结构或注会的个人特质，对于审计流程之于审计失败的研究较少。

吴光明指出，近几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事务所，较多存在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或不重视风险评估等情形

[6]；此外，注会函证执行不当，不仅影响审计证据相关性和可靠性，审计风险也将大幅提高，如果被审

单位存在舞弊，很可能直接导致审计失败[7]。 
总的来看，该领域尚缺乏系统性分析思路和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复盘对案例的实质性分析程序，分

析事务所在该关键步骤导致审计失败的潜在原因。 

3. 案例概述 

2019 年年报发布前夕，康美发布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表示由于会计核算的差错，

需调整往期 300 亿元货币资金、90 亿营收、20 亿净利润。这瞬间引起市场的炸雷和证监局的高度重视，

负责其审计的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而后续调查显示康美通过多种造假手段实现了

虚增收入与现金的目的，存在虚假记载与重大遗漏。最终康美受到了罚款、问责、戴帽等多项处罚措施。

表 1 为康美更正前后的部分财务数据： 
 

Table 1. Part of financial data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1. 康美药业更正前后部分财务数据(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调整前 差错 调整后  

货币资金 341.5 −299.44 42.06 18.39 

应收账款 43.51 6.41 49.92 63.18 

其他应收款 1.80 57.14 58.94 92.28 

应收利息 0.47 −0.47 0.00 0.00 

存货 157.00 195.46 352.46 342.96 

在建工程 10.85 6.32 17.17 29.8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1 0.30 2.91 3.34 

资产合计 557.74 −34.28 523.46 550.02 

营业收入 264.77 −88.98 175.79 193.56 

营业成本 184.50 −76.62 107.88 135.42 

销售费用 7.41 4.97 12.38 9.74 

管理费用 13.34 −1.42 11.92 12.34 

财务费用 9.69 2.28 11.97 18.86 

所得税费用 7.32 0.02 7.34 2.40 

净利润 41.01 −19.51 21.50 11.3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18.43 66.83 85.26 −31.92 

 
总结其造假手段，有如下几种：虚构现金以配合炒高股价和融资；向关联方提供资金以买卖本公司

股票、少计存货以优化公司运营、虚增收入以配合炒高股价、虚增成本以匹配财务勾稽关系。具体流程

为：伪造业务凭证、虚构销售收入、出具虚假财务报告。表 2 总结了康美造假的操作与目的，下文将通

过实质性分析程序的财报分析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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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Ways and purposes of counterfeiting 
表 2. 造假操作及目的 

项目 | 单位：亿元 
2017 年 

 

操作 目的 
调整前 调整后 

货币资金 341.51 42.07 虚构现金 配合炒高股价和融资 

其他应收款 1.80 58.94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买卖本公司股票 

存货 157.00 352.47 少计存货 优化公司运营 

小计 500.32 453.48   

资产合计 564.79 523.89   

营业收入 264.77 175.79 虚增收入 配合炒高股价 

营业成本 184.50 107.88 虚增成本 匹配财务勾稽关系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 287.66 184.66 虚增现金收入 匹配财务勾稽关系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 243.24 170.23 虚增现金支出 匹配财务勾稽关系 

4. 实质性分析程序 

(一) 货币资金 
首当其冲的质疑点是存贷双高现象。通过康美 2018 年半年报可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和有息负债占

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19%和 104%。二者从 2010 年开始，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共同进退，占比一路上

涨(如图 1 所示)。但一边是高额的财务费用，一边自己公司的帐上还留有巨额的现金，不符合商业逻辑，

造成资金的巨大浪费。 
 

 
Figure 1. The situation of both high deposit and high loan in Kangmei pharma-
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1. 康美药业存贷双高状况(单位：亿元) 

 
截至 2018 年半年度，康美并表子公司高达 120 多家。但是实际上从 2010 年开始，康美就已经存贷

双高了，而当年子公司只有 12 家，且母公司货币资金占比高达 90%以上(如图 2 所示)，因此可推断并非

因为子公司多而导致存贷双高。 
根据表 3 统计的康美上市以来的募资状况，其首发融资仅 2.26 亿元。但其通过配股、增发、优先股

等手段累计融资 163.48 亿元，通过借款、债券，负债合计融资 1422.68 亿元，由此可推断多年的存贷双

高部分来自于股债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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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onetary capital situation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2. 康美药业货币资金状况(单位：亿元) 

 
Table 3. Financing statistics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since its listing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3. 康美药业上市以来募资统计(单位：亿元) 

科目 金额 1 占比 1 金额 2 占比 2 

上市以来累计募资 803.93 100.00% 803.93 100.00% 

直接融资 679.98 84.58% 679.98 47.80% 

首发 2.63 0.28% 2.63 0.16% 

股权再融资 161.22 20.05% 161.22 11.33% 

发债券融资 516.50 64.25% 516.50 36.31% 

间接融资(按增量负债计算) 123.95 15.42% —— —— 

累计新增短期借款 124.12 —— —— —— 

累计新增长期借款 -1.70 —— —— —— 

间接融资(按筹资现金流入) —— —— 742.70 52.20% 

累计取得借款收到现金 —— —— 742.70 52.20% 

 
由表 4 可知康美药业净现比较低，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数据 104%。从 2014 年开始，经营现金净额

连续多年低于净利润，近 4 年多平均经营现金流只有净利润的 38%。尤其是 2018 年上半年，净现比只有

17%。康美净现比小于 1，且经营现金流为巨额负数，说明其收入、净利润的可靠性较差。这一现象与康

美所阐述的商业模式和行业地位并不符合。换言之，虽然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维持较高增长，但经

营活动现金流情况没有明显改善，存在人为虚增实际收入和利润的嫌疑，也可能是销售产品出现了大量

长期欠款。 
 

Table 4. Net to cash ratio of pharmaceuticalindustry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4. 医药行业净现比状况(单位：亿元) 

公司 三年净利润 三年经营现金流 净现比 

康美药业 101.98 35.23 39% 

丽珠集团 58.36 35.23 60% 

恒瑞药业 79.77 74.17 93% 

云南白药 88.36 63.20 72% 

复星医药 83.90 63.1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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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健康元 29.97 47.80 159% 

人福医药 35.55 8.76 25% 

白云山 48.70 62.20 128% 

东阿阿胶 55.22 33.60 61% 

吉林敖东 61.24 9.78 16% 

新和成 33.09 34.34 104% 

 
而从估值角度分析，如表 5 所示，康美的自由现金流确实不足以支付公司公布的分红金额，验证了

前文的论述：康美每年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给股东分红。 
 

Table 5. Operation status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5. 康美药业经营概况(单位：亿元) 

上市以来利润总额 1480.40 

累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792.52 

累计资本性支出 1153.75 

累计分红 599.49 

 
进而将康美的货币资金数额与行业平均横向比较，查看差异程度。由表 6 可知医疗行业货币资金科

目虽然数额较大，但除个别情况外，一般都维持在 30 亿左右。而康美的货币资金逐年增加，2017 年更

是高达 341.51 亿元，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有理由怀疑康美的货币资金项目存在重大错报。 
 

Table 6. Monetary fund situ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6. 医药行业货币资金状况(单位：亿元) 

公司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东阿阿胶 22.14 25.5 16.59 14.15 17.25 21.36 

云南白药 20.83 20.24 26.50 32.93 26.66 30.17 

步长制药 12.19 20.81 18.51 38.07 21.65 16.93 

白云山 19.36 32.01 41.18 128.21 116.97 161.15 

济川药业 0.65 6.45 2.70 8.90 9.52 15.87 

片仔癀 11.83 12.52 14.72 17.06 21.17 27.87 

华润三九 17.08 9.70 15.59 15.51 24.76 12.46 

辅仁药业 0.83 1.05 1.03 14.20 12.89 16.56 

江中药业 7.25 7.78 7.65 9.00 10.15 10.68 

广誉远 2.81 4.55 2.99 2.00 1.25 3583.77 

 
纵向分析康美近年来货币资金的变动情况，查看其数额变动幅度(如表 7 所示)。2010~2017 年康美的

货币资金一直呈逐年增长趋势，如此多的货币资金却只放在银行收取利息，可能是其帐上货币资金真实

性存疑，亦或是资金周转流动需要大量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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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Monetary capital situation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7. 康美药业货币资金状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货币资金 27.60 63.23 61.06 84.97 99.85 158.18 273.25 341.51 

季度平均 24.56 71.02 59.19 73.58 84.96 133.67 229.63 313.47 

利息收入 0.15 0.66 0.50 0.59 0.63 1.65 1.81 2.69 

利息/货币资金 0.61% 0.93% 0.84% 0.80% 0.74% 1.24% 0.66% 0.79% 

理财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进一步分析公司内部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其他项目，计算其与货币资金的比例有无异常。由图 3 可知，

康美利润表中利息支出占比在不断提升，2018 年上半年利息支出占比高达 31%。 
 

 
Figure 3. Interest expenditure and proportion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3. 康美药业利息支出及占比(单位：亿元) 

 

据康美 2017 年年报显示，货币资金绝大部分为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图 4 整理了康美的利息

收入和货币资金余额，可计算出货币资金收益率近三年约为 0.8%，远低于七天通知存款利率，因此可以

测算康美货币资金的真实性存疑。 
 

 
Figure 4. Interest income and monetary fund return rate of Kangmei phar-
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4. 康美药业利息收入及货币资金收益率(单位：亿元) 

 

同理，由表 8 可知康美的利息支出率高达 5%以上，利息支出远高于利息收入。且公司受限的货币资

金不足 1 亿元，外币存款更是不足 0.1 亿元。虽然公司的货币资金看上去不合理，但受限资金和外币资

金很少，造假很难。康美有机会使用其他货币资金来填补其他项目的空白，但其宁愿每年支付数亿利息。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康美应用货币资金归还银行借款或进行投资，而不应继续维持巨额的银行借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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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Financial status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8. 康美药业财务状况(单位：亿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货币资金 85 100 158 273 342 

利息收入 0.59 0.63 1.65 1.81 2.69 

平均存款收益率 0.81% 0.63% 1.28% 0.84% 0.88% 

利息支出 4.04 4.87 5.85 8.66 12.115 

平均利息支出率 6.55% 7.06% 5.37% 4.88% 5.38% 

财务费用 3.56 4.35 4.49 7.22 9.69 

负债 71 82 139 200 256 

总资产 223 279 381 548 687 

资产负债率 31.84% 29.39% 36.48% 36.52% 37.26% 

货币资金占总资产比重 38.12% 35.84% 41.47% 49.82% 49.78% 

 
此外，康美 2014~2018 年上半年应收账款累计增加 70.92 亿元，但是存货余额增加 154.78 亿元，也

构成现金流差的重要原因。 
其实，康美所在的中医药行业，甚至是整个医药行业经营现金流普遍不好。但即使主要医药公司的

净现比都小于 1，康美的净现比还是相对较低，仅 39%。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其净现比的关键——存货

和应收账款。 
最后分析康美的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并与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由上表可知，康美货币资

金占总资产的比重也令人怀疑。2017 年该比重一度接近 50%，显著偏离经验值。作为一个医药企业，康

美的资产大部分应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不应该是货币资金，说明康美可能公司经营战略存在问题，

或者存在财务舞弊情况。 
(二) 应收账款 
如表 9 所示，康美应收账款在营业收入、流动资产中均占比畸高。截至 2018 年上半年，康美应收账

款余额绝对值较高，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7%。通过账龄分析，一年内应收账款金额较多，因此应收账款的

质量相对较高。 
 

Table 9.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bad debt reserves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9. 康美药业应收账款与坏账准备状况 

项目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信用期内 37.20 0.37 1.00% 

信用期-1 年 18.27 0.91 5.00% 

1 年以内小计 55.47 1.29 2.32% 

1 至 2 年 2.68 0.80 30.00% 

2 至 3 年 0.11 0.05 50.00% 

3 年以上 1.06 0.85 80.00% 

合计 59.32 2.99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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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图 5 所示，康美药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优于整个行业周转率，是比较健康的，即使周转率在下

降，也属于正常现象。 
 

 
Figure 5. Accounts receivable managem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unit: 
Times) 
图 5. 医药行业应收账款管理状况(单位：次) 

 
(三) 存货 
1. 审查存货余额 
首先获取年末存货余额明细表，账账核对、账表核对。具体来说，复核单项存货金额的计算(单位成

本 * 数量)和明细表的加总计算，判断其是否准确。并将公司本年末存货余额与上年末余额进行比较，

分析变动原因。 
如图 6 所示康美存货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20%以上，远高于医药行业 12%左右的占比。 

 

 
Figure 6. Inventory and proportion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in 
2010~2018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6. 2010~2018 年康美药业存货及占比(单位：亿元) 

 
Table 10. Book value and structure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10. 康美药业存货账面价值与结构(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账面价值 2018 账面价值 变化率 2017 年占比 

原材料 2.42 4.47 −46% —— 

在产品 1.24 3.20 −61% —— 

库存商品 266.05 252.92 5% 81.5% 

自制半成品 0.01 0.01 0% —— 

周转材料 0.26 0.40 −35% —— 

消耗性生物资产 37.90 32.54 16% 11.6% 

开发成本 11.87 33.13 −64% 3.6% 

开发产品 22.41 25.77 −13% 6.9% 

合计 342.16 352.4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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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为康美药业存货账面价值与结构，进一步分析康美的存货明细(如图 7 所示)。开发产品和开发

成本是康美存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代表着康美的房地产业务，主要内容是康美(毫州)华佗国际中药城

项目和青海国际中药城项目等。如下图所示，开发产品和开发成本近年来大幅增加。而该科目容易造假，

真实性存疑。 
 

 
Figure 7. Inventory status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7. 康美医药存货状况(单位：亿元) 

 

经检查，公司出现大额存货的更重要主要原因是消耗性生物资产，即公司购买吉林林下参种种植基

地及所发生的相关种植费用，与子公司集安大地参业种植园林下参所发生的相关种植费用。 
而生物资产一直是企业造假常用的资产科目，难以审计，例如蓝田的牛、獐子岛的扇贝、辉山乳业

的奶牛。如图 8 所示，康美消耗性生物资产占存货比重一直较大，近年来维持在 10%左右。且年报中对

其描述非常少，很难了解人参的生长周期等，如此巨额且复杂的生物资产是否属实存在疑点。 
 

 
Figure 8. Consumptive biological assets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8. 康美药业消耗性生物资产状况(单位：亿元) 

 
然后进行分析性复核，进行简单比较和比率分析。由图 9、图 10 可知，康美近五年销售毛利率有一

定程度上升，从 26%增长至 30%。但其近五年存货周转率大幅下降，从 2.11 次下降至 0.54 次。而在实务

中，存货与毛利率一般呈负相关关系。 
其逻辑是体现为，存货的增加主要由于货不好卖，相应的存货周转率降低，销售遇到阻力，产品竞

争力下降，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为了挽救颓势一般会进行降价销售，毛利率相应

下降。因此康美出现了逻辑矛盾，呈现明显的造假特征。且存货的增长速度远超营收，对存货的确认更

加存疑。 
2. 存货监盘 
该步骤主要获取有关存货数量和状况的审计证据。但是康美消耗性生物资产在监盘上存在难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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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种植地位于吉林，地区偏远；二是人参种植于地下，数量和质量评估困难。对此需要用财务分析的方

法测算。 
 

 
Figure 9. Sales gross profit rate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in recent five years 
图 9. 康美药业近 5 年销售毛利率情况 

 

 
Figure 10. Inventory turnover rate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in recent five years 
图 10. 康美药业近 5 年存货周转率情况 

 
2014 年康美累计投入 9.12 亿元，收购 15 年以下林下参；2015 年公司计划投资 10 亿元收购参龄 12-15

年林下参约 350 万条，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林下参项目已累计投入近 19.42 亿元。而林下参存在高损耗

的特征，遇到虫害等自然灾害会出现掉苗现象，从定植到收获参根期间，死亡率高达 80%~95%，以最低

10 年的年限计，年均损耗率为 8%~9.5%，造假空间大。 
3. 存货计价测试 
该步骤目的是判断康美使用的存货成本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恰当计提了存货跌价损失。康美林下参

的成本由购买人参的费用和相关人员管理费用组成；林下参价格自 2015 年大幅下行，由 450 元/克下降

至接近 300 元/克。分析可知，存货成本难以下降，销售收入却大幅下跌，与逐年增高的毛利率相矛盾。 
(四) 营业收入 
康美的医药销售收入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如图 11 所示)，公司对管理层设有营业绩效考核指标，

且医药销售收入发生频繁，交易量大。 
进一步细分收入结构。首先，在中药板块内，中药饮片为自产自销模式，具有显著竞争力，且相比

于代销的中药材贸易净利率更高，近年来呈增长趋势。而西药板块的药品贸易与医疗器械均快速增长，

保健食品与物业租售的占比则较小(如图 12 所示)。因此，实质性分析的重点应聚焦在中西药业务上。 
首先将康美的医药销售收入与以前年度的医药销售收入进行对比，并分析异常变动的原因。康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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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医药销售收入逐年增长，如图 13 所示，值得关注的是，2015 年以后公司医药销售收入上升较快，

增长率由 2015 年的 11%到 2016 年的 19%和 2017 年的 26%，因此应该关注收入增长的原因。 
 

 
Figure 11. Proportion of pharmaceutical sales revenue of Kangmei Pharma-
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11. 康美药业医药销售收入占比情况(单位：亿元) 

 

 
Figure 12. Proportion of operating revenue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Co. 
图 12. 康美药业营业收入占比 

 

 
Figure 13. Sales revenue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13. 康美药业医药销售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然后计算康美重要产品的毛利率，与以前年度比较，检查其是否存在异常，各期之间是否存在重大

波动，并查明原因。如图 14 所示，康美近几年中药材贸易毛利率整体波动不大，基本维持在 24%~26%
之间。高于一般贸易业10%以内的毛利率，其中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8.03亿元，毛利率高达26%。 

值得注意的是，康美在 2018 年仅上半年便赚取了 12.35 亿的毛利润，几乎快赶上以前年度全年的水

平，其收入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存在虚构收入的嫌疑。这需要重点关注中药材贸易，明确中药材贸易

的上下游，查明康美是否在中药材贸易中存在虚增利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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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是康美的起家之本，其毛利率较高。如图 15 展示康美中药饮片收入情况，2014 年到 2017
年的毛利率分别是 34.48%、35.33%、35.37%、34%。 
 

 
Figure 14. Inco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e of Kangmei pharma-
ceutical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14. 康美药业中药材贸易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Figure 15. Inco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15. 康美药业中药饮片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最后将康美重要产品的毛利率与同行业企业进行对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异常。康美中药饮片

2015~2017 年毛利率达到 30%以上，远高于全国中药饮片加工行业的毛利率(7.1%)。也高于同行业其他两

家公司九州通(13.3%)和中国医药(19.6%)，且这两家公司中药饮片的毛利率均已是行业内较高水平。由于

康美饮片领域的产业链较长，公司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规模大雨同行业(达 30 万亩)，从种植基地、饮片加

工到最终销售全链条，因此本文认为其高毛利或许存在一定合理性，应重点关注康美中药饮片领域。 

5. 审计失败原因 

(一) 未对银行函证过程保持必要的控制 
对于没有执法权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获取证据的渠道有限，因而外部第三方的证据，尤其是函证

就显得极为重要。2019 年 4 月 29 日，正中珠江发布了《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下文简称《说明》)，并出具无保留意见。而据《说明》的列示，正中珠

江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年报审计中，就康美的银行存款等科目向银行进行了函证并收到了回函。这从

形式上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相关规定基本符合，但一个重要前提是银行等机构直接将函证交给了审计

师而不经过被审计单位。尽管正中珠江在《说明》中声称履行了基本审计程序，但是对于占货币资金大

头的母公司银行存款，事务所没有现场函证而是全部采取邮寄函证。尤其是 2017 年审计期间，审计师在

被审单位财务人员陪同下前往了重要账户的所在银行，取得全年流水记录并现场拍照留存，最终却依旧

采用邮寄函证。这就存在着函证经过被审单位的可能，容易导致回函和证据的伪造，属于审计程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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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错误。 
因此正中珠江在《说明》中认为，2017 年公司伪造了银行流水记录，存在使用不实单据和业务凭证

造成多计银行存款及收入，且银行函证回函是不实的。此外，从差错调整额来看，公司在伪造银行流水

时，其财务费用和利息收入也同步虚增，从而与虚构的银行存款对应，这已构成系统性财务造假的嫌疑。

理论上，公司多记收入，真实数据会在银行对账单、网银、询证函里与财务账不匹配，但事务所并没有

发现这一问题。根据 2017 年年报可知审计师只在重要银行账户的核查环节取得全年流水记录，但并没有

对账户网银进行函证。因此，无论是银行参与勾结合谋伪造(大多是中小银行)，还是企业冒用银行名义伪

造单据，事务所只要知情就是合谋，即使不知情也存在重大过失，甚至构成“推定欺诈”。 
除函证外，分析性程序也是发现被审单位财务造假的重要途径。一方面 300 多亿元的货币资金，占

总资产比例近 50%，额度和占比远超同业企业平均水平；另一面，却有 100 多亿元的短期借款未偿还。

康美这种存贷双高的现象本应引起事务所警惕，但正中珠江对于该高风险项目并不重视，仅执行常规函

证程序，导致其效果大打折扣。 
(二) 有形资产尤其是存货的监盘程序不合理 
通过康美的公告可知，涉及会计差错的科目还有存货和收入等，这意味着事务所要做的工作不止于

函证。根据审计准则要求，有形资产的监盘也是事务所必须执行的核心审计程序。监盘的核心是审计师

全程亲自参与，观察被审单位的存货盘点过程，获取可靠性强的证据。而康美的存货主要有人参等生物

性资产，包括野生和人工参，但后者的盘点难度大。通过审计报告可知，事务所聘请了专家，通过实地

考察协助存货监盘，而审计师仅将工作放在合同及付款记录的核查上，两者均没有进行抽样统计等实质

性内容(涉及选样及样本比例大小等问题)，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存疑。诚然，借助专家的知识可以部分解决

存货审计中的证据获取难题。但目前尚不清楚事务所聘请的专家的资历水平，且对专家最终的结果，审

计师没有就其得出过程与数据真实性进行职业判断。最终导致正中珠江在发现部分有形资产虚增问题并

发表保留审计意见的基础上，依旧未质疑存货等事项。仅将之与存货跌价准备列为大额的关键审计事项，

甚至在审计后认定该科目列报是准确、真实和完整的。 
传统观念里货币资金很难造假，虚增收入主要通过虚增应收账款来实现。但是康美通过存货的人为

少记，与货币资金和收入的多记，形成了完整的财务流转。而正是正中珠江在银行函证与存货监盘上的

忽视，导致康美将其引入整个发货收款的循环假象中，最终审计失败。 
 

Table 11. Comparis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ccounting firms 
表 11.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架构对照表 

事务所 下设专业委员会 涉及质控的部门 

立信 
战略发展和考核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专业标准管理委员会、信息

化管理委员会、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管理委员会、市

场拓展和品牌推广管理委员会 

风险控制管理部、 
技术标准部 

瑞华 战略委员会、市场委员会、技术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信息化建设委员

会、人力资源与薪酬委员会、财务与预算委员会、合伙行为监督委员会 
技术与标准部、 

质量监管部 

正中珠江 战略发展委员会、风险及质量控制委员会、财务预算委员会、薪酬考核委员

会、信息化管理委员会 —— 

 
(三)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独立性的缺失 
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审计是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确认、鉴证活动。自康美上市后，一直由正

中珠江提供审计服务，双方已有 19 年的合作历史。在此期间，康美支付的审计费用逐年上升，2005 年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1.113013


王博 等 
 

 

DOI: 10.12677/fin.2021.113013 120 金融 
 

时薪酬为 30 万元，到 2018 年已经上升至 500 万元，构成正中珠江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间，康美药业的财务情况多次陷入“造假”疑云，如存贷双高问题等。但正中珠江一直置之不理，审

计报告中均出具的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最终也没有发现公司 2017 年重大会计差错。这说明事务所没有保

持审计的超然独立性，其审计报告的可信度堪忧。 
通过与立信、瑞华等内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对比，也可以识别正中珠江在审计独立性的质控机制上

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如表 11 所示，正中珠江仅有 5 个下设的专业委员会，而立信和瑞华分别设有 7 个与

8 个，正中珠江相对来说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较低；此外立信还设置了风险控制管理部和技术标准部，将

审计独立性和质控向业务执行层贯宣。瑞华更是设置了合伙行为监督委员会，防范合伙人串通上市公司

舞弊的发生[8]。反观正中珠江，仅设置了风险及质量控制委员会，且没有具体执行责任部门，审计独立

性的控制机制单一，且严重依赖合伙人自觉的审核督察。一旦出现系统性审计独立性问题，难以有效解

决，以至于对康美审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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