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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

要平台。因此，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可以提高企业的

竞争力和创造力，增强整体经济的稳定性，从而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在市场经济不

断发展的今天，企业的财务列报与披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公司的发展状况。因此，做好相关的财务列
报与披露工作是企业的重中之重。为了实现长远的发展，企业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本文首先阐述了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实现路径和意义，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列报与披露的现状以及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财

务列报与披露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列报与披露的对策。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财务报表，公司治理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Presentation and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Based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Ling Zhang, Yan Zhang, Wei Wang, Hongshuo Wang, Wenting M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Jul. 16th, 2023; accepted: Sep. 7th, 2023; published: Sep. 14th, 2023 

 
 

 
Abstract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
opment,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sti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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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ng market vitality.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s cruci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creativity of enterprises,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overall economy, 
and thus provid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oday’s con-
stantly developing market economy,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of enterprises large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ompany. Therefore, doing a good job in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is a top priority for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development, enter-
prises need to make some changes.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implementa-
tion path and significan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fterwar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
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was analyzed, as well a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finally, measures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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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的时期，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位。在经济新

方位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虽然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出的，但是也包含微观层面的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企业高质量发

展来实现的。在宏观经济持续发展的当下，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不断地蓬勃发展。企业的经济活动

与财务报表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为了创造财富，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为了取得各项资产，

企业进行筹资活动；为了满足投资的资金需求，企业进行投资活动。企业的经营活动、筹资活动与投资

活动构成了财务报表的主要内容。因此，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重要的作用。做好财务列报与

披露工作对企业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一，对投资者而言，财务指标是评价公司财务状况的重要工具，

它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公司财务稳定性等方面的情况，从而决定是否选择该公司进行投资，为投资者提

供参考，避免盲目投资；其二，对管理者而言，公司内部管理者可以根据财务披露的信息进行有关调整

和改进，促进公司的内部决策；其三，对企业自身而言，通过与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进行比较，可以帮

助自身找出优劣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企业的财务列报与披露对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企业列报与披露的财

务信息可以帮助管理层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使其做出更合理的经营管理决

策，减少决策中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企业一个合规的企业财务报告体系可以为税务、银行、审计

等机构提供便利。这些机构对企业的监管与检查更加有序、高效，也会促进企业的规范经营、效益最

大化。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总结了企业在财务列报与披露过程中存在的内容可靠性不够和关

联性不强、披露未做重分类处理和缺乏主观能动性等问题；分析了影响企业财务列报与披露的内外部因

素，包括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披露制度不完善、市场监管不严以及处罚力度不足等；提出了激发企业

主观能动性、稳步推进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加强不同方面的监管力度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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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意义 

(一)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将会进入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行各业，成为发展的主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在这一背景下，企业需要看清长期的趋势，遵循经济的规律，主动适应、把握经济的发展。高质量

发展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一方面，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产业在技术水平、生态效应、能源资源消耗强

度、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应该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时，才能

起到引领发展的作用[1]。之后，高质量发展将会进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行各业，成为发展的主基调。

企业要增强发展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还要求其为社

会做出一定的贡献。企业可以将价值共享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除了要维护股东利益和相关者利

益之外，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创造社会效益，从而体现企业的价值创造；第二，高质量发展要求

企业具备竞争力。竞争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外在特征，仅仅有良好的财务绩效并不意味着企业具有良

好的竞争力。只有在市场中持续取得优势，才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而强大的竞争力需要在产品市

场中占据有利地位。产品的竞争力是由技术决定的，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技术迭代更新日益加快。因

此，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产品的持续创新；第三，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具有重要影响力。全球的市

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企业不能继续走依靠初级生产要素的老路，而是要向价值链上游迈进，获得

超额收益及高附加值。在国际形势暗潮涌动的背景下，企业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应对全球变化的抗风险

能力。 
(二)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高质量发展[2]。一方面，对企业自身来说，企

业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其长远发展。企业能够减少经营风险，提高自身竞争力，提高企业经营的效

率。另一方面，对整体经济来说，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市场的经济活力。企业正常的生产和销

售等，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离开了企业，经济活动就会中断或者停止。可以看出，实现企业的高

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路径。 
企业的财务列报与披露对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企业高质量发展应该是稳定的渐

进性发展，这就要求企业以财务可持续性作为基本要求，而会计信息质量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部分，

财务状况也是表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显示器[3]。一方面，企业列报与披露的财务信息可以帮助管理层

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使其做出更合理的经营管理决策，减少决策中风险的发

生。另一方面，企业一个合规的企业财务报告体系可以为税务、银行、审计等机构提供便利。这些机构

对企业的监管与检查更加有序、高效，也会促进企业的规范经营、效益最大化。 
(三) 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以创新、人才、市场、绿色等多种手段，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政府层面，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投资既可以直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可以通过

影响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间接促进高质量发展[4]；在市场层面，加强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推动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在企业层面，推动企业向质量和效益导向转型。高质量发展企

业所具备的社会价值驱动、资源能力突出、产品服务一流、透明开放运营、管理机制有效、综合绩效卓

越和社会声誉良好等核心特质，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5]；在社会层面，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环境保

护和资源节约，培育绿色产业。 

3.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列报与披露的现状 

(一) 企业财务列报与披露的内容可靠性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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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是众多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资料，其真实可靠性对使用者来说意义重大。

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却缺乏真实性，不仅使投资者承受损

失，还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会计准则对于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留有一定的空

间。对于同样的业务，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时，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对利润也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会计政策涉及到许多方面，包括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无形

资产研发费用的确认等。在固定资产中，企业可以选择折旧年限，也可以一次性计入费用。而折旧年限

的不同，会导致每期所产生的管理费用也有所不同。当折旧年限较长时，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费用的产

生。当管理费用越多，企业的支出便越多，利润便会少。在存货中，企业在计算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时，

也会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计价方法。在通货膨胀时，企业采用先进先出法。这时，发出存货的成本低，

库存存货的价值高，就会使得企业的利润较高。在无形资产研发费用的确认中，企业在无形资产的开发

阶段，通过调整开发阶段的研发费用，可以对费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将大部分支出都确认为是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便会增加企业的资产，减少企业费用化的支出。另一方面，财务列报与披露的信息也有

可能造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企业为了塑造良好的外在形象或股票的稳定等，可能会有隐瞒真实信息

的一些操作。比如，企业可能会通过连续性的非经常费用来隐匿一些不利的信息。一笔非经常性的费用

就可能会隐藏了很多信息，如果非经常性费用经常发生，公司也许在利用它隐藏本应该每年产生的成本

等。 
(二) 企业财务列报与披露的内容关联性不强 
在公司财务列报与披露的过程中，企业会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倾向于隐瞒一些对企业不利的

信息。比如，在企业的关联性交易中，信息披露往往不够充分，难以获取一些交易对象、交易金额等具

体的信息。企业与关联方的交易可能会涉及到利益输送、粉饰报表等问题，所以关联方交易应是重点披

露的内容。然而企业却并未按照规定进行相关的披露，在关联方的交易对象以及交易的公允性上缺少信

息，存在着不具有商业实质、异常的交易现象。在一些企业披露的信息中，含糊地带过一些偿债能力方

面的具体信息。偿债能力等信息对债权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企业不进行具体的披露，可能会使投资者

对其信任程度下降以及企业声誉下降。企业对管理层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或有事项的披露也缺乏关

联性。模糊的披露会影响报表使用者获取有关信息。这些都对投资者等使用报表信息产生了极大的不便

利，甚至还会误导投资者的行为。 
(三) 披露未做重分类处理 
企业应该按照重分类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但一些企业却未进行相关的重分类处理，比如，如果财

务报表中列报大额的“合同负债”，而其他流动负债中却无任何发生额，可能就是其包含的增值税未单

列至“其他流动负债”中；如果在销售费用中列报了运输费用，要考虑是否按照新收入准则对运输费用

进行了合理列报；如果应交税费中存在负数余额，应考虑是否存在应重分类而未重分类的税费。 
此外，企业的往来款项是财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较为关键的核算科目，往往蕴含着财务风险。

因此，企业的财务人员在面对往来款项众多的科目和交易时，要实施一定的内部检查。为了让报表数据

可以更加实用，编制报表的时候要求进行重分类，不允许同一个客户或者供应商在相反的科目下重复挂

账。然而在企业的实际管理中，企业往往都是按照合同来确定计入什么科目的。资产负债表对数据的基

本要求是不可以有负数。但是由于会计核算的灵活性，往来科目如应收账款等会有负数出现。当企业的

客户先回款时，企业可能直接记在了应收账款的贷方。月末可能会体现在应收账款的借方。这些特殊的

情况影响了报表的数据，会形成负数，导致财务报表异常。如果企业没有对这些往来款项进行重分类处

理，在后期核算时可能会出现问题，审计人员在审计时可能也无法有清楚的认知。为了最终呈现的财务

报表能够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企业应在月末及期末进行重分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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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披露缺乏主观能动性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缺乏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晚，表现出不成熟的特征。部

分企业将财务列报与披露当做一种负担，认为其可能会泄露公司的重要信息，不愿意将公司的内部信息

披露给外部投资者。尽管近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强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社会媒体也进行一定的监督，但

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一些情况下所进行的信息披露也只是为了

应付监管部门，被动地去进行信息披露。同时，如果企业不主动及时地披露相关的信息，也是不利于自

身发展的。例如当企业收购的次数过多时，会让财务风险增加。因为复杂的账面变动会让原公司和新公

司的经营状况难以区分，无法分辨是公司本身的业务增长，还是通过收购合并造成的一次性增加。而且，

多次收购积累的商誉也会让公司面临未来资产减值的风险。这时，如果企业不主动及时地了解、披露相

关的信息，就会对下一步的决策产生影响。 

4. 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列报与披露的主要因素 

(一) 内部因素 
1. 股权结构 
由于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导致了经营者与所有者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财务列报与披露会反映

企业的经营状况，作为所有者对管理者管理状况的判断依据。两权分离产生了经营者和所有者的信息不

对称。信息的不对称性会造成监督不到位的情况：经营者拥有了企业经营最大的决策权，同时也拥有了

大量所有者难以验证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营者在做出一些决策时，所有者是无法很好地监

督和观察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也会让企业面临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当股权结构是绝对控股型时，风险

是较大的。股东之间无法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一人决策会出现独断的局面。而当股权结构分散时，就

不容易统一思想，会使决策效率低下。独立董事也可能是由大股东选出，无法真正地行使监督的权利。

当独立董事出现与其他董事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行为上无法产生作用时，便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 公司治理 
在内部控制方面，上市公司内控体系仍需完善。一方面，一些企业因为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制度

落实松散等原因，在日常财务工作中不重视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导致财务报表信息和企业实际的

发展之间存在差异。部门机构设置复杂，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出现重叠交叉，职责划分不清晰，难以协调，

也会造成上市公司财务披露失真[4]。即使企业提供了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但是却因为数据不真实、不

准确，导致其难以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实际指导价值大打折扣。另一方面，

一些企业虽然将财务报表信息披露放在了重要位置，但是却忽视了对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的本质把握，缺

少相应的内部控制部门或者审计部门对会计信息的监督。内部监督机构存在着监督不力、审计不严的情

况，导致会计信息舞弊、财务报表信息失真情况一直未被发现。 
(二) 外部因素 
1. 披露制度不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信息披露规范性比较差，主要表现在：未及时披露重大合同事项、未及时

披露理财事项、未在规定时间内公布盈亏情况等。我国证券公司交易所规定了上市公司中报和年报的公

示时间合计为六个月。而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公示的问题上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财

务报表想什么时候披露就什么时候披露[5]。中报拖到下半年才公示，年报则拖到下一个会计年度中期才

公示。在业绩不好的情况下，财务报表的公示情况会更为糟糕。为了减少对股价的影响，上市公司拖的

时间便会更久。实际上，及时地披露财务报表信息不管是对上市公司本身，还是对投资者来说，意义都

是十分重要的，这也关系到多方的决策。上市公司财务信息一般通过杂志、期刊、电视等手段来进行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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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但这种披露手段的范围太过于有限，不能让所有的投资者了解到披露的具体内容[6]。再加上提供的

财务信息形式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投资者的运用。 
2. 市场监管不严 
无论是证监会还是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监管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尽管证券交易所加强了对

上市公司的监管，但考虑到整个证券市场的不断变化，其监管仍存在漏洞。对于一些信息披露造假的上

市公司，证监会从立案到进行有关行政处罚，也需要大量的时间调查取证。我国的监管制度还处于事后

处理的阶段，只有在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处理[7]。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证监会是事

后进行监督管理，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上市公司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

对这些业务进行有效及时地监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会计师事务所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然而，在利益驱动下，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会与上市公司相互勾

结，而丧失其独立性。一些企业长时间地与某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合作，这时是不利于进行独立审计

的。在这期间，可能会一直由同一位注册会计师进行相关业务的审计、鉴证工作，那么，就无法保证其

公正独立。而且，从目前来看，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的鉴证意见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这也会增加注册会计师的风险。 
3. 处罚力度不足 
处罚力度不足也是上市公司披露信息造假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相对于处罚金额而言，进行信息造

假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让管理层产生了违法念头。在行政处罚金额方面，证监会对有违法行为的上市公司

的处罚金额远远小于造假所带来的收益。同时，违规信息披露行为对上市公司通常也只有行政处罚，在

刑事处罚上还不够严格，这也助长了一些公司进行造假的野心。对参与内幕交易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事务所等也缺乏严厉的处罚，这些人包庇上市公司进行有关造假，却没有足以震慑他们的处罚力度。 

5. 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列报与披露的对策 

(一) 激发企业财务列报与披露的主观能动性 
上市公司应主动、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对股东、对投资者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都应充分地进

行列报与披露。在进行会计管理时，也可以根据出现的不同情况提出合理的建议，使其更加适应企业日

常的经济活动。企业在制作财务报表时要根据真实性原则、谨慎性原则等确保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

便于管理层和投资者等不同报表使用主体审阅。对于不同的报表使用者，着重披露的信息要有所不同。

对于企业所有者来说，其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要重点突出企业整体战略的实施、企业的成长

性等；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其目标是获得投资收益，因此，要强调企业的分红方式、股价信息变动等；

对于债权人来说，其更加关注能否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因此，应更多地披露企业短期支付能力以及资

本结构等方面的信息。企业应在披露方式上实现主动披露与互动披露的结合。随着技术的发展，交互性

信息披露方式不仅能实现信息按需披露，还能节省披露成本，是未来信息披露的主要途径[8]。 
与此同时，企业应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披露评价体系，制定相关的量化指标。企业在事前进行相关的

考核，效果要好于事后进行处罚。上市公司存在着盈余管理的动机，在进行信息披露时会倾向于隐瞒不

利的消息，公布有利的消息。因此，为了保持信息披露的对称性，应适度地增加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

运作模式、业务操作情况等。通过各类财务指标，可以使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公司的财务信息。对于复杂

的交易事项，其所涉及到的处理方法、内容等更加清晰完整，从而提高信息的可靠性。 
(二) 稳步推进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首先，当企业面临的压力过大时，例如竞争对手的威胁、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下行的经济环境等，

可能会无法保证设定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战略目标时，应从实际出发，适度地考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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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因素的变化。除此之外，从年度目标到具体的季度目标等，还要设定后续的衡量标准来控制其实现状

态。其次，公司战略的实施是自上而下的，从公司层面，到业务部门，再到工作的团队。在具体业务层

面，部分的防范措施可能不到位。企业应在关键风险点建立严格的控制程序，将其全面运用到企业的采

购活动、生产活动、销售活动中去。从风险的防范，到风险的识别以及风险的应对入手，为管理层的内

部控制提供一定的方向。再次，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应发挥企业内部审计的作用。董事会作

为内部审计部门的主要管理人，应对其进行一定的管理指导。通过提高企业审计部门中独立审计人员的

占比，减少干扰因素的影响。通过员工培训提高相关审计人员的工作素质，从而更好地为企业的生产经

营服务。最后，企业应建立起一套公允、合法的会计管理体系，在会计准则的规定内进行相应的调整。

会计准则将估计放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使估计相对可靠。它的作用是可以让不同的人对相同的经济业

务做出类似的判断。因此，企业在进行会计估计时，要将其限定在可容忍、可认可的范围内。企业在对

外进行信息披露时，应详细具体地列示所有对利润有影响的项目，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推脱责任。其中，

对收入的确认要严格按照收入确认原则来进行，避免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三) 逐步加强不同方面的监管力度 
制定市场机制下的具体监管制度是重中之重。相对完整的制度可以让企业更好地进行经济活动，让

国家对企业进行更好的监督和管理，让整个社会不断健康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有一定

的差别，我国可以在借鉴他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现实国情，从实际出发来完善相关制度。我国可以加

强上市公司的强制披露制度，以便于投资者、外部第三方等共同监督企业的运营。与此同时，企业在进

行信息披露时会更多地考虑公司的利益，所以，我国还要完善相关法律，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社会中介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起到监管的作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人员等作为第三方检

察机构，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相关工作，约束企业的行为，监督企业的规范运行。在审计时，要根据企

业出现的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如果公司延长或缩短客户付款时间，需要特别关注是否有

合理的解释说明；查看坏账准备是否与应收账款的增加速度相匹配。如果坏账准备对应的应收账款的比

例变少了，说明企业可能过度乐观；企业喜欢增加销售收入来显示自己的成长性，但如果销售的增长只

是来自于囤货的增加，那就应该小心警惕。这种情况反映在应收账款的增长大于销售收入的增长，企业

只是在账面上把货物销售出去，而实际并没有收到货款。在对一个企业进行分析时，不可以只看报表上

的数字，还应该结合该企业的实际业务做出更好的判断。重点关注报表中大额的非经营性的收入以及非

持续性的经营性收入等这些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年末进行审计时，要考虑到企业此时有着增加收入

的动机，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企业在年末时进行大量的销售，考虑其是否会通过给经销商压货来

提前增加自身的收入等。 

6. 结论 

总而言之，高质量发展对国家层面、对企业层面都提出了不同方面的要求。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的

政策来激发企业的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因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载体，经济环境越复杂，越要激发市

场的活力。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财税金融支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等措施，来促进企

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财务列报与披露是联系投资者、企业和管理层的重要纽带，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当前，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企业需要解决财务列报与披露的

问题，方能更好地适应环境。随着我国探索的逐步深入，如今的财务列报与披露已从财务状况质量转变

到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框架的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企业在进行财务的列报与披露时，要考虑以

下几方面：企业战略的选择以及战略实施的效果、企业经营性资产的管理与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效益与

质量、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质量、企业的价值评估、企业的风险和企业的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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