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 卷第 1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4 No.1 
2018 年 1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Jan. 2018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 01. 013 

 

审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相关关系研究 

——基于独立审计微观项目层面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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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2013—2015 年非金融类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 DEA 模型，检验了独立审计微观项目层面审计生产

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相关关系及其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审计师的项目审计生产效率越高，上市公司

盈余质量越高。在影响审计生产效率的两条作用路径中，审计纯技术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

而审计规模生产效率暂时还不具有提升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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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促使事务所日益重视审计生

产效率的提高，事务所试图通过提高审计生产效率、

降低审计成本来维持自身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有意义

的审计生产效率提升的前提是保证一定的审计质   

量[1−2]。审计行业作为一类特殊的中介服务行业，其特

殊性表现在，审计行业提供的相关服务必须能够合理

保证资本市场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它直接关系到资

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但是，审计生产效率关

注的是成本效益问题，事务所为达到目标约定的产出

会选择投入有限的审计资源以节约审计成本；审计质

量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真实可靠，这往往需要投入更多

的审计资源[3−4]。这一悖论提出了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

问题：审计师为达到目标审计生产效率会不会损害审

计质量，进而损害上市公司会计盈余质量呢？ 

如何解释审计生产效率的科学内涵，这是首先要

明确的问题。根据 Robbins 的观点，效率是指资源的

投入产出比。在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况下，界定最优生

产效率点的常用分析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该方法通过运用线性规划方法界定在多投入

多产出情况下的相对最优生产效率点。现有文献中也

有很多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来计算事务所层

面的相对审计生产效率[5−8]。此外，Lee[9]借鉴 Banker[10]

对可变规模报酬下 DEA 模型的研究，将审计生产效

率进一步分解为审计纯技术生产效率和规模生产效

率。其中，审计纯技术生产效率集中量化了事务所运

用审计技术和方法提供审计服务的效率，规模生产效

率则重点测度了事务所通过调整其规模和人员配置提

供审计服务的效率。这种分类方法为我们研究微观层

面审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及内在作用机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然而，目前有关审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质

量关系的研究较少，并且尚没有文献从纯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两方面来研究审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

质量的关系。刘明辉等[8]将以可操控应计利润衡量的

审计质量作为自变量、事务所层面的审计生产效率作

为因变量后发现，审计生产效率会随审计质量的提升

而降低。这是因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提高审计质量

的重要途径就是加大审计投入，因此审计生产效率可

能会降低。曹强[7]研究发现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可以提高审计生产效率。本人认为事务所可以将出具

的非标审计意见当作应对高风险审计客户的自我保护

措施，面对高风险审计项目时，事务所直接出具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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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意见而不是继续加大审计投入以规避审计风险，

从而提高审计生产效率。另外，Gong 等[11]用中国事

务所的审计投入数据研究发现，事务所合并后可以大

幅减少审计投入小时数，在提高审计效率的同时，以

上市公司可操控应计利润衡量的审计质量也有小幅提

升，这说明了审计生产效率和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也可

能出现同方向的变化。 

本文借鉴监管部门通过规模及资质限制对会计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进行管理的思路，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将从会计师事务所单一审计项目角度

衡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定义为审计生产效率，并进一

步从纯技术生产效率和规模生产效率两个方面探讨其

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相关关系。这一研究将有助于

揭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审计资源使用效率影响上市公

司盈余质量的作用路径，从而为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提

高独立审计效率提供内部管理建议，为监管机构强化

对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战略实施情况的监督提

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审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关系 

一方面，在一定产出水平下因减少审计投入而提

高的审计生产效率可能损害会计盈余质量。Caramanis 

和 Lennox[3]以希腊 1994—2002 年间 9 738 个审计项目

为研究对象，发现审计时间投入越少的上市公司越有

可能迎合管理层的盈余预期，并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

这一结果说明了，审计投入少虽然意味着审计生产效

率的提高，但可能导致大量关键且必要的审计程序没

有得到有效执行，审计师在执行审计项目的过程中不

能有效约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导致会计信

息盈余质量下降。 

但另一方面，审计生产效率提高也可能会带动盈

余质量的提升。首先，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事务所

的主要投入是审计师这一人力资本，高效率的审计师

通常对所审客户的行业背景、生产经营特点、内部控

制系统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更有能力鉴别上市公

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提高报表盈余质量。其次，

从事务所规模经济的角度看，Banker 等[12]的研究表

明，事务所通过调整内部最优规模可以降低成本，提

高劳动的生产效率。高效率的事务所能够享受规模经

济带来的低成本，并逐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扩大市

场规模，获得更多客户“准租金”，而审计师任期准租

金可以作为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抵押品[13]。即事务所

向最优规模转化可以在审计资源投入一定的情况下，

减少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升被审客户的会

计信息盈余质量。最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审计

师的社会资本是指以审计师个体为中心，及其在社会

网络中的地位、资源、信任及声望在内的总和。王熹

等[14]认为信任是决定网络组织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将这一观点延伸到由审计师和客户组成的社会网

络关系中，可以得到，审计生产效率的高低一定程度

上是事务所与客户相互信任程度的体现，而信任又源

于良好的声誉[1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效率的审

计师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的声誉，审

计师将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从而抑制上市公司盈余操

控行为。以上三点理由均可能导致审计生产效率对上

市公司盈余质量产生积极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一组对立假设： 

H1a：会计师事务所的项目审计生产效率与上市

公司盈余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H1b：会计师事务所的项目审计生产效率与上市

公司盈余质量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二) 审计纯技术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

的关系 

项目审计生产效率是从项目整体上评价事务所将

多种资源转化为审计服务的能力，它可以被细分为纯

技术生产效率和规模生产效率两部分，这两者对上市

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从纯技术生产效

率角度看，每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经过历史发展，都传

承着自身独有的审计文化和理念，为提高审计效率并

降低审计风险，它们会偏好服务特定行业的客户，并

针对这些行业形成专门的审计技术。Gramling 等[16]

指出，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通常具有专门的审计技

能、经验和因知识规模而产生的专精知识。行业专长

可以代表更好的审计证据搜集能力和搜集效率，降低

审计报告时滞，提高审计生产效率等[17]。同时，事务

所通过人员的选拔和专业化培训，采用先进的工作方

法，提高审计计划管理和质量控制水平也可以逐步提

高审计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由

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的纯技术生产效率与

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 审计规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

关系 

从事务所规模生产效率的角度看，尽管事务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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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向最优生产规模转移，共享知识与技术，并享

有规模经济带来低成本的好处，进而提高上市公司盈

余质量。但如果事务所内部在调整规模和人员配置时

的效率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的状态，体现为内部管理结

构更加臃肿，业务循环更长，官僚主义问题更加严重，

那么此时的规模生产效率并不能转化为事务所的内在

优势[18]。特别是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很多事务所合并

是在监管部门的强制推动下进行的，并不是自发的市

场行为。事务所合并改善了市场结构，但内部交易成

本诸如内部资源整合方式、人才管理制度、人员配置

和结构安排等问题的存在可能会使事务所的规模生产

效率不能发挥其有效性，从而无法提高被审单位的会

计信息盈余质量。因此，规模生产效率对上市公司盈

余质量也可能有两方面影响：当事务所向最优规模转

化，实现规模经济，并获得竞争优势时，规模生产效

率的增加会提高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盈余质量；当事

务所内部交易成本增加过多时，规模生产效率对上市

公司盈余质量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由于不明确会出现

上述哪种情况，本文再次提出如下一组对立假设： 

H3a：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

盈余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H3b：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

盈余质量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三、样本选取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3—2015 年①所有 A 股主板上市公司

作为样本，所有涉及上市公司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

据库，涉及证券资格事务所审计生产效率的部分数据

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本文同时剔除了以

下样本：(1)金融、保险业的公司；(2)各模型所需数据

不全的样本；(3)当年度被 ST 处理的公司；(4)在计算

盈余管理指标操控性应计利润时，还剔除了分年分行

业中公司数小于 10 的样本以降低模型估计误差。最终

获得 3570 个公司样本观察值。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

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水平上的winsorize

处理；为了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对所

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都在公司层面上进行了 Cluster

处理。本文所有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由 Deap2.1、

Excel2010 以及 stata12.0 完成。 

(二) 变量设计 

1. 盈余质量 

现有文献多采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表示盈余质

量。根据黄梅和夏新平[19]的研究成果，采用修正后的

截面琼斯模型计算操纵性的应 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

的替代衡量指标，具体见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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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Ai,t表示公司 i 第 t 年的总应计额，它等于

公司 i 第 t 年的净利润(NIi,t)减去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

量(CFOi,t)；At−1 表示公司 i 第 t−1 年末的资产总额；

∆REV 表示公司 i 第 t 年的营业收入减去第 t−1 年的营

业收入；∆REC 表示公司 i 第 t 年末的应收账款减去第

t−1 年末的应收账款；PPEi,t表示公司 i 第 t 年的固定

资产净额；εi,t为残差项。 

对上述模型分行业分年度进行回归，得到的残差

项(εi,t)即为操控性应计利润，记为 DA。参照 Becker

等的研究 [20]选择 DA 的绝对值(DA_ABS)和正向的

DA(DA_POS)作为盈余质量的指标。 

2. 审计生产效率 

(1) 连续变量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相对审计生

产效率进行评价。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运用线

性规划方法，选择合适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求解以

下线性规划方程，以解决多投入多产出效率评价问题

的一种相对绩效评价方法。需要注意的是，运用 DEA

计算出来的项目审计生产效率是较最优生产效率而言

的相对效率，并非审计生产效率的绝对值，这种相对

性可以直接观测各个审计项目生产效率的差异。 

目标函数：min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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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 代表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值，其值小于或等

于 1；λ 代表决策单元的权重；用 Xi,j表示第 j 单元的

第 i 项投入量，Yr,j表示第 j 单元的第 r 项产出量；m、

s、n 分别代表投入变量个数、产出变量个数和决策单

元个数。 

在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方面，Banker 等[6]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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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审计市场时曾选取 1995—1999 年注册会计师人

数、合伙人数量以及其他从业人员人数作为投入变量，

并选取审计业务收入、咨询业务收入和税收筹划业务

收入作为产出变量。刘明辉等[8]选取 2006—2010 年注

册会计师人数、其他从业人员人数作为投入变量，选

择事务所总收入作为产出变量，用以衡量事务所整体

的运营效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借鉴

Banker 和刘明辉等人的经验，选取注册会计师人数和

其他从业人员人数作为投入变量，选择审计业务收入

作为产出变量。由于是站在事务所审计项目层面来研

究审计生产效率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所以将

审计投入变量按照每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客户规模

进行分配②，以此估计事务所“能够”用来投入到每家

客户的审计资源。每个项目审计生产效率的投入变量

为事务所可供分配到每个审计项目上的 CPA 人数(X1h)

和可供分配到每个审计项目上的其他从业人员人数

(X2h)，产出变量为每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Y1h)，具

体衡量方法如下所示： 
 

 
 

    (2) 分组变量 

通过对项目审计生产效率连续变量(Eff1)的分析

发现，由上述方法计算出来的项目审计生产效率值整

体分布区间比较集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仅

为 0.279。所以出于稳健性考虑，将审计生产效率连续

变量 Eff1 的值四等分后，从小到大依次赋值 1、2、3、

4，得到审计生产效率的分组变量 Eff2，以此作为项目

审计生产效率的另一个衡量变量。 

3. 审计生产效率的两个分解变量 

在 DEA 模型下，可以将审计生产效率深入分解

成审计纯技术生产效率和审计规模生产效率。利用

DEAP2.1 软件中的 BCC 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指标计算

得出各审计项目的生产总效率 Eff1 及其分解后的纯技

术效率(Vrste)和规模效率(Scale)，并将其作为衡量项

目审计生产效率、审计纯技术生产效率和审计规模生

产效率的连续变量。 

(三) 模型设定 

对于假设 1，借鉴 Francis 和 Yu[21]等人的研究，

拟使用模型(2)来检验审计生产效率对上市公司盈余

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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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假设 2 和假设 3，本文将模型(2)中的解释变

量 Eff 替换成它的两个影响因素变量——审计纯技术

生产效率(Vrste)和审计规模生产效率(Scale)，构建的

具体模型如模型(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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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述两个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DA 是盈余质量的

代理变量，包含 DA_ABS 和 DA_POS 两个指标；模型

(2)中 Eff 解释变量代表审计生产效率，包含 Eff1 和

Eff2 两种度量方式。另外，模型(3)中的 Vrste 和 Scale

分别代表构成审计生产效率的纯技术生产效率和规模

生产效率。参照 Francis 和 Yu[21]等人的研究，本文选

择了如下控制变量，具体含义如表 1 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项目审

计生产效率连续变量(Eff1)的均值为 0.045，说明审计

生产效率的平均值仅相当于行业最优水平的 4.5%，整

体行业审计生产效率有待提高。审计生产效率连续变

量(Eff1)中位数为 0.027，代表有一半左右的上市公司

审计生产效率在 0.027 以下，且其最高值为 0.281，说

明审计生产效率的分布不太均匀，直接使用审计生产

效率(Eff1)的原始值可能对主回归结果造成偏差。两个

分解变量纯技术生产效率 (Vrste)和规模生产效率

(Scale)的均值分别为 0.117 和 0.333，前者高于总体审

计生产效率值(Eff1)均值，而后者处于最优规模的 1/3

水平上，这说明 “规模不经济性”拉低了整体的项目

审计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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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名称、符号及含义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含义 

被解释变量 
盈余质量 1 DA_ABS 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盈余质量 2 DA_POS 当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为正的值 

解释变量 

审计生产效率连续变量 Eff1 
运用 DEA 分析方法在可变规模收益(BBC 模型)下计算得到审计项目

层面的总效率值 

审计生产效率分组变量 Eff2 将 Eff1 的值四等分后，从小到大依次取 1，2，3，4 

审计纯技术生产效率 Vrste 
运用 DEA 分析方法在可变规模收益(BBC 模型)下计算得到审计项目

层面的纯技术效率值 

审计规模生产效率 Scale 
运用 DEA 分析方法在可变规模收益(BBC 模型)下计算得到审计项目

层面的规模效率值 

控制变量 

上市公司规模 Size 被审上市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 

是否为“四大” Big4 
如果上市公司当年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审计意见 Opinion 如果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是否净利润亏损 Loss 如果上市公司当年的净利润为负取值为 1，否则为 0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与资产期初期末平均数的比值 

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 ICO 
如果上市公司当年内部控制的审计意见为非无保留意见取值为 1，否

则为 0 

账面市值比 BM 上市公司期末账面股东权益除以市值的比率 

上市年限 Age 公司已上市的年限 

独立董事比例 Inder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CFO 当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与期初资产的比值 

审计收费 Infee 上市公司当年审计费用数值的自然对数 

行业的固定效应 Industry 行业控制变量 

年份的固定效应 Year 年份控制变量 

事务所层面的固定效应 Firm 事务所层面控制变量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DA_ABS 3570 0.078 0.071 0.060 0.001 0.391

DA_POS 2691 0.085 0.073 0.067 0.001 0.391

Eff1 3570 0.045 0.052 0.027 0.002 0.281

vrste 3570 0.117 0.089 0.094 0.015 0.500

scale 3570 0.333 0.200 0.274 0.107 0.982

Eff2 3570 2.470 1.129 2.000 1.000 4.000

 

(二)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为了检验假设 1，表 3 第(1)~(4)列报告了

项目审计生产效率影响盈余质量的实证结果。如表 3

所示，项目审计生产效率连续变量(Eff1)和分组变量

(Eff2)分别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两个指标

(DA_ABS)和(DA_POS)在不同程度上显著负相关，表

明盈余质量随着项目审计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提高。以

上结果支持假设 H1a。 

然后，对于假设 2 和假设 3，表 3 第(5)~(6)列检

验了纯技术生产效率和规模生产效率对盈余质量的影

响。如第(5)~(6)列所示，纯技术生产效率分别与可操

控性应计绝对值(DA_ABS)和向上盈余管理可操控性

应计绝对值(DA_POS)均在 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

规模生产效率与上述两个盈余管理的指标正相关，但

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审计生产效率因审计师相

关审计技术和方法提高而提升时，上市公司会计盈余

质量更高；而事务所目前的规模水平所体现的规模生

产效率并没有在改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方面发挥效

用。以上结果支持假设 2 和假设 H3b。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做了如下稳健性  

检验： 

首先，考虑当年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样本公司的

影响。借鉴陈信元和夏立军[22]的做法，在研究样本中

剔除当年获得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其次，将样

本规模从主板上市公司扩大至所有上市公司中符合条

件的样本。再次，采用基本 Jones 模型、无形资产 Jones

模型和绩效调整法这三种方法重新计算可操控性应计

利润。最后，重新在签字会计师层面计算了审计生产

效率的两个代理变量(连续变量和分组变量)。以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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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审计生产效率及其分解变量和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A_ABS DA_POS DA_ABS DA_POS DA_ABS DA_POS 

Intercept −0.961*** −1.493*** −0.932*** −1.449*** −1.031*** −1.587*** 

 (−3.59) (−7.07) (−3.97) (−6.92) (−3.61) (−6.93) 

Eff1 −0.134** −0.117*     

 (−1.98) (−1.90)     

Eff2   −0.00511* −0.00819***   

   (−1.77) (−2.94)   

Vrste     −0.0887** −0.0890** 

     (−2.12) (−2.37) 

Scale     0.00742 0.0112 

     (0.40) (0.62)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由于篇幅原因，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暂未列示 

 

有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支持本文的结论。 

 

五、结论与贡献 

 

本文研究发现，审计师的项目审计生产效率越高，

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越高。分解影响项目审计生产效

率的两条作用路径后发现，因审计技术和方法改而提

高审计生产效率时，其审计项目对应的上市公司拥有

更高的盈余质量；而审计规模生产效率与上市公司盈

余质量相关关系不明显，暂时还不能发挥规模生产效

率对抑制上市公司操纵盈余行为的有效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审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和监

管机构具有以下实践意义。第一，对审计师而言，应

继续强调创新和改善审计技术和方法在提高项目审计

生产效率、提高盈余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二，对

事务所内部管理而言，应注意各种审计资源的配置，

着重降低内部协调、管理成本以使其小于外部交易成

本，发挥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的好处，提高并维持

事务所的竞争优势。第三，对监管机构而言，一方面

应鼓励事务所整体进一步提高审计生产效率，强化对

大型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监管机构

在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的同时要注重“做强”

战略的有效实施，更好地发挥审计中介服务对促进资

本市场有效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在首次

计算项目层面审计生产效率时，以事务所对每一个审

计项目“能够”投入的人力资本作为计算审计生产效

率的投入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本文已参考已

有文献尽量避免主观性影响。二是在项目审计生产效

率变量的两种路径的衡量上，研究结论可能因 DEA

模型的度量方式出现偏差，是否具有其他更好的变量

或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   本文没有选择 2013 年以前的数据，这是因为注册会计师协会

网站每年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没有

公布2010—2013年间关于审计生产效率投入指标之一的“其

他从业人员人数”。 

②   选择客户公司规模作为审计项目投入的分配标准的原因在

于，审计投入与客户公司规模高度相关 (Caramanis 和 

Lennox，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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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earnings qua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Analysis of the pathway  

based on independent audit micro-projec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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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ain board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2015, and combining the study with the 

DEA model, the present essa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efficiency of audit production on earnings quality and its pathway 

in the audit project level.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efficiency of audit production made by auditor, the 

higher the earnings quality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Also, when we separate two paths that influence the efficiency of 

audit production, we find that the increase of audit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has great positive impact on earnings 

quality, and that the effect of audit scale production efficiency to improve the earnings quality i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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