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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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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我国沪深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

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促进了上市公司 会 计 稳 健 性 的 提 升，且 质 押 比 例 越 高，

会计稳健性的提升越明显；在财务风险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 会 计 稳 健 性 的 正 向 影 响 更 加 明

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有更高的要求，在长期债权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

权质押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较小。本文从债权人视角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对深入认识股权质

押和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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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股权质押是指出质人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或为

第三方贷款提供担保的行为。通过股权质押进行融资，不会直接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表决权和决

策权［１］，因此，股权质押成为控股股东和金融机构较为青睐的业务模式。根据 Ｗｉｎｄ数据库披露数据

的统计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我国Ａ股市场共有３４４２只股票的５６８１．１４亿股股票被股权质押，

占股票总数的９９．２８％，累计质押金额达到６．１５万亿元①。但从资本市场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股权质

押是把“双刃剑”，在为控股股东带来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可能由于股价下跌加剧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转

移风险，甚至影响股票市场整体运行效率。为此，２０１８年监管部门发布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

记结算业务办法（２０１８年修订）》，被称为史上“最严”股权质押规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

防范缓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时也专门评估了股权质押风险，并提出防范和化解的思路。因此，理清股

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不同利益主体的影响，对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风险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３

DOI:10.19639/j.cnki.issn1003-5230.2020.0001



根据已有研究，在上市公司的股份被控股股东质押后，控股股东为保持股价的稳定性和规避股价

崩盘导致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会采取措施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和会计决策［２］，比如披露更多的好消

息［３］，发布“高送转”消息［４］，更倾向于将研发支出资本化以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５］，并通过税收规避

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６］。然而，控股股东为了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采取的上述行为会损害公司债权

人的利益，加剧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债权人承

担着企业的破产风险，却无法享受企业成长的收益，由此引发债权人和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会

计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在确认与计量时采取谨慎性原则，不高估资产和收益，不低估负债和费用，进

而通过降低债权人承担的破产风险协调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７］［８］。同时，当上市公司股权

被控股股东质押出去之后，会面临被“掏空”引发的公司价值和业绩下降风险，债权人会感知到此类风

险，出于防范风险考虑，债权人会要求上市公司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因此，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可能影响上市公司 的 会 计 政 策 选 择，在 面 临 不 同 的 债 权 人 监 督 和 财 务 风 险 时，上 述 影 响 也 会 存 在

差异。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使用我国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Ａ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期望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首先，已有关于股权质押的

研究多是从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本身的视角展开，本文则是从债权人的视角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

企业会计政策的影响，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其次，已有关于会计稳健性

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于公司层面的特征和外部环境方面，本文则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视角展开研究，
对于理解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拓展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增量贡献。最后，在当

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各界均重视并积极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监管部门专门制定相关制度、
召开专门会议评估股权质押风险，并提出防范和化解对策。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股权质

押后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监督与规范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性

本文从控股股东和债权人两个视角来分析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当控股股东

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出去之后，可能会面临股价下跌导致质押股票价值下降，继而引发追加担保和强

制平仓所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因此，控股股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股价的下跌风险，以规避追

加担保或者控制权转移风险［２］［４］。已有文献也从其他视角印证了这一观点，比如已有文献发现控股

股东将股权质押之后，股权被质押的上市公司会披露更多的好消息［３］，发布“高送转”消息［４］，更倾向

于将研发支出资本化以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５］，通过税收规避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６］。现有研究证

明，管理层隐瞒或者推迟披露“坏消息”是导致股价短期内急速下跌或者股价崩盘的原因之一。从管

理层本身而言，处于自身薪酬激励和职业生涯的考虑，往往存在隐藏“坏消息”的动机［９］，随着“坏消

息”在公司内部不断累积并突破某个阀值，最终由于“纸包不住火”而向市场瞬间释放，会对股价造成

极大的负面冲击并引发崩盘［１０］［１１］，这不利于保护将股权质押出去的股东的利益。会计稳健性作为一

种重要的治理机制，使得“坏消息”更早进入资本市场［１２］，有效缓解“坏消息”的累积，进而降低股价崩

盘风险［１３］。正是由于会计稳健性能够发挥上述治理作用，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后会要求上市公司采

取更稳健的会计政策，规避股价崩盘和控制权转移的风险。
在稳健性产生原因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债权人的约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７］［８］，Ｂｅａｔｔｙ等认为，债

权人不仅要求债务契约具有稳健性，还要求企业财务报告具有稳健性［１４］。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当债

务契约签订之后，债权人承担着企业由破产风险引发的无法还本付息的风险，却不能享受企业成长带

来的收益［１５］，因此，债权人会要求企业施行较为稳健的会计政策，及时披露“坏消息”，进而保护自身

利益。众多研究证明，会计稳健性能够有效缓解和降低债权人承担的破产风险［７］［８］［１６］（Ｐ１４０—１４１），及时

提示企业的违约风险［１７］。同时，由于债权人需要关注债务人收益和净资产的情况，在信息不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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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这会增加契约的签订和执行成本。而会计稳健性的存在，能够降低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契约成

本［１８］。在关于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研究中，诸多文献认为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有负面影响。高兰芬

发现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股权质押比率越高，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越低，对公司绩效产生的负向

影响越严重［１９］。Ｙｅｈ等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率与公司价值呈负相关关系［２０］。郑国坚等发现当

大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更容易对上市公司进行占款，并进一步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负面影响［２１］。
上述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掏空”行为会带来公司价值和业绩下降。由于预计到控股

股东股权质押可能带来公司业绩和价值下降，相关利益主体会提前感知此类风险，并做出应对措施。
如翟胜宝等发现审计师感知到上市公司股权被质押可能带来的风险后，会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的

审计费用且出具更多的非标准审计意见［２２］。作为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债权人，在预计到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可能带来的业绩和价值下降风险后，为了避免公司潜在的“技术性违约”，防范财务风险，会

要求上市公司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当上市公司股票被质押之后，无论是控股股东还是债权人都会为了自身利益影响

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提升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发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

Ｈ１ｂ：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高。
（二）股权质押、财务风险与会计稳健性

财务风险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重大意义。现实中，众多国内外的知名企业正是由于忽视了

财务风险而纷纷陷入财务困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日，美国安然公司向纽约

法院申请破产，其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带来的巨额负债。在已有研究中，向徳伟指

出，企业的财务风险主要包含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和收益分配风险四个方面［２３］。于富

生等从董事会特征、高管特征和股权结构方面研究了公司治理与财务风险的关系［２４］。此外，国内外

学者还构建了许多财务风险预测模型，如Ａｌｔｍａｎ提出的Ｚ值模型［２５］。
企业的高财务风险对债权人来说绝非一件好事，一旦公司资不抵债并宣告破产，债务人将没有足

够的资金清偿债务，这将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仍以“安然事件”为例，在本案中安然公司的主要债

权人德意志银行、中国银行、Ｊ．Ｐ摩根公司和花旗集团都承受了巨额损失。因此，债权人为了保护自

身利益，必然会对高财务风险的公司提出更高的稳健性要求，已有的理论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企

业的债务比率和破产风险较高时，债权人的风险意识就会增强，更有动力去约束企业的行为，要求企

业采取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以保护自身利益［１８］［２５］［２７］。相比于财务风险较低的公司，高财务风险的

上市公司在债权人的约束下，其会计稳健性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稳健性

的提升效果会有所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相对于财务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会计稳

健性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Ｈ２ｂ：相对于财务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比例与

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在沪深两市Ａ股主板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

选：（１）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样本，因为这类公司的业务性质较特殊；（２）剔除ＳＴ和＊ＳＴ等被特殊处

理的上市公司样本，因为这类公司的业务特征与正常公司存在较大差异；（３）剔除当年首次公开发行

的公司，因为ＩＰＯ当年公司的会计盈余等财务数据与其他年份差异较大；（４）剔除主要变量存在缺失

值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后，共得到１４７８３个观测值。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

量进行了上下各１％的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本文股权质押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数据库，并经过手工 整 理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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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余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为Ｓｔａｔａ　１４。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设１，本文在模型（１）中以Ｃ－Ｓｃｏｒｅ度量会计稳健性，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

性的关系。具体如下文所示：ＰＬＤ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代理变量，分别以是否发生控股股东股权

质押（Ｉｆ＿Ｐｌｅｄｇｅ）和股权质押比例（Ｐｌｅ＿Ｒａｔｅ）衡量。如果假设１成立，α１ 的系数应显著大于０，表明控

股股东股权质押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

Ｃ－Ｓｃｏｒｅｉ，ｔ＝α０＋α１ＰＬＤｉ，ｔ＋∑α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εｉ，ｔ （１）
为检验假设２，我们在模型（２）中加入了股权质押与财务风险的交互项（ＰＬＤ×Ｒｉｓｋ），以研究面

临不同财务风险的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程度。

Ｃ－Ｓｃｏｒｅｉ，ｔ＝α０＋α１ＰＬＤｉ，ｔ＋α２Ｒｉｓｋｉ，ｔ＋α３ＰＬＤｉ，ｔ×Ｒｉｓｋｉ，ｔ＋∑α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εｉ，ｔ （２）
如果假设２成立，模型（２）中α２的系数应该显著大于０，α３的系数应该显著小于０，表明财务风险

越高的公司，其会计稳健性越高，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同时，我

们借 鉴 已 有 的 研 究［２８］，控 制 了 如 下 变 量：公 司 规 模（Ｓｉｚｅ），为 公 司 总 资 产 的 自 然 对 数；财 务 杠 杆

（Ｌｅｖ），用资产负债率表示；产权性质（Ｓｔａｔｅ），当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时取值１，否则为０；盈利能力

（ＲＯＡ），用总资产收益率表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ＣＦＯ），等于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总资产；上市年

龄（Ａｇｅ），用上市公司上市以来的存续时间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ＣＲ１），等于第一大股东持股

数／发行在外的流通股股数。同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并控制年度和行业效应。
（三）主要变量界定

１．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分别使用是否发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Ｉｆ＿Ｐｌｅｄｇｅ）和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Ｐｌｅ＿Ｒａｔｅ）表示。是否发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为虚拟变量，当样本公司当年

发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时取值１，否则取值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等于控股股东质押股权数／当年

末上市公司总股本。

２．会计稳健性。本文采 用 Ｋｈａｎ和 Ｗａｔｔｓ提 出 的Ｃ－Ｓｃｏｒｅ衡 量 会 计 稳 健 性［２９］。Ｋｈａｎ和 Ｗａｔｔｓ
用公司规模、市值账面 价 值 比 和 资 产 负 债 率 的 线 性 组 合 表 示 公 司 对 好 消 息 的 反 应 程 度 和 会 计 稳 健

性［２９］，具体如下：

Ｇ－ｓｃｏｒｅｉ＝μ０＋μ１Ｓｉｚｅｉ＋μ２ＭＴＢｉ＋μ３Ｌｅｖｉ （３）

Ｃ－ｓｃｏｒｅｉ＝λ０＋λ１Ｓｉｚｅｉ＋λ２ＭＴＢｉ＋λ３Ｌｅｖｉ （４）

将公式（３）和公式（４）带入Ｂａｓｕ模型［３０］，可得：

ＥＰＳｉ
Ｐｉ
＝β０＋β１Ｄｉ＋（μ０＋μ１Ｓｉｚｅｉ＋μ２ＭＴＢｉ＋μ３Ｌｅｖｉ）×Ｒｉ＋（λ０＋λ１Ｓｉｚｅｉ＋λ２ＭＴＢｉ＋λ３Ｌｅｖｉ）×

Ｄｉ×Ｒｉ＋（δ１Ｓｉｓｅｉ＋δ２ＭＴＢｉ＋δ３Ｌｅｖｉ＋δ４Ｄｉ×Ｓｉｓｅｉ＋δ５Ｄｉ×ＭＴＢｉ＋δ６Ｄｉ×Ｌｅｖｉ）＋μｉ （５）
对公式（５）分年回归，将得到的回归系数λ０、λ１、λ２和λ３代入公式（４）中，计算可得各公司各年度的

会计稳健性Ｃ－Ｓｃｏｒｅ。

３．企业财务风险。该指标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以市场数据为基础（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贝塔系数

等）和以会计数据（资产负债率）为基础两类。同理，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噪音较大，投资者的投机动

因较强，本文认为市场数据无法很好地反映财务风险。在以会计数据为基础度量财务风险的模型中，

Ａｌｔｍａｎ提出的Ｚ指数模型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他考察了２２个财务指标并利用数理统计

的方法，最终选取了５个基本财务指标，构建了著名的Ｚ指数模型［２５］，本文借鉴该模型，通过如下公

式计算Ｚ指数：

Ｚ＝１．２Ｘ１＋１．４Ｘ２＋３．３Ｘ３＋０．６Ｘ４＋０．９９９Ｘ５ （６）
在公式（６）中，Ｘ１ 为营运资金／总资产，Ｘ２为留存收益／总资产，Ｘ３为息税前利润／总资产，Ｘ４为股

票总市值／总负债，Ｘ５为销售收入／总资产。Ｚ指数越大，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小。为便于解释，本文取

Ｚ指数的相反数以度量企业的财务风险（Ｒｉ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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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１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Ｐａｎｅｌ　Ａ描述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总体状况和分年情况，
整体而言，有２８．５％的样本公司在样本期间发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表明股权质押在我国Ａ股市

场普遍存在。从各年 度 分 布 情 况 看，２０１１年 这 一 比 例 为１８．７０％，之 后 快 速 上 升，至２０１６年 达 到

３８．７８％的峰值，２０１７年略微下降至３２．８３％。Ｐａｎｅｌ　Ｂ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上市公司会

计稳健性指数Ｃ－Ｓｃｏｒｅ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为０．０２４，标准差为０．０５３，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会计

稳健性状况良好，且各上 市 公 司 间 存 在 较 明 显 差 异。控 股 股 东 股 权 质 押 比 例（Ｐｌｅ＿Ｒａｔｅ）的 均 值 为

０．０４３，标准差为０．０９１，最大值为０．４３２，表明样本公司间存在较大差异。Ｚ指数平均值为７．０５７，中

位数为３．８５３，均大于Ａｌｔｍａｎ提出的安全值２．９０，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财务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Ｐａｎｅｌ　Ａ：是否存在股权质押（Ｉｆ＿Ｐｌｅｄｇｅ）的时间分布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合计

样本量 １８０２　 ２０７７　 ２１４０　 １９８８　 ２０１５　 ２２６９　 ２４９２　 １４７８３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１的样本比例（％） １８．７０　 ２０．９０　 ２４．５３　 ２７．６７　 ３３．４０　 ３８．７８　 ３２．８３　 ２８．５３

Ｐａｎｅｌ　Ｂ：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特征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Ｓｃｏｒｅ　 １４７８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７　 ０．１７３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　 １４７８３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４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Ｐｌｅ＿Ｒａｔｅ　 １４７８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４３２
Ｓｉｚｅ　 １４７８３　 ２２．１６５　 ２２．０００　 １．２８６　 １９．６７７　 ２６．０４７
Ｌｅｖ　 １４７８３　 ０．４３４　 ０．４２９　 ０．２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９０４
ＭＢ　 １４７８３　 ０．９４１　 ０．６３０　 ０．９１９　 ０．０８７　 ５．０５６
Ｓｔａｔｅ　 １４７８３　 ０．４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４９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ｇｅ　 １４７８３　 １０．１０２　 ９．０００　 ６．７１７　 １．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ＣＦＯ　 １４７８３　 ０．５４４　 ０．１１２　 １．９０９ －２．５２３　 １４．３６６
ＲＯＡ　 １４７８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５　 ０．１８９
ＣＲ１　 １４７８３　 ０．３５４　 ０．３３５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８　 ０．７５１
Ｚ　 １４７５０　 ７．０５７　 ３．８５３　 ９．５６７　 ０．２７９　 ６４．８１７

表２是按是否发生股权质押（Ｉｆ＿Ｐｌｅｄｇｅ）进行分组的差异性检验，从中可以发现，控股股东不存在

　表２ 变量的差异检验

变量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０

样本量 平均值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１

样本量 平均值
均值差异

Ｃ－Ｓｃｏｒｅ　 １０５６６　 ０．０２２　 ４２１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

Ｓｉｚｅ　 １０５６６　 ２２．２７９　 ４２１７　 ２１．８８０　 ０．３９９＊＊＊

Ｌｅｖ　 １０５６６　 ０．４４７　 ４２１７　 ０．４０２　 ０．０４５＊＊＊

ＭＢ　 １０５６６　 １．０３８　 ４２１７　 ０．６９６　 ０．３４２＊＊＊

Ｓｔａｔｅ　 １０５６６　 ０．５２９　 ４２１７　 ０．１０５　 ０．４２４＊＊＊

Ａｇｅ　 １０５６６　 １１．１２５　 ４２１７　 ７．５３９　 ３．５８６＊＊＊

ＣＦＯ　 １０５６６　 ０．６８７　 ４２１７　 ０．１８６　 ０．５０１＊＊＊

ＲＯＡ　 １０５６６　 ０．０３９　 ４２１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２＊＊

ＣＲ１　 １０５６６　 ０．３６６　 ４２１７　 ０．３２５　 ０．０４１＊＊＊

Ｚ　 １０５３７　 ６．４７７　 ４２１３　 ８．５０７ －２．０３０＊＊＊

　　注：＊、＊＊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股权质押 的 公 司 和 存 在 股 权 质 押 的 公 司 相

比，前 者 会 计 稳 健 性（Ｃ－Ｓｃｏｒｅ）显 著 较 低，其

均值差异为－０．００６，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初步验 证 了 Ｈ１ａ。发 生 控 股 股 东 股 权 质 押

的公司中，Ｚ指数均值为８．５０７，远远大 于 未

发生股权质押公司的６．４７７，说明发生股权质

押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平均水平更高。
（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财 务 风 险 与 会

计稳健性

本文首先检验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是否

影响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结果报 告 在 表

３中，其中的 第（１）和（２）列 分 别 报 告 了 以 是

否发生股权质押（Ｉｆ＿Ｐｌｅｄｇｅ）和股权质押比例（Ｐｌｅ＿Ｒａｔｅ）作为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是否发生股权质

押（Ｉｆ＿Ｐｌｅｄｇｅ）的系数为０．００２，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发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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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更高，验证了 Ｈ１ａ；股权质押比例（Ｐｌｅ＿Ｒａｔｅ）的系数为０．００７，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股

权质押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高，这验证了 Ｈ１ｂ。上述结果表明，发生控股股东股权

质押的上市公司，无论出自债权人带来的压力，还是出于控股股东稳定上市公司股价的动机，都会促

使上市公司采用更稳健的会计政策，且股权被控股股东质押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

越高。
　表３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财务风险与会计稳健性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３＊＊＊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２＊＊＊
（－８．８３） （－８．９１） （－７．５７） （－７．６４）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２．８４） （２．６３）

Ｐｌｅ＿Ｒａｔｅ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２．２７） （２．４５）

Ｒｉｓｋ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３．９３） （３．３７）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Ｒｉｓｋ
－０．０１６＊＊＊　
（－３．２５）

Ｐｌｅ＿Ｒａｔｅ×Ｒｉｓｋ
－０．０７０＊＊
（－２．５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７８３　 １４７８３　 １４７５０　 １４７５０
Ｆ　 ２７１２．５６　 ２７１１．７９　 ２５５０．５６　 ２５４８．７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７５９　 ０．８７５９　 ０．８７６４　 ０．８７６３

　　注：括号内为ｔ值，＊、＊＊和＊＊＊分 别 代 表 在１０％、５％和１％水 平

上显著，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在表中列示，下表同。

进一步地，为了检 验 控 股 股 东 股 权 质 押

对会计稳健性的正向作用是否受财务风险的

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控股股东股 权 质 押

与财务风险中心化后的交互项，回归 结 果 报

告在表３第（３）和（４）列。首 先，在 第（３）和

（４）列的回归结果中，财务风险（Ｒｉｓｋ）的系数

均为正 且 在１％水 平 上 显 著，表 明 在 债 权 人

的约束下，财务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 具 有 较

高的会计稳健性，这与已有 理 论 相 吻 合。其

次，第（３）列 中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Ｒｉｓｋ的 系 数 为

－０．０１６，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表明相较于财

务风险较低的样本公司，在财务风险 较 高 的

样本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会 计 稳 健

性的 关 系 较 弱，从 而 验 证 了 Ｈ２ａ。最 后，以

质押比例（Ｐｌｅ＿Ｒａｔｅ）作为股权质押的代理变

量进行回归，其结果与按是否有股权 质 押 的

虚拟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一致。第（４）列中

Ｐｌｅ＿Ｒａｔｅ×Ｒｉｓｋ的系数为－０．０７且在５％水

平上显著，从整体上验证了 Ｈ２ｂ。上述结果

表明，样本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受到上市公司本身财务风险的影响，这可能是

因为当样本公司的财务风险较高时，债权人已经对其提出较高的会计稳健性要求，其控股股东股权质

押对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被削弱。

五、进一步研究

下文进一步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债权人监督作用的影响。正

如理论分析中指出的，上市公司股权被控股股东质押出去之后，将会面临股价大幅下跌导致的控制权

转移风险，为此，控股股东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和会计决策，从而稳定股价。但上述

财务和会计政策的选择也会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其中一个方面是加剧控股股东与债权人的

利益冲突，表现在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不同。为了缓解这一冲突，上市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会选择

更稳健的会计政策。当上市公司面临的来自债权人的压力越大，自身的会计稳健性会越强，此时股权

质押的作用会减弱。同时，在上市公司的众多债权人中，只有大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更可能对上市公司

的政策施加影响，而且只有长期债权人才会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为此，本文使用长期债权占所有债

权的比例来定义债权人影响决策的程度，以考察长期债权对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影响，
其中，长期债权比例（Ｌｏｎｇ＿Ｄｅｂｔ）＝（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专项应付款）／负债合计。

表４报告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长期债权比例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回归结果，在所有回归结果

中，Ｌｏｎｇ＿Ｄｅｂｔ的系数均为正，且均在１％水平上显著，说明长期债权比例越高，债权人会要求企业采

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第（２）列结果显示，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Ｌｏｎｇ＿Ｄｅｂｔ的系数为负，且在１％水平上显

著，第（３）列结果显示，Ｐｌｅ＿Ｒａｔｅ×Ｌｏｎｇ＿Ｄｅｂｔ的系数在５％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相较于长期债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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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较低的上市公司，长期债权比例较高的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

响更弱，这与上文的理论假设相一致。
　表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长期债权比例与会计稳健性

变量 （１） （２） （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３＊＊＊
（－１２．６４） （－１２．６０） （－１２．７６）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３＊＊＊
（３．９８） （３．３２）

Ｌｏｎｇ＿Ｄｅｂｔ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１１８＊＊＊
（６．１０） （６．５４） （５．９５）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Ｌｏｎｇ＿Ｄｅｂｔ
－０．０１１１＊＊＊
（－３．４６）

Ｐｌｅ＿Ｒａｔｅ
０．０１２３＊＊＊
（３．５６）

Ｐｌｅ＿Ｒａｔｅ×Ｌｏｎｇ＿Ｄｅｂｔ
－０．０２０５＊＊
（－２．２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７８３　 １４７８３　 １４７８３
Ｆ　 ８７０．３４　 ８６１．５２　 ８６０．１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７１４　 ０．８７１５　 ０．８７１３

六、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

干扰，使 得 上 文 发 现 的 结 果 并 非 因 果 关 系。
首先，股权被质押的上市公司和未被 质 押 的

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别，两 组 样

本间会计稳健性的差异可能是由这些系统性

差别所 引 起 的。本 文 采 用 倾 向 得 分 匹 配 法

（ＰＳＭ）来 缓 解 这 一 问 题。依 据Ｐｒｏｂｉｔ模 型

按公司规模（Ｓｉｚｅ）、财 务 杠 杆（Ｌｅｖ）、盈 利 能

力（ＲＯＡ）、产 权 性 质（Ｓｔａｔｅ）、董 事 会 规 模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独 立 董 事 比 例（Ｉｎｄｄｉｒｐｃｔ）和 所

属行业，对股权质押样本和未质押样 本 进 行

一一配对，共获得４２１３个控制样本。对配对

后的样本进行均衡性检验的结果显 示，经 过

ＰＳＭ匹配后处 理 组 和 控 制 组 的 各 变 量 的 均

值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匹配后各变 量 的 标

准化偏差均低于５％，表明平行性假设得到有效满足。
使用ＰＳＭ配对后的样本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５中，从中可以看出，控股股东是否发生

股权质押（Ｉｆ＿Ｐｌｅｄｇｅ）和质押比例（Ｐｌｅ＿Ｒａｔｅ）与会计稳健性（Ｃ－Ｓｃｏｒｅ）仍然在５％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以提升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且质押比例越高，稳健性提升越明显。控股股

东股权质押变量与财务风险的交互项（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Ｒｉｓｋ和Ｐｌｅ＿Ｒａｔｅ×Ｒｉｓｋ）与会计稳健性（Ｃ－Ｓｃｏｒｅ）
　表５ ＰＳＭ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１＊＊＊
（－６．３０） （－６．３４） （－５．２９） （－５．３３）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２．１１） （１．９８）

Ｐｌｅ＿Ｒａｔｅ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６８＊＊
（２．３６） （２．５４）

Ｒｉｓｋ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４．９８） （４．２７）

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Ｒｉｓｋ
　 －０．０１６＊＊＊ 　

（－３．３１）

Ｐｌｅ＿Ｒａｔｅ×Ｒｉｓｋ
　 　 －０．０５３＊＊

（－２．２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８４２６　 ８４２６　 ８４１０　 ８４１０
Ｆ　 ２０３３．１４　 ２０３３．５５　 １９１２．５１　 １９１０．６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０８８　 ０．９０８９　 ０．９０９４　 ０．９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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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至少在５％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在财务风险

较低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上述结果表明，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对样本进行配对以克服样本选择

偏差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不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其比例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且在

财务风险较低的样本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可能受到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干扰，为此，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

和两阶段回归（２ＳＬＳ）加以解决。借鉴已有研究［２］，本文选取同年度同省份的股权质押均值（Ｐｒｏｐｌｅ）
和同年度同行业的股权质押均值（Ｉｎｄｐｌｅ），作为是否发生股权质押（Ｉｆ＿Ｐｌｅｄｇｅ）的工具变量，运行两阶

段回归，结果报告在表６中。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Ｉｎｄｐｌｅ和Ｐｒｏｐｌｅ与Ｉｆ＿Ｐｌｅｄｇｅ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正相关，Ｆ值远大于１０，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Ｉｎ－
ｓｔｒｕｐｌｅ）与会计稳健性（Ｃ－Ｓｃｏｒｅ）仍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交互项（Ｉｎｓｔｒｕｐｌｅ×Ｒｉｓｋ）与会计稳健性

（Ｃ－Ｓｃｏｒｅ）仍在１％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质押比例的回归结果与此一致，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这说明

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两阶段回归控制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主要的结论仍然不变，再次

证实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表６ 采种工具变量和２ＳＬＳ回归的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Ｉｆ＿Ｐｌｅｄｇｅ

（１）

第二阶段：Ｃ＿Ｓｃｏｒｅ

（２） （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５２９＊＊＊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３＊＊＊
（－５．３８） （－６．０６） （－５．２２）

Ｉｎｓｔｒｕｐｌｅ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８．１９） （６．８４）

Ｉｎｓｔｒｕｐｌｅ×Ｒｉｓｋ
－０．０９５＊＊＊
（－５．１２）

Ｐｒｏｐｌｅ
０．８６１＊＊＊
（１３．６４）

Ｉｎｄｐｌｅ
０．７９０＊＊＊
（１２．６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７８３　 １４７８３　 １４７５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０３１　 ０．８４９５　 ０．８５１５

（二）其他稳健性检验

除了上述旨在缓解内生性问题的检验之外，本文还尝试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以验证本文结论的

可靠性。（１）本文使用Ｂａｓｕ模型对文中的主要结果进行分析，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稳健性

的影响。具体而言，将Ｉｆ＿Ｐｌｅｄｇｅ和Ｐｌｅ＿Ｒａｔｅ与Ｂａｓｕ模型中交乘项相乘，同时加入Ｓｉｚｅ、Ｌｅｖ和ＣＦＯ
等控制变量，考察３个变量交乘项的系数显著性和符号。结果表明，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Ｄ×Ｒ和Ｐｌｅ＿Ｒａｔｅ×
Ｄ×Ｒ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１０％和５％水平上显著，说明使用Ｂａｓｕ模型分析的结果与上文一致，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列示。（２）由于数据不平衡和遗漏变量等原因，本文中的估计模型可能

存在异方差，从而降低了回归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控制异方差后，重新对估计模型（１）和

（２）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回归结果表明，股权质押变量（Ｉｆ＿Ｐｌｅｄｇｅ和Ｐｌｅ＿Ｒａｔｅ）、股权质押变量与财务

风险的交互项（Ｉｆ＿Ｐｌｅｄｇｅ×Ｒｉｓｋ和Ｐｌｅ＿Ｒａｔｅ×Ｒｉｓ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与上文结果完全一致，这说

明上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此外，我们还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本文选用的固定效应模

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结果是可信的。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已有文献大多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而基于债权人视角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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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少。会计稳健性产生的原因之一正是债权人收益函数的非对称性，因此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我

国沪深两市Ａ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Ｋｈａｎ和 Ｗａｔｔｓ模型计算会计稳健性指标［２９］，实证

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以是否发生股权

质押还是以股权质押比例为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的代理变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都显著提升了上市

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相比财务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

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更显著。在使用ＰＳＭ 和工具变量和两阶段回归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实

施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本文结合长期债权比例考察债权人对控股股东股

权质押和会计稳健性关 系 的 影 响，发 现 长 期 债 权 比 例 的 增 加 减 弱 了 股 权 质 押 对 会 计 稳 健 性 的 提 升

作用。
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本文从缓解控股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

突视角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会计稳健性的形成

原理和影响因素。同时，本文的研究还丰富和发展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研究，目前此方向

的文献忽略了债权人这一重要利益相关者对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从现实视角来看，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引发的潜在风险受到市场监管方和其他各类主体的关注，如何防范和缓解此类风险成为理

论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的启示：
首先，在上市公司的股权被控股股东质押之后，控股股东出于预防追加担保和控制权转移风险的

考虑，会影响上市公司以使其选择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同时，考虑到股权质押可能通过“掏空”和控

制权转移等损害上市公司价值，并导致业绩下降，上市公司出于平衡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考虑，也

会提升会计稳健性。
其次，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控股股东缓解债务融资约束的一种选择，与目前多

数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文认为股权质押会提升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从而为股权质押经济后果提

供了另一种解读。
再次，本文发现上市公司本身的财务风险和长期债务比例会影响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

关系，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财务风险和长期债务比例较高公司的监督，对这些公司的控股股东实施股权

质押给予更加严格的监管。
最后，上市公司会受到来自控股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影响，虽然很大程度上无法影响控股股东质

押股权的行为，但可以通过实施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来平衡控股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降

低自身的融资约束和市场风险。

注释：

①根据 Ｗｉｎｄ数据库披露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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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Ｗａｔｔｓ，Ｒ．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Ｉ：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２００３，

１７（３）：２０７－２２１．
［８］Ｗａｔｔｓ，Ｒ．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ＩＩ：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

ｚｏｎｓ，２００３，１７（４）：２８７－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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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Ｊｉｎ，Ｌ．，Ｍｙｅｒｓ，Ｓ．Ｃ．Ｒ２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ｅｓ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７９（２）：２５７－２９２．
［１０］Ｈｕｔｔｏｎ，Ａ．Ｐ．，Ｍａｒｃｕｓ，Ａ．Ｊ．，Ｔｅｈｒａｎｉａｎ，Ｈ．Ｏｐａｑｕ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２，ａｎｄ　Ｃｒａｓｈ　Ｒｉｓ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９４（１）：６７－８６．
［１１］Ｘｕ，Ｎ．，Ｌｉ，Ｘ．，Ｙｕａｎ，Ｑ．，Ｃｈａｎ，Ｋ．Ｅｘｃｅｓｓ　Ｐｅ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Ｐｒｉｃｅ　Ｃｒａｓｈ　Ｒｉｓ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５（２）：４１９－４３４．
［１２］ＬａＦｏｎｄ，Ｒ．，Ｗａｔｔｓ，Ｒ．Ｌ．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Ｊ］．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８３（２）：４４７

－４７８．
［１３］Ｋｉｍ，Ｊ．Ｖ．，Ｚｈａｎｇ，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Ｐｒｉｃｅ　Ｃｒａｓｈ　Ｒｉｓｋ：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３（１）：４１２－４４１．
［１４］Ｂｅａｔｔｙ，Ａ．，Ｗｅｂｅｒ，Ｊ．，Ｙｕ，Ｊ．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ｂ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４５（２－

３）：１５４－１７４．
［１５］祝继高．会计稳健性与债权人利益保护———基于银行与上市公司关于贷款的法律诉讼的研究［Ｊ］．会计研究，

２０１１，（５）：５０－５７．
［１６］Ｗａｔｔｓ，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Ｊ．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１９８６．
［１７］Ｚｈａｎｇ，Ｊ．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ｔｏ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４５（１）：２７－５４．
［１８］Ｇｕａｙ，Ｗ．Ｒ．，Ｖｅｒｒｅｃｃｈｉａ，Ｒ．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Ｄ］．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７．
［１９］高兰芬．董监事股权质押之代理问题对公 司 会 计 资 讯 与 公 司 绩 效 之 影 响［Ｄ］．台 湾：台 湾 成 功 大 学，２００２：５１

－５３．
［２０］Ｙｅｈ，Ｙ．，Ｋｏ，Ｃ．，Ｓｕ，Ｙ．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３，３１（３）：２６３－２９９．
［２１］郑国坚，林东杰，林斌．大股东股权质押、占款与企业价值［Ｊ］．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４，１７（９）：７２－８７．
［２２］翟胜宝，许浩然，刘耀淞，唐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７，（１０）：５１－６５．
［２３］向德伟．论财务风险［Ｊ］．会计研究，１９９４，（４）：２１－２５．
［２４］于富生，张敏，姜付秀，任梦杰．公司治理影响公司财务风险吗？［Ｊ］．会计研究，２００８，（１０）：５２－５９．
［２５］Ａｌｔｍａｎ，Ｅ．Ｉ．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ａｔｉｏ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６８，２３（４）：５８９－６０９．
［２６］Ａｈｍｅｄ，Ａ．Ｓ．，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Ｂ．Ｋ．，Ｍｏｒｔｏｎ，Ｒ．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Ｈａｒｒｉｓ，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Ｍｉｔ－

ｉｇａｔｉｎｇ　Ｂｏｎｄｈｏｌｄｅｒ－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ｖｅｒ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ｅｂｔ　Ｃｏｓｔｓ［Ｊ］．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７７（４）：８６７－８９０．
［２７］刘运国，吴小蒙，蒋涛．产权性质、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来自中 国 上 市 公 司 的 经 验 证 据［Ｊ］．会 计 研 究，

２０１０，（１）：４３－５０．
［２８］孙光国，赵健宇．产权性质差异、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Ｊ］．会计研究，２０１４，（５）：５２－５８．
［２９］Ｋｈａｎ，Ｍ．，Ｗａｔｔｓ，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　Ｆｉｒｍ－Ｙｅａ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４８（２）：１３２－１５０．
［３０］Ｂａｓｕ，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７，２４（１）：３－３７．

（责任编辑：胡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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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Ｎｏ．１．Ｊａｎ．１５，２０２０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Ｓｈａｒｅ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ＡＮＧ　Ｌｅｉ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Ｓｈ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ｔｏ
２０１７，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ｓｈａｒｅ　ｐ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Ｋ－Ｗ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ｓｈａｒｅ
ｐｌｅｄｇ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ｈｅ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ｅｓｔ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ｖ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ｓｈａｒｅ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ｒｅ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ｙ　ＰＳＭ　ａｎｄ　２ＳＬ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ｓｈａｒｅ　ｐ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ｓｈａｒｅ　ｐｌｅｄ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ａｒｅ　 Ｐｌｅｄ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Ｃｒｅｄｉｔ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ＡＮＧ　Ｘｉａ　ＭＡ　Ｚｈｏｎｇ ·１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ｔ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ｐｌａｙ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ｅｓ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８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