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12+-%2-34-25%"'"60!1"2+&'12+-%2-78+/+"%"

9"':!" ;":"

!#':!#!$

&'(!$#)$*+,!-.)/01()$2%!

3

%,*+)!#!$)#")#$"

审计师特征%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

洪金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

摘4要#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陆续出现的审计失败事件引发了学者对审计质量的高度关注" 其中一个问题是!客户集

中度会影响企业的营运活动#成本结构和盈利水平等!这种关系是否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以及在不同的审计师特征下是

否存在差异- 以5股 !##%年至 !#$6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显著降低企

业的审计质量!这种关系在%四大&审计师和具有行业专长审计师企业中有所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经营风险是

影响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客户集中度$审计质量$经营风险$审计师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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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一4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出现的康美药业&康得新

等企业审计失败事件#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健康稳

定的发展% 独立审计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其

作用发挥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审计质量的影响%

aI??>和T(JJAMJI0最早对审计质量进行定义#认

为审计质量取决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与独立

性两方面!

% XA50<AE'进一步指出审计质量是审

计师发现其客户会计系统中的违规行为并对违规

行为进行报告的联合概率"

% 然而审计过程具有

不可观测性#审计报告成为衡量审计质量的重要

载体% 有学者从风险的角度考察审计质量#CIEJQ

M'>A认为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对财务报告中没有重

大遗漏或不实陈述的保证程度#

#保证程度越高

说明审计质量越高#出现审计失败的风险越低%

还有学者从财务报告质量的角度予以考察#

X'F@/D等指出经审计后财务报告的可信度越高

表明审计质量越高$

% 从审计结果看#这些定义

在本质上并无较大差异%

#如果企业财务报告的

可信度越高#审计师的保证程度越高#存在审计风

险的可能性越低#那么审计质量就越高%

伴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企

业愿意与较少的客户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导致

国内外上市公司普遍出现客户集中的现象&

%

(̀J等的研究指出客户集中度会对企业的营运活

动&成本结构与盈利水平等产生影响'

#如盈余质

量&银行信贷&融资成本&投资行为等% 作为企业

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审计师的决策也受到企业客

户集中度的影响#如审计收费&审计师选择等#而

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M̀(>D0I0 等基

于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能够提高

$#$

!

"

#

$

%

&

'

收稿日期#!#!$

3

#!

3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W9$#,$

作者简介#洪金明"$6,$'$#男#江苏泰州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资本市场审计问题研究%

aI??># T(JJAMJI0)(\DAJIM1A?>B'M=0&AFA0&A0/AI0& =0&AFA0&A0?5@&(?'M>))P%/3#16 !)'./#$6,$)

XA50<AE')(5@&(?'MK(VAI0& 5@&(?b@IE(?G)# H%,/1)$%4>((%,1+#16 )1- 2(%1%?#(&# $6,$"*$!$,*

3

$66)

CIEJM'>A)(H'JFA?(?(NAOI0@>/M(F?H'

3

a(00AM! 50 50IEG>(>'B5@&(?'MY(?(<I?('0 I0& 5@&(?KAMN(/Ab@IE(?G)#O".>((%,1+#16 7.;#.<#

$6,,"2*$! ++

3

%*)

X'F@/D#K(J@0(/)=%?'.+#+#%1 #1 >,-#+#16!>1 >&&.&&?.1+S8MRI0I#=Y!80(NAM>(?G'B=EE(0'(>#$6,!#F)"!)

李明辉!*独立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 一个文献综述+#*当代会计评论+!#$!年第 !期%

李馨子#牛煜皓#张广玉!*客户集中度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吗0+#*会计研究+!#$6年第 6期%

(̀J# aAJJAMEqN)(X'A>IK@FFE(AMr>7FAMI?('0IEH'JFA?A0/A\MI0>EI?A(0?'](0I0/(IECAMB'MJI0/A0 50 cJF(M(/IE50IEG>(>'BK@FFE(AM

3

H@>?'JAM̂ AEI?('0>D(F>)# A.(#&#%1 *(#.1(.&# !#$+"$$! $#$

3

$*")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审计质量!

% 相较于美国#我国的客户信息披露

制度和交易实质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美国上市公

司只需要披露销售收入超过 $#g的客户#它们往

往都是大客户#导致研究样本存在一定的选择偏

差"

% 而我国证监会要求企业披露前五大客户的

信息#客户集中度的分布更加客观% 第二#美国因

契约制度较为完善往往采用市场化交易方式#而我

国则由于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场化正式契约制度而

采用关系型交易#导致上市公司客户集中度要比美

国企业高得多% 在这种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客户集

中度对审计质量有何影响#这一关系是否受到审计

师规模&审计行业专长等审计师特征异质性的

影响0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 5股 !##% 年至 !#$6

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客

户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审计师规模和审

计师行业专长的异质性分析#并研究客户集中度

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理% 研究的贡献在于!"$$

本文丰富了中国情境视角下客户集中度的经济后

果研究% 我国因关系型交易形成了较高的客户集

中度#研究其对审计质量影响及其机理#为客户集

中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从供

应链视角考察了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 现有关于

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较为丰富#但缺少供应

链视角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能够强化供应链

关系在独立审计中的重要性% "*$本文从审计师

规模与审计师行业专长视角探讨了客户集中度对

审计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对加强资本市场审计质

量的监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4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目前有关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成

熟#

#被审计单位的特征能够对审计师提供的高

质量审计服务产生重要影响#如企业规模&组织架

构&信息系统与内部控制质量等$

% 随着上下游

产业分工协作程度的逐渐加深#企业的客户集中

现象越来越普遍#能够影响到企业的财务和审计

行为% 现有文献研究指出#较高的客户集中度既

可能产生供应链整合的效果#也可能会出现供应

链风险的问题%

一方面#较高的客户集中度通过整合供应链

降低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 较高的客户集中

度能够使企业与大客户存在嵌入性的关系#有助

于企业更好地掌握和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

确保企业的稳定销售渠道#避免因盈余波动而导

致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企业与客户由此建立的良

好关系能够提升营运能力#如较短的现金周转期&

较高的存货管理效率以及较高的应收账款回收率

等#使得资产负债表更加精简#降低了估计误

差%

% 51等的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高的企业不

太可能报告存货的减值#即便报告#其金额往往也

较小&

% 为了稳定供应链关系#客户也会加大对

企业的监督和治理力度#要求企业提供更加稳健

的财务报告'

#减少财务报告的错报% 另一方面#

较高的客户集中度因暗含着较高的供应链风险而

加大了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可能% 客户集中度导

致企业主要依赖于少数主要客户#在供应链中处

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被要求给予较大的价格优惠#

企业的盈利空间减少&盈利能力下降% 客户较强

的议价能力也会导致企业延长支付期限&给予更

大的商业信用# 加剧了经营的不确定性(

%

XDIE(SIE等的研究指出#随着客户依赖程度提高#

企业的现金流风险将加剧经营风险)

% 为避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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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洪金明!审计师特征&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释放不利的信息#企业更有动

机进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

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市场正式契约

关系尚不完善#基于大客户的关系型交易对于企

业至关重要"

% 我国企业与客户间的交易往往基

于信任或者社会网络关系#既可能因隐蔽性而导

致公开的信息披露较少#也可能因专有投资而难

以确定资产价值的真实性% M̀(>D0I0 等的研究指

出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业越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

和高风险的税收筹划以影响主要客户的感知#财

务报告错报的隐蔽性更强#

% 客户较强的议价能

力还会要求企业进行更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其

价值只存在于特定企业或价值链伙伴成员中$

%

审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既可能无法根据充分

披露的信息获得更多的审计证据#也难以对专用

投资的价值进行有效的评估%

% 在这种情况下#

审计师无法对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获得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将财务报告错报降低至可接受的

水平#从而影响了财务报告的可信度#降低了审计

质量%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的审计质量越低%

经过近 *#年的发展#我国审计市场不断发展

完善#但是审计市场分层明显&审计师规模差异较

大#不同审计师形成的审计质量也千差万别%

XA50<AE'研究指出#审计师规模越大#其审计质

量越高&

% 规模较大的审计师团队因声誉机制和

深口袋效应有提高审计质量的动力% 吴水澎等

的'研究发现#(四大)审计师的审计质量显著高

于非(四大)% 相比而言#(四大)审计师拥有较高

的声誉#进行声誉维护的意识和力度会比较强#从

而致力于保持审计独立性和较强的专业胜任能

力% 一旦投资者基于已审计的财务报告进行决策

而遭受损失时#(四大)审计师将可能面临更高的

诉讼风险和审计赔偿#所以(四大)审计师在执业

过程中对质量控制更加严格% 对于客户集中度较

高的企业#(四大)审计师具备较高的专业胜任能

力#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重大错报#并且与企业保

持较高的独立性#能够报告企业的错报行为% 所

以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为避免因(四大)审计

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会根据审

计师发现的问题对财务报告进行调整#从而降低

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可能#提升审计质量% 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四大)审计师能够缓解客户集

中度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

审计师行业专长是指其拥有的特定行业生产

经营特点&经济技术指标&特殊会计规则等行业知

识(

#这也就意味着事务所拥有大量具有行业特

定知识的员工% K(J@0(/等的研究指出#具有行业

专长的审计师在人员培训和技术上进行大量的投

资有助于审计质量的提升)

% 行业经验丰富的审

计师在其行业专长领域更容易发现错误*+,

#使得

被审计企业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更低*+-

&会计信息

质量更高*+0

#从而能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对于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具有行业专长的审

计师因拥有丰富的行业专业知识#更容易发现企

业存在的重大错报#并且审计师有动机予以报告%

一旦因财务错报导致审计失败的发生#审计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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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牌声誉将会受损#行业内的持续投资将无法

产生收益% 所以#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会更加

重视客户集中度较高企业的审计质量% 因此#本

文提出假设 *!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够缓解

客户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

三4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我国于 !##%年开始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为

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以 !##% 年至 !#$6 年 5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

剔除新上市&金融业&K\公司和数据缺失样本#最

终得到 $, !$+ 个公司年份研究样本% 样本数据

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g的缩尾处理%

!二"关键变量定义

$)审计质量的度量

审计质量"5b$属于一种定性的指标#有多

种方法从不同维度进行衡量% 从审计的结果看#

审计质量越高#审计师产出的产品质量越高#表现

为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告的质量越高!

%

M̀(>D0I0等的研究指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

度越高#审计师未能发现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就越

大#审计质量就越差"

% 因此#盈余管理是度量审

计质量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

对值越大#意味着经审计后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

报的可能性越高,审计质量越低#反之则表明审计

质量越高#

% 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是根据修

正的W'0A>模型进行估算%

!)客户集中度的度量

借鉴王雄元等的研究方法$

#客户集中度度

量方法!一是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之和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H$$,二是前五大客户销售比重的赫

芬达尔指数";H!$#即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与营

业收入占比的平方之和,三是第一大客户销售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H*$%

*)审计师规模的度量

现有研究往往采用是否为(四大)审计师衡

量审计师规模% 根据吴水澎等的研究%

#如果被

审计企业为国际(四大)审计师"L(<"$#其取值为

$#反之取值为 #%

")审计师行业专长的度量

借鉴乔贵涛等的研究&

#采用行业市场份额

估算审计师行业专长#具体估算方法如模型"$$

所示#L9*

#3

是基于被审计单位资产总额的市场

份额% 如果L9*大于等于 $#g#说明#审计师在

3行业具有专长#L9* sA,?取值为 $#反之则

为 #%

L9*

#3

V

(

W

W

V

$

>&&.+

#3W

X

(

#

#

V

$

(

W

W

V

$

>&&.+

#3W

"$$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客户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

借鉴 M̀(>D0I0等的研究'

#构建如下模型!

>Y

#+

V

"

#

Z

"

$

Q=

#+

Z

"

!

@

#+

Z

#

#+

"!$

其中#>Y表示审计质量#用操纵性的应计利润绝

对值进行度量,Q=表示客户集中度#分别用前五

大客户营业收入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Q=$$&

前五大客户销售比重的赫芬达尔指数"Q=!$以及

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Q=*$衡

量,@表示控制变量% 若
"

$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客户集中度越高#审计质量越差#即假设 $

成立%

为检验(四大)审计师对客户集中度与审计

质量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在模型"!$的基础

上加入交乘项#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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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6" 表示 (四大)审计师% 交乘项 Q=

"

5#6"考察的是(四大)审计师所审计的企业客户

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若
"

*

的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四大)审计师能够缓解客户集中度对审

计质量的不利影响#即假设 !成立%

为检验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客户集中度与审计

质量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在模型"!$的基础

上加入交乘项#具体模型如下!

>Y

#+

V

"

#

Z

"

$

Q=

#+

Z

"

!

L9*sA,?

#+

Z

"

*

Q=

#+

"

L9*sA,?

#+

Z

"

"

@

#+

Z

#

#+

""$

其中#L9*sA,?表示具有行业专长审计师% 交乘

项Q=

"

L9*sA,?考察的是行业专长审计师所审

计的企业客户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若
"

*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

够缓解客户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即假

设 *成立%

参考相关的研究#模型需要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审计意见"U!$&企业规模"*#R.$&经营活动现金

流"=IU$&上市年限">6.$&第一大股东"O%'$$&股

权制衡度 "5)$)1(.$&国有性质 " *+)+.$&亏损

"G%&&$&资产负债率"G.;$&资产收益率"7U>$&年

份"M.)/$和行业"L1-$% 具体情况见表 $%

表 $4具体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符号

审计质量 >Y 采用修正的W'0A>模型估算出残差后取绝对值

客户集中度

Q=$ 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Q=! 前五大客户销售比重的赫芬达尔指数

Q=* 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四大)审计师 5#6" 被审计企业为(四大)审计师#5#6"取值为 $#反之为 #

审计师行业专长 L9*sA,? 被审计企业的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L9*sA,?取值为 $#反之为 #

审计意见 U! 企业获得非标准无保留意见#U!取值为 $#反之为 #

企业规模 *#R.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经营活动现金流 =IU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除以期末总资产

上市年限 >6. 所在年份减去上市年份

第一大股东 O%'$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股权制衡度 5)$)1(. 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持股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

国有性质 *+)+. 如果国有企业#*+)+.取值为 $#反之为 #

亏损 G%&& 如果当年亏损#G%&&取值为 $#反之为 #

资产负债率 G.; 负债除以总资产

资产收益率 7U> 净利润除以期初与期末平均总资产

年份 M.)/ 设置年份虚拟变量#控制年度效应

行业 L1- 设置行业虚拟变量#控制行业效应

44

四4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审

计质量">Y$的均值为 #)#,#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

为 #和 #)",#表明样本的审计质量差异较大#总体

而言审计质量相对较好#与董沛武等的结果基本

相似!

% 从前五大客户集中度的信息看#前五大

客户销售比例最高能达到 $#均值为 #)*$,前五大

客户销售比例的赫芬达尔指数最大值为 $#均值

为 #)#2,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比例均值为 #)$"#总体

而言部分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较高#存在较大的客

户依赖#与江伟等的研究一致"

% (四大)审计师

"5#6"$的均值为 #)#+#说明样本中由(四大)审计

师审计的企业约占 +g#行业专长审计师"L9*s

A,?$的均值为 #)!$#说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

约占 !$g%

+#$

!

"

董沛武#程璐#乔凯!*客户关系是否影响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管理世界+!#$,年第 ,期%

江伟#底璐璐#姚文韬!*客户集中度与企业成本粘性'''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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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列出了皮尔森相关性统计系数% 审计质

量">Y$与客户集中度"Q=$&Q=!&Q=*$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 #)#"&#)#* 和 #)#*#均在 $g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客户集中度越高#审计质量越差% 审计质

量"5b$与(四大)审计师"5#6"$的相关系数为

3

#)#"#在 $g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四大)审计师

能够提升审计质量% 审计质量">Y$与审计师行

业专长"L9*sA,?$的相关系数为3

#)#!#在 $g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够提

升审计质量%

表 !4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IM(IREA : JAI0 >& F!+ F+# F%+ J(0 JIP

>Y $, !$+ #)#, #)#, #)#! #)#+ #)$# # #)",

Q=$ $, !$+ #)*$ #)!! #)$+ #)!+ #)"! # $

Q=! $, !$+ #)#2 #)$$ #)#$ #)#! #)#+ # $

Q=* $, !$+ #)$" #)$+ #)#+ #)#6 #)$% # $

5#6" $, !$+ #)#+ #)!$ # # # # $

L9*sA,? $, !$+ #)!$ #)"$ # # # # $

G.; $, !$+ #)"* #)!$ #)!2 #)"! #)+, #)#+ #),6

*#R. $, !$+ !!)#* $)!" !$)$% !$),, !!)%$ $+)+, !,)+#

7U> $, !$+ #)#" #)#, #)#$ #)#" #)#%

3

$),2 #)2,

G%&& $, !$+ #)$# #)*$ # # # # $

=IU $, !$+ #)#" #)#, # #)#" #)#,

3

#)%$ #)2,

>6. $, !$+ 6)"$ 2)+, " , $+ $ !6

U! $, !$+ #)#" #)$, # # # # $

O%'$ $, !$+ #)*" #)$+ #)!! #)*! #)"" #)#* #)6#

5)$)1(. $, !$+ #)%* #)2! #)!" #)+2 $)#" # "

*+)+. $, !$+ #)*! #)"% # # $ # $

表 *4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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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二"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分析

表 "报告了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的检验结

果% 客户集中度的指标 Q=$&Q=!&Q=* 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 #)#$6&#)#*! 和 #)#!"#均在 $g的水平

上显著#说明客户集中度越高#审计质量越差% 从

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重看#Q=$ 每提高一个标准

差#审计质量将会下降 #)##"% 不论从统计意义还

是从经济意义上讲#客户集中度均降低了审计质

量#说明假设 $成立%

从控制变量看#规模越大&经营活动现金流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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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权性质为国有&经营业绩越好的企业审计质量

越高#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一大股东持股越

高&股权制衡度高&发生亏损&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

业审计质量越低#与现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表 "4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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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注!

"""

&

""

&

"

分别表示 $g&+g&$#g的显著性水平#并采用公司层面的聚类回归#下同%

44!三"稳健性检验

$)采用\'R(?回归

本文采用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审计

质量#考虑其数值为非负数%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

原理#本文对模型"!$采用 \'R(?回归进行检验%

表 +第"$$o"*$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客户集中度

指标 Q=$&Q=! 和 Q=* 的回归系数均在 $g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审计

质量越低#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受回归方法的

影响%

!)替换因变量

借鉴徐经长等!的研究#用审计收费度量审

计质量#其数值越大意味着审计质量越高#将其取

对数后代入模型"!$% 表 +第""$o"2$列报告了

回归结果#Q=$&Q=! 和 Q=* 的回归系数均在 $g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越高#

审计质量越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成立%

*)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避免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本文采用倾

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 借鉴XDIE(SIE等的研究

方法"

#按照是否存在大客户将样本分为处理组

"存在大客户$与控制组"不存在大客户$#采用

Y'<(?回归计算倾向得分#并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

回归检验% 表 2第"$$o"*$列报告了回归结果#

客户集中度 Q=$&Q=! 和 Q=* 的回归系数均在

$g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客户集中度越高导致

企业审计质量的降低#在控制遗漏变量后本文的

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互为因果关系

审计质量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客户集中度%

薛爽等的研究指出#为了保持客户关系企业存在

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

#也就是说只要客户发现

%#$

!

"

#

徐经长#汪猛!*企业创新能够提高审计质量吗0+#*会计研究+!#$%年第 $!期%

XDIE(SIE# W@&&# KAMBE(0<# A?IE)(H@>?'JAMH'0/A0?MI?('0 (̂>1 I0& ?DAH'>?'Bc_@(?GHIF(?IE)# H%,/1)$%4>((%,1+#16 )1- 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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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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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爽#耀友福#王雪方!*供应链集中度与审计意见购买+#*会计研究+!#$,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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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在较低的审计质量可能影响到其经营#客

户很可能终止与企业的业务合作#导致企业依赖

主要客户的情况% 为此#借鉴 XDIE(SIE等的研

究!

#采用行业内五大客户的平均销售比例作为

工具变量% 表 2 第""$ o"2$列报告了第二阶段

的回归结果#客户集中度 Q=$&Q=! 和 Q=* 的回

归系数均在 $g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客户集

中度降低了企业的审计质量#在考虑互为因果关

系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 +4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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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内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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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四"&四大'审计师%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

的回归分析

表 %报告了不同审计师规模下客户集中度对

审计质量的影响% Q=$&Q=! 和 Q=* 回归系数在

$g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

降低审计质量% 交乘项 Q=$

"

5#6"&Q=!

"

5#6"

和Q=*

"

5#6"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

#)#!"&

3

#)#*!

和3

#)#*##在 +g&$#g和 +g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与非(四大)审计师相比#(四大)审计师能够缓解

客户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可能是由于

(四大)审计师能够降低客户集中度企业财务报

告的重大错报#说明假设 !成立%

!五"审计师行业专长%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

量的回归分析

表 ,报告了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客户集中度与

审计质量两者的影响% Q=$&Q=! 和 Q=* 的回归

系数分别在 $g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较高的

客户集中度会降低审计质量% 交乘项 Q=$

"

L9*

sA,?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 Q=!

"

L9*sA,?和

Q=*

"

L9*sA,?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g和 $#g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

够提高客户集中度较高企业的审计质量#假设 *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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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洪金明!审计师特征&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

表 %4审计规模%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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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审计师行业专长%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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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4进一步研究

在关系型交易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客户集中

度越高#审计质量越低%客户集中度加剧了企业

财务报告的错报风险#从而降低了审计质量% 研

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较高

的客户集中度会导致客户的风险向企业转移#一

旦客户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企业的销售

收入会迅速大幅下滑#甚至之前交易形成的应收

账款无法收回#加剧企业的经营风险!

% 客户集

中度越高的企业越可能被主要客户要求投资于更

多的特定关系资产#也面临着遭受(敲竹杠)的可

能"

% 事实上#这些错报风险是由于企业的经营

风险所引起的% ['<I0等指出企业财务报告质量

是经营风险的重要方面#

#财务报告质量随着客

户依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对审计师而言意味着

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 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业会

越容易发生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税务筹划等激进

的财务行为% 所以#客户集中度加剧了企业的经

营风险#进而增大了企业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

险#损害了审计质量% 为此#经营风险在客户集中

度与审计质量间存在中介效应% 本文借鉴温忠麟

等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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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3表示企业的经营风险#根据陈正林的研

究采用三年内滚动的 7U>的标准差来衡量%

#其

结果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越高% 其余变

量的定义与模型"!$相同% 表 6 报告了影响机理

分析的检验结果% 第"$$&"*$&"+$列是模型"+$

的回归结果#Q=$&Q=! 和 Q=* 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意味着随客户集中度的提高#企业的经

营风险越大,第"!$&""$&"2$列是模型"2$的回

归结果#Q=$&Q=! 和 Q=*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

正#7#&3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经

营风险越高#审计质量越差% 综合来看#客户集

中度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从而降低了审计质

量#中介效应检验的 *%E.$值均显著#说明经营

风险在客户集中度与审计质量间起到中介

作用%

6#$

!

"

#

$

%

孟庆玺#白俊#施文!*客户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助力抑或阻碍'''基于客户个体特征的研究+#*南开管理评论+!#$,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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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影响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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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4研究结论与启示

关系型交易导致我国企业出现了客户集中度

较高的现象#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 审计

师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审计质量是否受到客

户集中度的影响以及这一关系在不同的审计师特

征下是否存在差异0 本文以 !##% 年至 !#$6 年5

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

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的

企业审计质量越差#(四大)审计师和具有行业专

长的审计师能够缓解客户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负

面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

业经营风险越大#导致更低的审计质量%

本文的研究对提高审计质量&维护资本市场

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审计师应重点关注

客户集中度较高企业的经营风险#确保被审计企

业的审计质量% 审计师首先要分析客户集中度较

高企业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领域#通过加大审计

投入&分配执业经验丰富的审计师以及执行严格

的质量控制程序等措施降低财务报告存在的错报

风险#防范审计失败的风险% 第二#监管者应密切

关注客户集中度较高企业的审计质量% 客户集中

度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监管者应加大对

客户集中度企业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规模较小以

及不具有行业专长审计师审计的企业#防止审计

师与客户的合谋行为#切实降低出具不实审计报

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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