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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数据，从职业风险、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角度考察签字会计师性别差异对审计
独立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签字会计师的性别差异尽管在总体上对审计独立性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职业阶段的

早期和晚期，签字会计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具有显著影响，表明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会受到其职

业阶段的调节作用。并且，这种影响表现为，相对于男性签字会计师，女性的独立性偏低，说明性别差异对审计独

立性的影响主要受职业风险的驱动，而非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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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审计独立性会受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人员个体特征的影响。ＤｅＦｏｎｄ 和 Ｆｒａｎｃｉｓ 明确指出，
审计独立性研究应拓展到会计师事务所的个体层面进行考察［１］。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人员的个

体特征中，性别差异①是影响审计独立性的一个尤其重要的因素［２］。

然而，学术界考察签字会计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经验研究比较有限，并且存在争

议，主要原因包括：其一，绝大多数国家仅要求审计报告上签署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无须签署负责审

计该公司的会计师名字，使得很难获得签字会计师的个体信息；其二，尽管在澳大利亚、欧盟、中国大

陆及台湾地区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要求签署负责审计的会计师名字，但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背

景下，会计师面临的风险压力会有差异；其三，签字会计师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可能会受到

签字会计师职业阶段等因素的调节作用。

关于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审计人员受到会

计师事务所一致的训练和管理，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会表现出等同性，因而性别差异不会显著影响审计

独立性［３］；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同性别的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其风险偏好、判断和决策具有个体

差异，因而审计人员之间的性别差异会显著影响审计独立性［４ ５］。

尽管性别差异会影响审计独立性的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在其影响的表现上存在争

议：一方认为，女性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更高，因为她们更规避风险并有更高的职业道德［６ ７］；而另一方

认为，女性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可能更低，原因在于为了规避职业风险，她们不愿与客户公司出现分歧

而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８］。

本文利用中国证券市场数据，着重从职业风险、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考察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

的影响，旨在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认识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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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国家，法律保护水平较低，对审计人员而言，规避由审计失败带

来的法律风险①就显得不是最重要。同时，低法律风险会导致对坚守职业道德的激励不够，从而容易

让审计人员出现“懈怠”。由此，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可能不足以有效促使女性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高

于男性，而职业风险②可能导致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具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重男轻

女”思想形成的性别歧视，让女性审计人员面临更大的职业风险，由于其规避风险的本性偏好，为了

个人的职业发展，女性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可能比男性偏低。此外，根据 Ｓｕｐｅｒ 的职业阶段理论，职业
风险会随着职业阶段的不同而出现波动［１０］。这意味着，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可能会遭到审

计人员不同职业阶段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将职业阶段纳入分析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中。

本文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手工收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签字会计
师信息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１）拓展和细化了审计独立性个体层面的研究，为理解
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提供来自转型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据，从职业风险、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

对比分析中增添新的认识③；（２）将职业阶段纳入分析模型，发现不同职业阶段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
立性的影响不同，从而细化和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同时说明，在考察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时，需要考虑职业阶段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自从 ＤｅＦｏｎｄ 和 Ｆｒａｎｃｉｓ、Ｎｅｌｓｏｎ 和 Ｔａｎ 等学者强调审计人员的性别差异会影响到审计独立性以
来［１，１２］，学术界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经验研究。然而，由于获得审计人员个体信息数据的限制④，经验

研究比较有限，实验研究相对较多［１３ １５］。

不管是经验研究还是实验研究，研究结论都不统一。Ｃｈｉｎ 等和 Ｈａｒｄｉｅｓ 等对台湾地区和比利时
的数据研究表明，女性签字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更高，比男性更可能签发非标意见，说明性别差异对

审计独立性具有显著影响［１６ １７］，这与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Ｇｏｌｄ等实验研究结论一致［１８，１５］，女性更规

避风险并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然而，Ｈｏｓｓａｉｎ 和 Ｃｈａｐｐｌｅ 以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发现了不同的结
论，女性签字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偏低，比男性更不可能签发非标意见，这与他们提出的女性职业风

险压力更大的假说基本一致［８］。不过，在实验研究方面，Ｂｒｅｅｓｃｈ 和 Ｂｒａｎｓｏｎ 发现，审计独立性在女性
与男性之间没有系统差异，这表明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女性在发现会计报

表错报方面有优势，而在分析错报准确性方面不如男性［１４］。

国内主要从盈余管理角度考察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且研究结论存在争议。丁利等研

究发现女性签字会计师在对应计盈余管理的约束上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

没有影响［１９］。而叶琼燕和于忠伯研究发现，女性签字会计师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不如男性，表明

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有显著影响，女性的审计质量比男性偏低［２０］。施丹和程坚的研究发现，女性签

字会计师只在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上与男性有差异［２１］。此外，Ｇｕｌ 等研究中国的数据发现，女性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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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Ｃａｒｃｅｌｌｏ和 Ｐａｌｍｒｏｓｅ的分析［９］，法律风险指事务所由于审计失败而被诉讼和承担法律赔偿数量的联合概率。
依照 Ｈｏｓｓａｉｎ和 Ｃｈａｐｐｌｅ的分析［８］，职业风险指事务所由于丢失审计客户而承受的经济损失和职业安全及其发展受损的联合

概率。

Ｇｕｌ等研究中国的证券审计市场发现，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没有显著影响［１１］，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细分不同职业阶段性别
差异的影响和不同组合（纯女组 ｖｓ纯男组和混合组 ｖｓ纯男组）的性别差异影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审计报告需要负责审计项目的
两名签字会计师签名，因而有三种签字会计师性别组合情况，即纯女组（两名签字会计师签名皆为女性）、混合组（一名签字会计师为

女性，一名签字会计师为男性）、纯男组（两名签字会计师签名皆为男性）。本文从职业风险、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的对比分析来拓展

他们的研究。

截至目前，在澳大利亚、欧盟国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审计报告才开始强制要求签署负责该审计项目的合伙人或会计师的

名字。



字会计师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１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独立性是签字会计师的灵魂，也是维系审计行业生存发展的关键。然而，在现实的审计活动中，

独立性会受到签字会计师职业压力和法律监管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归根结底是对其成本收益的权衡。

换言之，即使某项审计判断或业务会损害独立性，但如果其收益高于成本，签字会计师作为一个理性

的经济人，也会坚定的选择去做，反之亦然。尽管职业道德对签字会计师的约束会降低审计独立性被

损害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缺乏足够的激励和动力去支撑坚守职业道德对签字会计师带来的个人收

益，职业道德的约束也会因激励不足而逐渐松懈，职业道德水平会因此而下滑。因而，职业道德的约

束力量需要硬性的法律力量来支撑，强大的法律监管使职业道德的约束力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从这

个层面讲，职业道德对签字会计师的约束内生于法律监管的有效和完善，原因在于，低效的法律监管

会因导致对坚守职业道德的激励不足而容易让审计师出现“懈怠”问题。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从职业风险、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对比分析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

响，可以聚焦为从职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两股力量进行考察。因为对签字会计师而言，职业压力会带来

职业风险，法律监管会带来法律风险。

一般而言，签字会计师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高级经理，负责整个审计项目工作的计划、开

展、实施与监督，并最终决定审计意见的签发类型①。签字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字，意味着对整个

审计工作过程和审计意见承担最终责任和风险。当发现公司的财务报告存在错误和不当行为时，签

字会计师能否客观、公正、独立的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取决于以下两方面风险的成本收益权衡：一方

面，如果不客观独立地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会计师事务所会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签字会计师将承

担最终法律责任，因而，法律风险会促使签字会计师提高审计独立性，避免承受法律惩罚带来的成本；

另一方面，如果客观独立的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会计师事务所会失去审计客户，签字会计师会被置

换签字权，从而损失客户资源和经济收入，签字会计师面临职业安全和职业晋升受损的风险，因而，职

业风险会降低签字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避免出现职业危机和经济收入下降。职业风险和法律风险

两股力量对签字会计师审计独立性此消彼长的影响，使得两股力量的对抗体现为签字会计师独立性

的高低：如果职业风险高于法律风险，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会处于低水平状态，反之亦然。在我国证

券审计市场上，职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两股力量的对抗呈现一边倒的情形，即法律风险低，职业风险相

对较高，这导致签字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普遍偏低。原因在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新兴

经济市场，法律条文制定和执行的力度都不够完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低，高质量审计有效需求不

足，对签字会计师而言，规避由审计失败带来的法律风险和惩罚成本不是最重要的。同时，低法律风

险会导致对坚守职业道德的激励不够而容易出现“懈怠”问题。因而，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法律风险和

职业道德不足以促使签字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得到提高。

在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上，签字会计师的职业风险相对较高。在职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两股力量的

对抗中，职业风险对签字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审计独立性因此下降。首先，我国证券

审计市场是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争抢客户是会计师事务所生存发展的先决要务，对签字会计师更是

如此，客户资源是签字会计师在事务所中职位晋升和影响力扩大的基础，因而，对客户的依赖性降低

了签字会计师对独立性的追求。其次，与客户公司保持良好关系，签字会计师可以通过客户公司挤入

其高管行列②，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种以“旋转门”为目的的投机性职业规划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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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审计意见在我国大致可分为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两种类型：标准审计意见指标准无保留意见；非标准审计意见包

含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

Ｇｅｉｇｅｒ等将会计师离开事务所到客户公司任职工作称为审计市场上的“旋转门”现象［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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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签字会计师对独立性的追求。最后，签字会计师的客户资源越多，越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壮

大和排名的提升①，越有利于签字会计师获得更多的政治便利，如进入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审核委员

会成为审核委员②，这种对排名和政治利益的追求也会降低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

我国一个显著的制度特征是几千年“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加上女性生育和身体机能

等特有原因，导致性别歧视在我国较为普遍，这使得不同性别的签字会计师面临的职业风险不同，表

现为女性签字会计师比男性的职业风险更大。女性在就业、晋升和收入报酬上会受到不公平待遇。

因而，对于女性签字会计师而言，更看重已经取得的事务所合伙人或高级经理的职位，并更在乎其职

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规避职业风险，女性签字会计师不愿与客户公司出现分歧，加之比男性更厌恶

风险的天然特征，女性签字会计师可能更不愿签署非标准审计意见，因而表现出独立性偏低。然而，

诚如前人的研究，相比于男性签字会计师，女性的职业道德可能更高，更不愿从事有损审计质量的行

为，因而表现出更高的独立性，更可能发表非标准意见来坚守职业道德和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由于

这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本文提出一个假设 Ｈ１。
Ｈ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低于男性。
此外，根据职业阶段理论③，职业风险可能会随着职业阶段的不同而出现波动。职业发展如同生命

周期一样，会随着工作环境和职业压力的变化而表现出特有的阶段特性，并呈现在不同的职业阶段。按

照这一理论，签字会计师的职业生涯也会随着职业压力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职业阶段，从而影响到其

风险偏好和行为。然而，根据上述的分析，即使在同一职业阶段，由于性别差异，也会使职业风险在不同

性别的会计师身上表现不同。因而，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职业风险不但会表现出阶段特性，而且在

不同性别会计师身上的阶段特性表现也不同。换言之，在不同的职业阶段，职业风险因不同性别表现出

的差异化会呈现出阶段性，进而对签字会计师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上述的分析意味着，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可能会受到来自签字会计师不同职业阶段的

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职业阶段早期，签字会计师急于开拓市场，提升个人能力，面临的职业压力更

大，在充满性别歧视的职场竞争中，女性签字会计师的职业压力尤甚，因而，其审计独立性会更低；在

职业阶段中期，由于已经取得一定的签字权市场份额，能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同，职业压力减小，此时市

场不会显著区分签字会计师的性别差异，因而，女性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与男性可能没有显著差异；

在职业阶段晚期，女性比男性求稳的愿望更强烈，并且，女性进入老年化后，工作时间的分配和效率比

男性下降得更大，维持现有的市场份额变得更加困难，因而，女性签字会计师面临的职业风险更大，加

之规避风险的天然偏好，审计独立性相对男性会更低。当然，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在职业阶段的

早期和晚期，女性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比男性更高。在女性的职业阶段早期，由于不熟悉业务和技

术，工作态度更谨慎，也更关注细节，加之女性规避风险的天然偏好，女性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可能比

男性更高。同样，在职业阶段晚期，由于女性在规避风险方面的天然偏好，加之对安稳退休的追求，女

性表现得更加谨慎，独立性可能比男性更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
Ｈ２：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职业阶段早期和晚期的女性签字会计师，其独立性低于男性。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样本

（一）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本文参照前人的研究［２３ ２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５３·

①
②

③

中国会计师协会每年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综合排名主要以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和会计师的人数为依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规定，证券发行审核委员会的会计师专职委员，要求从综合排名前 ３０ 的具有
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中推荐。

职业阶段理论认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会存在不同的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行为［１０］。



Ｍａｏ ＝ α０ ＋ α１Ｇｅｎｄｅｒ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ε
因变量 Ｍａｏ为虚拟变量，用来衡量签字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如果签字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

见，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①。自变量 Ｇｅｎｄｅｒ 为虚拟变量，如果审计报告上的两名签字会计师含有女
性，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根据《中国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由两名
会计师签字、盖章并加盖事务所公章，由此，如果两名签字会计师中至少有一名为女性，Ｇｅｎｄｅｒ将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包含如下变量：大型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Ｂｉｇ，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规模②

为前十大，归为大所，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加入该变量是为了控制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意见签发的影
响；客户重要性 ＣＩ，用客户资产占事务所所有客户资产的比例表示，用以控制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意见签
发的影响；法律环境指数 Ｌｅｇａｌ，采用樊纲等的数据［２８］，用以控制法律环境水平对审计意见签发的影响；

总资产周转率 Ａｔｕｒｎ、流动比率 ＣＲ、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率 Ｒｅｃ、存货占总资产比率 Ｉｎｖ、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总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和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用以控制客户公司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审计意见签发的影响。

此外，为了控制极值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 １％水平的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
表 １　 研究样本的分布情况

行业代码 公司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Ａ １３３ ２． ４１ ２． ４１
Ｂ １２７ ２． ３ ４． ７２
Ｃ０ ２２７ ４． １２ ８． ８４
Ｃ１ ２５９ ４． ７ １３． ５４
Ｃ２ １６ ０． ２９ １３． ８３
Ｃ３ １１６ ２． １１ １５． ９３
Ｃ４ ５９８ １０． ８５ ２６． ７９
Ｃ５ ２４７ ４． ４８ ３１． ２７
Ｃ６ ４９６ ９ ４０． ２７
Ｃ７ ９７４ １７． ６８ ５７． ９５
Ｃ８ ３３５ ６． ０８ ６４． ０３
Ｃ９ ７９ １． ４３ ６５． ４６
Ｄ ２１６ ３． ９２ ６９． ３８
Ｅ １３１ ２． ３８ ７１． ７６
Ｆ ２１５ ３． ９ ７５． ６６
Ｇ ３７４ ６． ７９ ８２． ４５
Ｈ ３３８ ６． １３ ８８． ５８
Ｊ １６８ ３． ０５ ９１． ６３
Ｋ １７４ ３． １６ ９４． ７９
Ｌ ３７ ０． ６７ ９５． ４６
Ｍ ２５０ ４． ５４ １００
合计 ５，５１０ １００

　 　 注：行业代码来源于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二）数据样本

本文选择我国证券市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
样本，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上的签字会计师个体信息从中国会计师协

会（ＣＩＣＰＡ）网站查询获取，并作以下筛选：（１）剔除金融类公司；
（２）剔除性别和财务数据信息不完全的样本。最后本文得到 ５５１０
个研究样本，样本的分行业分布情况见表 １。本文其他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女性组和男性组签字会计师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下页表

２。女性组出具非标准意见 Ｍａｏ 的概率为 ０． ０６１６，低于男性组的
０ ０７１８，表明女性组签发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低，但是在统
计上不显著。女性组在大所 Ｂｉｇ 的概率（０． ３３８５）要高于男性组的
概率（０． ２９４９），并在统计上显著。女性组客户公司的法律环境 Ｌｅ
ｇａｌ要显著好于男性组的客户公司。女性组客户公司的资产周转率
Ａｔｕｒｎ、资产规模 Ｓｉｚｅ显著高于男性组的客户公司，而流动比率 ＣＲ低于男性组的客户公司，应收账款
占总资产比率 Ｒｅｃ要高于男性组的客户公司，表明女性组客户公司的经营效率要好于男性组的客户
公司，但是其财务风险要高于男性组的客户公司。女性组的客户公司数为 ２７０９ 家，男性组的客户公
司数为 ２８０１ 家，表明女性组与男性组的客户数量相当。

（二）回归结果分析

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见下页表 ３。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知，性别差
异 Ｇｅｎｄｅｒ对非标准审计意见 Ｍａｏ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因而不能说明女性组签字
会计师的独立性低于男性组签字会计师，更不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假设 Ｈ１ 没得到支持。性别

·６３·

①

②

非标准审计意见指的是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标准审计意见指标准无保留意见。

Ｗａｔｔｓ和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明确指出，审计质量是审计人员工作能力和独立性的联合生产函数，换言之，工作能力体现为发现财务年报错报的可
能性，独立性体现为发现错报后报告的可能性，因而审计质量也可以表述为审计人员发现和报告错报的联合概率［２７］。因此，学术界在衡

量审计独立性时，通常遵循这一理论逻辑，采用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来衡量审计独立性。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以其客户公司的总资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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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女性组和男性组签字

会计师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女性组 男性组 均值检验 秩检验

均值 均值 ｔ ｚ
Ｍａｏ ０． ０６１６ ０． ０７１８ － １． ５１ － １． ５０
Ｂｉｇ ０． ３３８５ ０． ２９４９ ３． ４９ ３． ４８
ＣＩ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３１４ １． ３９ １． ８３
Ｌｅｇａｌ ６． ７８５２ ６． ３３７６ ５． ３５ ３． ７１
Ａｔｕｒｎ ０． ７１６０ ０． ６６８４ ３． ５６ ４． ００
ＣＲ １． ８８４５ ２． ０２１９ － ２． ０９ － ０． １６
Ｒｅｃ ０． ０８６０ ０． ０７９５ ２． ９２ １． ８３
Ｉｎｖ ０． １７４８ ０． １６７４ １． ７５ １． ２２
Ｌｅｖ ０． ５３４３ ０． ５３０８ ０． ３５ ０． ４８
Ｒｏａ ０． ０３７８ ０． ０３９２ － ０． ６８ － １． ３８
Ｓｉｚｅ ２１． ５７２０ ２１． ４９７８ ２． １４ １． ５０
Ｎ ２７０９ ２８０１

　 　 注：（１）女性组，指审计报告上两名签字会计
师中至少一名为女性；男性组，指审计报告上两名

签字会计师皆为男性。Ｎ为公司样本数。（２）秩
检验为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检验。“”、“”和“”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水平下统计显著（双尾
检验），下同。

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可能会受到签字会计师职业阶段

的调节作用。参照前人对职业阶段的划分［２９］，本文将签字

会计师的职业阶段分为职业早期、职业中期和职业晚期。具

体而言，如果审计报告上两名签字会计师的年龄均小于 ３９
岁，则认定该组签字会计师的职业阶段属于职业早期；如果

审计报告上两名签字会计师中年龄较大者在 ３９ 岁和 ５０ 岁
之间，则认定该组签字会计师的职业阶段属于职业中期；如

果审计报告上两名签字会计师中年龄较大者大于 ５０ 岁，则
认定该组签字会计师的职业阶段属于职业晚期①。

不同职业阶段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见表 ３。从回归结果可知，性别差异 Ｇｅｎｄｅｒ 在职业早期和职
业晚期对非标准审计意见 Ｍａｏ 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
在职业早期和职业晚期，女性组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比男性

组低，更不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假设 Ｈ２ 得到支持。
表 ３　 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女性组 ＶＳ男性组

因变量：Ｍａｏ
全样本 职业早期 职业中期 职业晚期

Ｇｅｎｄｅｒ － ０． １１２ － ０． ７９６ ０． １４１ － １． １０９
（－ ０． ７７） （－ １． ８６） （０． ７６） （－ ２． ６４）

Ｂｉｇ ０． ２０６ ０． ７０８ ０． ０２５ ０． ５０７
（１． １４） （１． ７２） （０． １１） （０． ８８）

ＣＩ １． ００１ ３． ６１０ － ０． ８２８ ０． １００
（０． ３９） （０． ７６） （－ ０． ２１） （０． ０１）

Ｌｅｇａｌ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 （－ ０． ９８） （０． ７４） （－ ０． ９５）

Ａｔｕｒｎ － ０． ４４８ － ０． ０３０ － ０． ３３８ － １． ７７３
（－ １． ８０） （－ ０． ０８） （－ １． ０３） （－ ２． ７２）

ＣＲ －０． １１９ －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４９ － ０． １７８
（－ １． ３４） （－ ０． １９） （－ １． ０７） （－ １． １５）

Ｒｅｃ － ３． ３６５ － ９． ６０２ － ３． ７０１ ３． ７２８
（－ ２． ５７） （－ １． ８９） （－ ２． ０４） （１． ７７）

Ｉｎｖ － １． ６４１ － １． ３５２ － １． ３２８ － ６． １２８
（－ ２． ４４） （－ ０． ９１） （－ １． ５２） （－ ３． ３３）

Ｌｅｖ ２． ８６４ ３． ４６７ ２． ３１４ ６． ９９８
（６． ４０） （４． １４） （４． １９） （５． ７１）

Ｒｏａ － ６． ３５２ － ６． ４０３ － ６． ７７５ － ７． ２９７
（－ ７． ６６） （－ ３． ５９） （－ ６． ２２） （－ ２． ７８）

Ｓｉｚｅ － １． ０８９ － １． ２５０ － １． １９４ － １． ００３
（－１２． ０９） （－ ５． ３０） （－１０． ３０） （－３． ８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９． ７９８ －２２． ０３１ －２２． ３３９ －１８． １２２
（－１０． ６０） （－ ４． ４８） （－ ９． ４８） （－ ３． ２１）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５１０ １１８２ ３５４２ ７８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４６５ ０． ５１５ ０． ４７４ ０． ５９１
Ｃｈｉ２ ４０８． ５３８ ５１３６． ５１６ ３０２． ５６４ ４８８７． ８２９

　 　 注：Ｙｅａｒ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是年度和行业控制变量；括号里为 ｔ值，且经过了 Ｗｈｉｔｅ异方差矫正。

·７３·

①Ｓｕｐｅｒ的研究认为，在职业阶段的划分上，基于生命年龄划分可以很好地捕捉其职业阶段的特征［１０］。《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
计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是该项目的审计负责人和事务所合伙人，换言之，审计工作人员取得注册会计师

执业资格后，成为审计项目的负责人或事务所合伙人，才可能获得签字机会，而在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一般需要 １０ 年才能
做到审计项目的负责人或事务所合伙人。在获得签字机会的早期，也就是签字会计师职业阶段的早期，需要开拓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同时提升个人的业务能力，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大约到 ３９ 岁。从 ３９ 岁到 ５０ 岁，处于职业阶段的中期，由于已经取得一定的签字权
市场份额，能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同，稳定中求发展是这一阶段的职业特征。５０ 岁后为职业阶段的晚期，力求保持现状，安稳退休，是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率 Ｒｅｃ、存货占总资产比率 Ｉｎｖ、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总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和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非标
准审计意见的签发有显著影响。

（三）进一步检验

在上述研究中，性别差异 Ｇｅｎｄｅｒ被定义为，审计报告上两名签字会计师中至少有一名为女性时，
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因此，女性组的两名签字会计师可能是均为女性的纯女组合，也可能是一男
一女的混合组合。为了进一步考察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本文将女性组签字会计师细分为

纯女性组和混合组。审计报告上的两名签字会计师，均为女性则属于纯女性组，一男一女则属于混合

组，以此区分纯女性组 ＶＳ 男性组与混合组 ＶＳ 男性组两种不同组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
影响。

表 ４ 是纯女性组 ＶＳ男性组组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回归结果。与表 ３ 的结果相似，
在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性别差异 Ｇｅｎｄｅｒ对非标准审计意见 Ｍａｏ 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在统计上不
显著。在各个职业阶段性别差异的回归结果中，只有职业早期和职业晚期的性别差异 Ｇｅｎｄｅｒ对非标
准审计意见 Ｍａ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 ４ 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纯女性组 ＶＳ 男性组组合的
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Ｈ１ 没有得到支持，但是在签字会计师职业阶段的早期和
晚期，纯女性组 ＶＳ男性组组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具有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表现为相对于男
性组签字会计师，纯女性组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偏低，假设 Ｈ２ 得到支持。

表 ４　 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回归结果：纯女组 ＶＳ男性组

因变量：Ｍａｏ
全样本 职业早期 职业中期 职业晚期

Ｇｅｎｄｅｒ － ０． ２６７ － ２． １６１ ０． ２１７ － １． ７７６
（－ ０． ９４） （－ １． ８７） （０． ５８） （－ ２． ５４）

Ｂｉｇ ０． ３９０ １． ３１２ ０． １３３ ０． ５９７
（１． ６８） （２． ９９） （０． ４５） （０． ７１）

ＣＩ － ２． ４７４ ５． ５０７ － ４． ０５９ － １５． ０６７
（－ ０． ５６） （０． ８８） （－ ０． ６３） （－ ０． ９５）

Ｌｅｇａｌ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１１
（０． １６） （－ ０． ８９） （０． ３６） （－ １． ６０）

Ａｔｕｒｎ － ０． ７５６ ０． １９３ － １． ０２６ － １． ５１８
（－ ２． １３） （０． ４２） （－ １． ９２） （－ １． ４１）

ＣＲ －０． １３４ ０． ０１９ － ０． １６６ － ０． ２７２
（－ １． １８） （０． ２２） （－ ０． ９８） （－ １． ０５）

Ｒｅｃ － ３． ８９３ － １５． ５４０ － ２． ７０８ １． １３６
（－ ２． ４０） （－ ２． ３３） （－ １． ２２） （０． ４４）

Ｉｎｖ － ３． ７４５ － ２． ３５０ － ５． ３４２ － ８． ７７４
（－ ２． ９８） （－ １． ２１） （－ ２． ２８） （－ ２． ２５）

Ｌｅｖ ３． ０２３ ３． ６８１ ２． ６１６ ８． ４５８
（５． ７４） （３． ５２） （３． ７７） （３． ８５）

Ｒｏａ － ５． ６２４ － ３． ９２７ － ６． １３３ － ６． ３４０
（－ ５． ４１） （－ ２． ０２） （－ ４． １９） （－ １． ６９）

Ｓｉｚｅ － ０． ９９６ － １． ４７０ － １． １３９ － ０． ９６６
（－ ９． ３６） （－ ５． ０９） （－ ７． ２８） （－ ２． ５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１８． ５０８ － ２６． ６９１ － ２２． １３１ － １７． ４４３
（－ ８． ２２） （－ ４． ４１） （－ ６． ８３） （－ ２． ０８）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３３０ ７０６ ２２０３ ４２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４８４ ０． ５７５ ０． ５３５ ０． ５９１
Ｃｈｉ２ ３１６． ４３１ ２８９８． ６４１ ４００３． ７７２ ５６０６． ９９９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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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是混合组 ＶＳ男性组组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在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中，性别差异 Ｇｅｎｄｅｒ对非标准审计意见 Ｍａｏ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在各个职业阶
段性别差异的回归结果中，只有职业晚期的性别差异 Ｇｅｎｄｅｒ对非标准审计意见 Ｍａｏ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表 ５ 的回归结果表明，只有在职业晚期的混合组 ＶＳ 男性组组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具
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同样表现为混合组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比男性组偏低。

表 ４ 和表 ５ 进一步检验的经验数据表明，由于混合组中有男性签字会计师，使得混合组 ＶＳ 男性
组组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不如纯女性组 ＶＳ 男性组组合的性别差异明显，从而说明，相
对于男性组，纯女性组的审计独立性比混合组低得更明显。进而证实了女性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比

男性更低，只不过体现在其职业阶段的早期和晚期这一结论。

表 ５　 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回归结果：混合组 ＶＳ男性组

因变量：Ｍａｏ
全样本 职业早期 职业中期 职业晚期

Ｇｅｎｄｅｒ － ０． ０７９ － ０． ６７３ ０． １２４ － ０． ９０５
（－ ０． ５２） （－ １． ５２） （０． ６４） （－ ２． ０２）

Ｂｉｇ ０． １４４ ０． ７９３ － ０． １０２ ０． ６４７
（０． ７７） （１． ８０） （－ ０． ４３） （１． ０４）

ＣＩ ０． ２１４ ３． ９１９ － １． ８９０ － ０． ２８５
（０． ０８） （０． ８２） （－ ０． ４５） （－ ０． ０２）

Ｌｅｇａｌ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６６
（０． ３７） （－ ０． ８２） （１． ３６） （－ １． ０９）

Ａｔｕｒｎ － ０． ４３０ ０． ００６ － ０． ３１９ － １． ７２４
（－ １． ６８） （０． ０２） （－ ０． ９２） （－ ２． ６１）

ＣＲ －０． １９９ － ０． ０２０ － ０． ３０３ － ０． １７１
（－ ２． ０６） （－ ０． ２０） （－ １． ６９） （－ １． １２）

Ｒｅｃ － ３． ９９９ － ８． ８１１ － ４． ９０９ ３． ６８６
（－ ２． ８５） （－ １． ７４） （－ ２． ４３） （１． ８１）

Ｉｎｖ － １． ７０３ － ２． ０１２ － １． １８４ － ６． １０７
（－ ２． ３９） （－ １． ２１） （－ １． ２９） （－ ３． ３１）

Ｌｅｖ ２． ６５３ ３． ６４８ ２． ０１４ ６． ５７０
（５． ８６） （４． １３） （３． ５１） （５． ２９）

Ｒｏａ － ６． ２８９ － ６． １９６ － ６． ６５３ － ７． ３９５
（－ ７． ３９） （－ ３． ３６） （－ ５． ８７） （－ ２． ８７）

Ｓｉｚｅ － １． ０６１ － １． １５０ － １． １８４ － ０． ９５６
（－ １１． ４１） （－ ５． ０２） （－ ９． ７８） （－ ３． ６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１９． ４２２ － １９． ７９８ － ２２． ３４５ － １７． ４１５
（－ ９． ９８） （－ ４． １３） （－ ８． ９５） （－ ３． ０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９８１ １０４９ ３２３５ ６９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４５６ ０． ５０１ ０． ４６９ ０． ５８５
Ｃｈｉ２ ３８９． ９１１ ４６８０． ６２５ ２８８． １４０ ５０８０． ８８９

（四）稳健性测试

为了考察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做了如下的敏感性测试：其一，考虑到女性签字会计师在事务所和

客户公司选择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两阶段回归；其二，对性别差异 Ｇｅｎｄｅｒ 的计量采用顺序取
值，并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即审计报告上两名签字会计师属于男性组则取值为 ０，属于混合组则取值
为 １，属于纯女性组则取值为 ２；其三，为了控制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上的自相关性，进行了 Ｃｌｕｓｔｅｒ的参
差矫正。以上敏感性测试均显示，上述检验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没有实质性差异。

·９３·



五、研究结论和启示

学术界考察签字会计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经验研究比较有限，并且存在结论争议。

本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数据，从职业风险、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的角度研究签字
会计师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以此提供来自转型经济国家的证据和新的制度解释。

本文研究发现，在我国市场上，签字会计师的性别差异在总体上对审计独立性没有显著影响。而

当考虑到不同职业阶段的性别差异时，签字会计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有显著影响，但只体现在

职业阶段的早期和晚期。这说明，签字会计师的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会受到其职业阶段的

调节作用，并且这种影响表现为女性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比男性偏低。

对于本文的经验结果，我们提供的解释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的东方文化国

度，女性签字会计师面临的职业风险压力比男性更大，由于所处环境的法律风险压力较小，加上女性

规避风险的天然偏好，法律风险和职业道德不能产生主导作用，女性签字会计师的独立性比男性偏

低。据此表明，签字会计师的职业风险占主导作用。同时，由于职业风险在各个职业阶段表现不同，

因而，职业风险促使女性签字会计师独立性偏低的状况，会受到职业阶段的影响。

本文的启示：（１）女性签字会计师独立性偏低的原因主要来源于职业风险压力，正视性别差异，
降低职业风险压力，提高法律风险压力和职业道德，促使我国签字会计师独立性的良性发展，是我国

证券审计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２）性别差异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会受到其职业阶段的调节作用，这
说明加强签字会计师的职业规划和培训、风险意识和控制，是避免审计独立性随着职业阶段的发展而

出现波动的一个有效手段，也是提高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独立性的一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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