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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文化大革命”

运动，自 1966 年开始，持续近十年，给人们生活各方面带来了剧烈的影响。作

为文革的历史经历者，现今的企业高管们在企业管理中如何表现，经历过这些大

事件的企业管理者是否会在企业管理中表现出不同之处，一直鲜有文献进行研究。

以往研究高管特征，一般局限于教育背景、年龄等因素，很少有探讨其背后的深

层次的原因，本文以高管的文革经历为变量，并引入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探讨与

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 

本文中国 A股沪深两市从 2004年至 2012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

集 A 股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简历，并利用 CSMAR 的数据 构建上市公司高官的时代

特征库，研究经历过不同的历史事件，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将

高管是否经历文革以及经历文革的时间长短（分为小部分经历、大部分经历及完

全经历），分别采用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来文革经历的有无及强弱，本文是用多

元线性回归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在限定其他

条件的情况下，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与高层管理团队是否经历文革呈显著的负向相

关的关系，即经历文革的高管不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2）在限定其他条件的情

况下，企业的盈余管理与高管经历文革的时间长短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高管

经历的时间越长，越不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3)在限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企

业盈余管理行为与最终控制人性质呈显著的负相关的关系，即相比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更不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4）将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的文革经历交

乘后，发现国有企业中文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小于非国有企业中文革对盈余管理

的影响。  

本文站在真实历史事件的角度，通过分析高管人物所经历的大型历史事件，

以实证的方式与企业盈余管理建立联系，拓展了高管人物特征在实证研究中的应

用，发现了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丰富该方面的文献资料。 

关键词：文革；控制人；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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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experienced an impressive historical event 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0s.The Culture Revolution began from 1966, lasted for nearly 10 years 

which led a variety of change on people of china .As a group of senior mana

gers of listed companies who experienced the event , the event had a strong e

ffect on people’s recognition ,character value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man

agement behavior.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whether the event have already cau

sed some different changes on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There almost no 

documents about this aspect before, most of the papers are limited to top man

agers’ age ,gender and other aspects .The paper used “Culture Revolution” as a

n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 with earnings management . 

    The data which is used in the paper are collected by hand form the finan

cial report of listed companies. Some data of control variables are from the C

SMAR database. The study uses the dummy variable and number variable as t

he measurement of the intensity of Culture Revolution. The result presents that

whether top managers experienced Cultural Revolu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with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length of the time that top managers experience

d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with earnings manage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o

ther factors are controlled .In addition, the nature of ultimate owner can adjust

he effect that the Culture Revolution experience of top managers has on the ea

rnings management . 

In the eyes of the real historical events , this study analyze the effect that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caused ,and build the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earnings management with Culture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will enrich the stud

y about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p managers ,will exp

and the border of related study .  

Key Words : Cultural Revolution; Ultimate Owner; 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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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研究背景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披露，大量的财务报告舞弊案件通常都与较

差盈余质量如影相随。在国外，2001 年的美国能源大亨安然公司破产，2002 年

又相继出现了施乐公司、世界通信以及默克制药等公司的财务舞弊事件。在国内，

从早期的琼民源、红光实业，到闽福发、明天系，及至今日的绿大地、万福生科

等财务造假是层出不穷、前赴后继。新世纪之初国内外的一系列财务造假事件，

一方面对投资者的信心和股市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会计职业乃

至审计道德素质的信任危机。在这层出不穷财务舞弊事件的背后，通常是因为上

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而无法满足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预期和持

续盈利能力。反思我们对上市公司评价体系，在过去评价一家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时，通常关注盈余的“量”，而往往容易忽视企业盈余的“质”(即盈余质量)。 

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会计信息是企业所有者和其他利害关系

人了解企业真实营运情况的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会计信息在企

业各种契约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①。然而对于作为最主要衡量企业经营效

率和效果的盈余信息(包括盈余水平和盈余质量)，便自然地成为了契约各方在订

立契约时的考虑的主要条件。作为企业盈余的两个方面，企业 盈余不仅包括企

业盈余水平的高低，还包括企业盈余质量的高低，并且盈余信息的有效程度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余质量的高低。盈余质量是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其质量高低决定着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有

效。然而信息使用者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股东、债权人、银行、政府、监管部门以

及财务报表的其他使用者往往容易忽略它，正因为如此，上市公司财务的盈余质

量正越来越受到股东、债权人和监管部门等利害关系人的重视，也逐渐成为上市

                         

① Watts and Zimmerman.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C].Prentice-Hall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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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证研究的主阵地。 

1984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 Hambrick&Mason 在其经典论文《高阶：组织作为

高层管理人员的反映》提出了管理学中著名的 “高阶理论”。该理论的出现，

开创了领导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是组织的高层管理者会对其所

面临的情境做出具有自己个性的诠释和选择，高层管理者的行为是其价值观、认

知、经验等个性特征的反映；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决定着组织战略的形成，也影响

着组织中其他成员的行为，也因此组织是其高层管理人员的一种反映。该理论也

引发以高管层整体特征作为变量，研究其与企业管理行为的关系。 

在近年的学术研究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已成为财务研究的大趋势，从传统的盈余分析、与股东的持股、公司内部控制等

方面逐渐转向作为实际操作者的高层管理人员身上，人口统计学、心理学、社会

学、历史学等学科与管理学的交叉渗透，管理学研究的边界被极大拓宽。随着学

科间的交叉与渗透，国内外学者开始从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企业

高层管理者的行为问题，其中目前讨论较多的问题是行为主体的心理特征与人口

特征。随着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站在人口统计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

角度，从高层管理者的各种背景特征的来研究管理学的问题越来越普遍。 

1.1.2 问题提出 

高层管理者是企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决定企业业绩的优劣、管理的好坏，

而高管自身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又左右着其在企业中表现，企业盈

余的质量也即受高管自身因素的影响，包括学历背景、工作经历、年龄以及所经

历的成长环境等，国内外学者基于高管的背景特征对其行为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

究，Hambrick &Mason (1984)研究发现，具有不同背景特征的高管在行为上也是

迥然不同，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高阶管理理论认为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特征（如

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会影响其作出的管理行为，随着该理论的

不断完善和广泛的应用，而且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1]。Bantel 和

Jackson（1989）[2]、Bantel(1992)[3]、Camelo-ordaz（2005）[4]等研究发现高层

管理团队的年龄以及任期等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创新和教育；陈传明、孙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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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也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教育程度、年龄、教育等因素影响着公司的业

务多元化[5]；姜付秀、伊志宏等（2009）年发现管理者的年龄、工作经历等因素

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影响[6]；何威风、刘启亮（2010）研究发现企业的

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年龄同企业的财务报告的重述行为负相关[7]；季健（2011）研

究发现企业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平均任期以及规模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影响[8]；

顾亮、刘振杰（2013）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年龄与公司治理上的违规行为呈负相

关[9]；曹玉贵、肖超兰（2014）以高层管理团队的平均年龄、平均学历水平以及

财务工作经历为解释变量，发现企业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对其债务融资有正

向的促进作用
[10]
。 

回顾以往各类研究发现，高管的年龄对其在企业中的经营管理行为有着较大

的影响，显而易见，人之间的差异性使得管理者并非完全一样的，不同的管理者

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以及成长环境，在这里本文不禁要问，为何高管的年龄会对

其行为产生影响，为何在某个年龄段的人会有共同的行为倾向，目前的研究没有

对该相关性的根本原因给出答案。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以及 Flom的社会性格学说，

成长环境在个人性格以及价值观塑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站在历史的角

度，在同一社会中的个体无法避免不被卷进历史的历史漩涡，相同年龄段的人在

具有相同的成长的历史环境，这或许是造成其共同行为倾向的原因。1949 年新

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大变革，按时间顺序，从旧社会

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后又经历了赶英超美的大

跃进（1958-1960），紧接着是痛彻心扉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高考停

考、工厂停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迎来了计划生育政策（一

孩制）的全面实施（1980），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又数文化大革命对影响最为

深远、持续时间最长，并且现任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中绝大多数都经过了该历史

事件，所以本文以文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直接控制着盈余信

息的生成过程，盈余信息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管的行为。以往

的对盈余质量与高管联系的研究局限于对高管的股权激励、薪酬、任期、持股与

变更等方面（万蒙（2014）[11]、姜付秀等（2013）[12]、马连福等（2013）[13]、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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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才（2009）[14]等），目前有少量研究从高管背景特征的角度研究其与盈余管理

的关系，但仍然局限于表面特征，对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未做根本的解释。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根据高管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即文

化大革命出发，建立自变量体系，以实证研究的方式研究 A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与高管的文革经历的关系，一方面为前人研究中高管年龄对其企业经营管理行为

的影响差异做出回答，另一方面拓展了管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人口学等科目的交

叉融合，也起到了丰富该类文献资料的作用。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1.2.1 研究思路 

本文结合社会心理学、人口统计学、历史学以及管理学等学科相关方面的理

论，提取影响企业高管成长的重大历史事件，讨论其如何影响高管的个性特征与

价值观，并进一步探讨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本以大部分高管所经历过

的文革为主要研究事件，以高管是否经历文革以及经历文革的时间长短作为本文

的解释变量，以 2004-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

实证研究高管的文革经历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具体研究思路见下图 1.1： 

图 1.1本文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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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框架 

    本文内容共五章，主要包括引言、正文、结论以及启示三个部分。 

    第一章为引言，引言部分论述本文问题提出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主要阐

述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介绍高管的定义，回顾国内外对文革以及盈余管理的相

关研究，并联系二者关系。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部分，本文的理论部分，阐述本文立论的理论

基础，介绍高阶理论、领导理论、团队理论、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Flom 社

会性格形成学说、欧文的性格理论，并据以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为本文的研究设计，在该部分详细介绍本文的研究模型、变量设计、

样本选择、统计工具的应用等。 

第五章为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该部分包括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Pearson相关性检验、内生性测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第六章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及建议，阐述本文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1.3 本文的贡献与创新 

    本文的创新与贡献主要有： 

（1）本文融合了多个学科，实现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与管理学的连结，

以多种理论为本文的立论基础，如高阶理论、领导理论、团队理论、埃里克森人

格发展理论、Flom 社会性格形成学说、欧文的性格理论等，从多个视角对所探

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2）本文从全新的角度阐述高管团队特征中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破除了以

往研究中以高管是同质性的假设，从更深层次探讨为什么高管的某些背景特征会

影响其在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先前研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作出回答。 

（3）本文引入最终控制人的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分析高管的文革经历在国有

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的差别，既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又更清晰的分析了高管

文革经历在不同企业环境中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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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高管文革经历文献综述 

2.1.1 高管的界定 

企业高管是指在企业管理层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委托代理人关系中居于代理

者地位，实际控制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并负责制定企业日常的经营决策，对企业的

经营绩效负责的个人或群体。在目前的实证研究中，对高管团队的界定尚无统一

定论。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为了得到更稳健和更可信的测量高层管理团队的

结果，采用多种方式来测定，包括面向 CEO的访谈及问卷调查、管理者所处的管

理层级以及管理职位头衔等方式来进行界定(张平，2006)[15]。由于较强的实操性

和样本数据的可得性，以企业管理成员在组织中头衔及其所处的管理层级来界定

企业 TMT（top manager team）的方法在研究中被应用的最为普遍。 

国外文献对于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界定不一，但一般包括 CEO、业务主管、

副总裁等，部分学者还将董事长包括在内。Hambrick&Mason在高阶理论中认为，

企业高管团队应包括企业所有的经营管理人员。Krishnan(1997)认为，企业高管

主要包含总裁、CEO、CFO 以及下一级别的企业高级别管理人员[16]。Elron(1998)

认为，从企业的总经理到副总经理在内的所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都属于企业高管

团队的范畴
[17]
。Murray(1989)

[18]
，Carpenter等(2004)

[19]
在其研究中扩大了高管

团队的范围，将董事会成员纳入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范畴，认为高管主要包含企

业的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总裁、副总裁以及执行副总裁等。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中，厂长或者经理实际控制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企

业中实际上的“一把手”，也往往是高管的代名词。随着我国企业管理制度改革

和完善，对高管的界定也在发生变化。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使用关键高管的

概念，将高层管理人员定义为董事长和总经理
[20]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②，将高级管理人员定义为董事长、监事、独立董

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董秘。2005 年我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②
 为中国证监会 2005 年 12月 22 日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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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中规定：高管是指董事、监事、经历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根据 2006 年我国颁布的《公司法》，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主要包括经理、

副经理、CFO（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回顾以往学者对有关

高管团队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大多数研究通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对高管团队

进行界定，高管的范畴也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们对高管的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根据以

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我国《公司法》等法规对对高管的界定方法，同时结合

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关于高管的信息，本文对高管做出如下界定：主要包括董

事（包括独立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或财务负责人）、总经济师、

董事会秘书等。 

下图描述了 A股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年龄分布，2004-2012年高管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达到 80%左右，50岁以上的也超过 30%，意味着现任高管层中有绝大多

数都经历过文革，为本文的立论提供了数据基础。  

图 2.1高管年龄分布图 

2.1.2 关于文革的文献综述 

回顾国内外的文献，对文化大革命有广泛的研究理论，其中又以关于文化大

革命的研究居多，国内外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等各个丰富方面，分析了

文革的影响，但缺乏对高层管理人员时代背景的研究，本文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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