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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包含了组织内的价

值观和行为规范，是对正式控制系统功能的重要补充[1 ]。

与传统的正式控制系统相比，这种在组织内运作的非正

式控制系统往往在现代企业中发挥更基本、更广泛、更强

大的作用[2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在此引领下，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

文化是治理之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同年，中国文化管理协

会发布的《中国企业文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

要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推动文化建

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为实现企业发展目标提供有力保

障。对于企业来说，利用文化引领企业决胜“十四五”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有研究表明，创建并宣传优

秀的企业文化有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推动实现高质量

发展[3]。

关于企业文化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方式，现

有文献主要从公司价值[4 ]、企业绩效[5- 6 ]、企业竞争力[7 ]等

多角度展开研究，而会计信息作为评价我国经济发展的

主要依据，直接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成效[8 ]，企业文化对其

影响不言而喻，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企业文化对会计信

息及财务报告的影响。如 Guggenmos 等[9]的研究表明，具

有创造性和创新文化的公司更可能操纵财务报表以隐藏

实际经济状况，这导致出现不真实的财务报告；Bhandari

等[10]的研究指出具有竞争文化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更高；

Liu 等[11 ]的研究发现具有团队合作文化的公司更有可能

财务舞弊。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不难发现，学者大多基

于某一具体文化特征展开讨论，对企业文化综合考量并

探究其对会计信息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尝试从这一角

度展开研究。此外，会计信息是评价企业经济运行状况和

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会计信息的众多质量特征中，可

比性能够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客观和中立的评估，并

对不同会计主体绩效的比较与分析提供参考，从而提高

会计信息的效用，因此一直被视为是会计信息的首要质

量特征[12]。那么，企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究竟

如何呢？

本文从企业文化的综合考量出发，借鉴 Li 等[13 ]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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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企业文化定义为标准普尔 500 强公司在其网站上

最常提到的五种价值观维度，即“创新、诚信、质量、尊重

和团队合作”，研究其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考虑到

当企业缺乏文化建设时，更有可能存在控制缺陷，而内部

控制又会对会计信息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内部

控制视角探究企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机制，

检验内部控制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

主要如下：第一，研究企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

并深入探索了其作用机制，丰富了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

响因素。第二，从企业文化综合考量的视角展开研究，拓

宽了企业文化与会计信息交叉研究的范畴。第三，研究不

同企业经营状况、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企业文化对会计

信息可比性的差异化影响，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针

对性的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文化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可比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

准确比较和分析公司的经营状况，并评估和预测其未来

前景。基于企业文化可以影响会计信息这一基本框架，

本文认为企业文化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影响会计信息的可

比性。

一方面，企业文化的规范与引导作用可以显著提高

会计信息可比性。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企

业有效地遵循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要求。具体而言，当企

业面对相同经济事件时，采用与同行业可比的会计制度

和原则。已有学者研究发现，面临相似的宏观经济风险的

企业更有可能拥有相似的收益结构[14]。尽管如此，根据委

托代理理论，企业管理层也有可能基于自己的自由裁量

权，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实施有利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会计政策和信息披露，执行不同于标准体系的会计信息

制度，这将削弱会计信息与其他公司的可比性。企业文化

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和规范，为组织成员提供了清晰

的参考目标与行为指导。企业文化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

规范和引导作用，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缓解管理者机会主

义行为。已有研究表明，拥有强大企业文化公司的管理层

不太可能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行事，因为这可能会带来更

大的风险，即破坏公司的规范并且失去组织的信任。在没

有此类代理冲突的公司中，当面临类似经济事件时，公司

高管更有可能做出同质的财务决策。类似经济事件下的

同质决策，可以有效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另一方面，企业文化的约束与监督作用可以正向影

响会计信息可比性。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非正

式控制系统，建立在组织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

范之上，融入各个组织成员的思想和行动中，这些价值观

和准则约束并指导组织成员的行为，为成员提供了可遵

循的行为期望和决策依据[15 ]，促使公司内部形成相互监

督的氛围，从而对企业行为产生无形的约束。根据社会规

范理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其信奉的价值观和所有成员

都遵守的行为规范，违反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个人

将被排除在外，甚至被逐出团体。企业文化作为整个企业

的核心，为管理者树立的对“质量”的追求，以及对管理者

“尊重他人利益”“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道德期许，使

管理者对自己的行为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因为一旦企业

管理者做出与这些价值观不符的决策，违背企业文化所

塑造的行为规范就会受到其他成员的监督和制裁。这会

约束管理者自觉抵制不符合其道德标准的行为，降低披

露虚假信息的可能。同时，在商业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地选择对自己有

利的政策，采用标准的信息披露原则及符合行业惯例的

会计政策，这有利于提高与同行业公司的可比性。基于以

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企业文化越强的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

（二）企业文化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作用机制

企业文化可以有效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文化是

所有成员共同达成的行为意识，能对企业内部产生深远的

影响。吴秋生和刘沛[16 ]研究发现企业文化通过影响整个

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来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如果企业拥

有良好的核心价值观，组织成员就会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这有助于员工对企业内部的不规范行为进行监督，从而

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企业文化所强调的“质量与诚

信”的价值观念使高管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诚实守信原

则，坚持合规经营和诚信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和信息披露

质量，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内控质量。企业文化所推崇的

“尊重”的价值观念能够有效契合利益相关者理论，要求

管理者不只关注自身的利益，更要尊重和保护利益相关者

利益，从而改善内部控制环境。Tripathy[17]的研究表明，团

队合作可以提高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员

工会拥有良好的工作参与意识，会促使他们自觉地提高专

业能力，尽职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企业文化所塑

造的“团队合作”价值观念可以有效提高内部控制实施效

果。综上，企业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可以改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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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实施效果，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会计信息可比性

的提升。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了保证财务报告的准确性、

遵守法律法规、规范经营行为而设立的一系列制度和措

施，是我国上市公司规范内部流程、防范风险的重要程

序。会计信息系统是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

心目标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18]。第一，内部控制质量可以

确保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在内部控制制度下，企业需要按

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核算，不同企业披

露的会计信息采用更加统一且规范的会计政策，有效降

低了出现误差和漏洞的可能性，减少由于外部因素（如恶

意欺诈行为等） 造成的数据失真，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

性。第二，内部控制能够规范企业运营行为。内部控制缺

陷会降低企业盈余管理质量，相反，良好的内控体系可以

确保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循合规性原则，抑制管理

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减少企业真实盈余管理[19 ]，这可

以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有助于提高会计信

息的可比性，减少财务舞弊。第三，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会

计信息的披露透明度。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使

会计信息公开透明，充分披露企业重要的会计信息，降低

了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就使得不同企业之间的会计信息

可比性更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2：企业文化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提

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14—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

究样本，并将下列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样本剔除：金融行

业上市公司；ST、*ST 和已经退市的上市公司；数据不完

整的上市公司，筛选后获得 5 328 个有效观测值。年报数

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与万得数据库，

内部控制指数来自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为

消除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数据进行了

前 后 1%缩 尾 处 理 ，年 报 企 业 文 化 词 语 抓 取 工 具 为

Python3.90，数据处理软件 Stata17。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企业文化（Culture）

参照 Li 等[13 ]的做法，用“创新、诚信、质量、尊重和团

队合作”五个价值观维度来衡量企业文化，采用先进的机

器学习技术之一———词嵌入模型进行度量，遵循以下步

骤：（1）确定企业文化关键词的种子词集。主要基于设定

的企业文化词集，种子词集包括“创新、诚信、质量、尊重

和团队合作”五个维度。（2）以 Word2Vec 机器学习技术对

企业文化种子词集的每个维度进行相似词扩充，本文选

取每个维度种子词相似度最高的前 30 个词作为相似词。

例如，计算诚信维度的扩充词集包括“诚信经营、守信、

诚实守信、遵章、诚信为本、守法、守纪、以诚相待、公正

廉洁、操守”等。计算团队合作维度的扩充词集包括“团

队、协作、团队精神、合作精神、精诚合作、主人翁精神、

协作能力、进取、合作共赢”等。（3）基于企业文化关键

词的种子词集和扩充词集，利用 Python 中文分词模块

对年报文本进行自动分词，统计每个维度企业文化关键

词的词频。（4）将五个维度的企业文化词频相加，企业文

化（Culture）取值为“年报企业文化关键词总词数 / 年报总

词数”。
2.被解释变量：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t）

参考 De Franco等[20]的研究，认为会计系统是将经济

业务转换为会计信息的过程，利用 i 公司在 t 期之前连续

16 个季度的数据来计算 i 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会

计信息可比性。首先，构建模型（1），利用公司 i 前 16 个

季度的收益和股票回报对每个公司年度的会计系统进行

估值。
Earningsit=αi+βiReturnit+εit （1）
Earnings 是季度净利润与期初权益市场价值的比率，

Return 是季度股票回报率，αi、βi 为会计转换函数。假设公

司 i 和 j 经历相同的经济事件（即它们有相同的股票回报

率），公司 i 和公司 j 的预期盈余由模型（2）和模型（3）分

别计算得出。

E（Earnings）iit=α� i+β� iReturnit （2）

E（Earnings）ijt=α� j+β� jReturnit （3）
E（Earnings）iit 是公司 i 在给定其会计系统及其在 t 期

间股票回报情况下的预期盈余，E（Earnings）ijt 是公司 j 在

给定其会计系统及其在 t 期间股票回报情况下的预期盈

余。公司 i 和 j 之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tijt）为两

公司预期收益的平均绝对差的负值，CompAcctijt 的数值越

大，表明公司 i 与公司 j 之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越强，具

体模型如下。

CompAcctijt= 1
16 ×

t

t- 15
Σ E（Earnings）iit- E（Earnings）ij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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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 i 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可比性值从大

到小进行排序，由于过多的公司可能会给评估结果带来

干扰，投资者通常会选择行业中可比性最高的 4—6 家公

司来评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21]。因此，将可比性前四个值

的平均值 CompAcct4 与可比性值的中位数 CompAcctInd

作为 i 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
3.中介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Q）

本文采用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中的内部

控制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指数得分越高，表示内部控制

质量越好。在回归中对该指数作缩小 1 000 倍处理。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

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现金流比率（Cashflow）、独

立董事比例 （Indep）、产权性质 （Soe）、公司年龄（Fir-

mAge）、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事务所规模（Big4）。

另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变量定义见

表 1。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企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1.主效应模型

CompAcctit=α0+α1Cultureit+∑Controlit+∑Year+∑Industry+
εit （5）

2.中介效应模型

ICQit=β0+β1Cultureit+∑Controlit+∑Year+∑Industry+εit
（6）

CompAcctit=γ0+γ1Cultureit+γ2ICQit+∑Controlit+∑Year+
∑Industry+εit （7）

其中，i 和 t 表示企业和时间，CompAcct 为被解释变

量会计信息可比性，Culture 为解释变量企业文化，ICQ 为

中介变量内部控制，Control 为控制变量，ε 为残差项。若

Culture 的系数 α1 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文化可以促进会计信

息可比性，假设 1 成立。另外，根据模型（6）和（7）检验内部

控制在企业文化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若模型（5）中的系数 α1、模型（6）中的系数 β1 和模型（7）

中的系数 γ2 均显著，则可以验证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 2 可知，会计信

息可比性 CompAcct4 的均值为 - 0.0040，

最 小 值 为 - 0.1170，最 大 值 为 - 0.0003；

CompAcctInd 的均值为 - 0.0099，最小值为

- 0.1390，最大值为 - 0.0018，可见不同上

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存在一定差异。企

业文化变量度量指标 Culture 的均值为

0.0026， 最 小 值 为 0.0002， 最 大 值 为

0.0083，说明不同上市公司企业文化强度

存在一定的差异。内部控制质量 ICQ的均

值为 0.6640，最小值为 0.2070，最大值为

0.9300，表明不同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

平具有一定差异性。

（二）单变量 T检验

为了更好地考察企业文化对会计信

息可比性的影响，将企业文化划分为强企

业文化组和弱企业文化组两组。具体为：

将企业文化词频总和在一年内处于所有

样本的前四分之一的公司定义为具有强

企业文化的公司，其他为弱企业文化的公

司，并对会计信息可比性进行均值 T 检

验。表 3 显示，强企业文化组和弱企业文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CompAcct4
根据 De Franco 等 [ 20 ]的方法计算

得出

CompAcctInd
根据 De Franco 等 [ 20 ]的方法计算

得出

解释变量 Culture 年报企业文化词频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变量名称

会计信息可比性

企业文化

行业变量

中介变量 ICQ 迪博内控指数 /1 000内部控制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 / 总资产

年份变量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 / 总资产平均余额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现金流量净额 / 总资产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 / 董事会人数

产权性质 Soe 国有控股取值为 1，否则为 0

公司年龄 FirmAge ln（当年年份 - 公司成立年份 +1）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 / 总股数

事务所规模 Big4
审计单位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记

为 1，否则为 0

表 1 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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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强企业文化

的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高于弱企业文化的公司，

假设 1 得到初步验证。

（三）基准回归结果

表 4 报告了假设 1 的检验结果。列（1）与列

（3）是不控制年份、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分别为 0.281 和 0.526，均在 1%的水平

上显著。列（2）和列（4）是控制年份、行业固定效

应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分别为 0.361 和 0.437，

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企业

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本

文假设 1 得证。

（四）作用机制检验

表 5 报告了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企业文化能否

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促进企业会计信

息可比性。表 5 中列（1）和列（4）的回归系数分别

为 0.361 和 0.437，系数及显著性与表 4 列（2）与

列（4）相同；列（2）和列（5）为企业文化对内部控

制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文化的系数

为 6.303，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文化强

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文化能够显著

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列（3）和列（6）为检验

企业文化和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

响，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文化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中介变量内部控制

质量的系数为 0.006 和 0.007，均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ICQ）在企

业文化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成立。采用 Bootstrap 进一步验证本文的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 95%的置信区间内

不含 0，支持了内部控制质量（ICQ）的中介

效应。因此，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是企业文化

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作用路径，中介效应

成立，假设 2 得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一）控制地区效应

不同的地区数字化程度与市场化程度

不同，可能会导致企业接受企业文化的程度

不同，并对研究结论造成干扰。因此根据企

业注册地所在省份，控制企业的地区固定效应重新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列（1）、（2）所示。在控制地区的影

变量
（4） （5）

最小值 最大值

CompAcct4 - 0.1170 - 0.0003

CompAcctInd - 0.1390 - 0.0018

Big4 0.0000 1.0000

（1） （2） （3）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5 328 - 0.0040 0.0052

5 328 - 0.0099 0.0079

5 328 0.0980 0.2970

Soe 5 328 0.5620 0.4960 0.0000 1.0000

FirmAge 5 328 3.0050 0.2800 1.9460 3.6110

Mshare 5 328 0.0522 0.1170 0.0000 0.6940

Culture 0.0002 0.00835 328 0.0026 0.0010

ICQ 5 328 0.6640 0.0717 0.2070 0.9300

Size 5 328 22.9200 1.3470 19.5500 26.4300

Lev 5 328 0.4470 0.2020 0.0525 0.9250

ROA 5 328 0.0445 0.0526 - 0.3980 0.2540

Cashflow 5 328 0.0554 0.0654 - 0.1800 0.2570

Indep 5 328 0.3740 0.0556 0.3000 0.6000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强企业文化组 T值

CompAcctInd
- 0.0091

- 4.8007***
1 247

类型 弱企业文化组

均值 - 0.0103

N 4 081

CompAcct4
- 0.0035

- 4.5682***
均值 - 0.0042

N 4 081 1 247

表 3 单变量 T 检验

注：*** 代表 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变量
（3） （4）

CompAcctInd CompAcctInd

Culture
0.526*** 0.437***

（5.522） （4.597）

Adj R2 0.250 0.336

（1） （2）

CompAcct4 CompAcct4

0.281*** 0.361***

（4.302） （5.294）

0.160 0.190

（12.096） （9.945） （18.448） （10.960）

Year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Industry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N 5 328 5 328 5 328 5 328

Controls 控制 控制控制 控制

Constant
0.019*** 0.017*** 0.043*** 0.027***

表 4 企业文化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值（下表同）。

86



FRIENDS OF ACCOUNTING
公 司 治 理

响后企业文化的系数为 0.337 和 0.365，依旧在 1%的水

平显著，结论稳健。

（二）滞后效应

本文采用 t+1 期企业文化强度（Culturet+1）代入模型

（1）进行回归检验，表 6 中列（3）、（4）显示回归系数为

0.345 和 0.408，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消除因果

倒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PSM检验

为缓解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 PSM检验

内生性。在第一阶段模型中，按照企业文化词频

总和的前四分之一构建虚拟变量，词频总和处

于所有样本的前四分之一的公司定义为具有强

企业文化的公司（Strongculture），赋值为 1，否则

为 0，将前文所述的一系列控制变量（Size、Lev、
ROA、Cashflow、Indep、Big4、Mshare、FirmAge、SOE）

作为匹配变量，选取 1：3 的最邻近匹配法和核

匹配法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根据匹配后的样

本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系数均在 1%水

平上显著，前文结论稳健（篇幅所限回归表格留

存备索）。

六、进一步分析

（一）经营状态异质性分析

不同经营状况会对企业的稳步健康发展产

生不同影响。为探究公司在不同经营状态时，企

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的差异，将当年净利润小

于零的公司定义为亏损组，其他为非亏损组，分别进行回

归检验，结果如表 7 列（1）—列（4）所示。可见在非亏损组

中企业文化变量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

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促进作用在公司不亏损时更

强。可能原因是当企业处于亏损情况时，员工心理安全感

较低[22 ]，会削弱企业文化的激励作用；同时，企业更容易

变量
（5） （6）

ICQ CompAcctInd

Culture
6.303*** 0.391***

（7.213） （4.553）

Adj R2 0.220 0.361

（1）

CompAcct4

0.361***

（5.294）

0.190

（2） （3） （4）

ICQ CompAcct4 CompAcctInd

6.303*** 0.312*** 0.437***

（7.213） （5.540） （4.597）

0.220 0.202 0.336

（9.945） （17.900） （8.472） （10.960） （17.900） （9.264）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 328 5 328 5 328 5 328 5 328 5 328

ICQ
0.007***0.006***

（6.185） （4.80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017*** 0.394*** 0.012*** 0.027*** 0.394*** 0.021***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滞后效应

（3） （4）

CompAcct4 CompAcctInd

Culture

Adj R2 0.189 0.336

控制地区效应

（1） （2）

CompAcct4 CompAcctInd

0.337*** 0.365***

0.220 0.357

（4.942） （3.825）

Culturet+1
0.345*** 0.408***

Province 控制 控制 — —

N 5 328 5 328 4 662 4 662

（4.530） （3.85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019*** 0.029*** 0.015*** 0.021***

（10.633） （11.486） （7.067） （7.281）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 6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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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盈余管理方式对财务数据进行修改，粉饰财务报告，

财务舞弊行为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会计信息可比

性在良好的经营状态和企业文化“诚信”“质量”思想的双

重保障下更有参考性。

（二）市场竞争异质性分析

企业嵌入市场环境中，无法规避地会受到市场竞争

程度的影响。为考察处于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企业文化对

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的差异，本文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对

市场竞争程度进行度量，按照该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

为低市场竞争组和高市场竞争组分别进行回归检验，回

归结果如表 7 列（5）—列（8）所示。可见企业文化变量在

低市场竞争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著性较高

市场竞争组更强，说明企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促

进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更强。这可能的原因

是当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企业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

更多地披露内部消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了公

司的信息透明度并缓解管理层的代理问题。市场竞争能

够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地选择会计政

策与方法的行为，因而企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促

进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更显著。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4—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

样本，研究企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企业文化显著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上

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作用机制检验

表明，企业文化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会计信息的

可比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处于非亏损状态时，企业

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影响更强；相较于竞争较

激烈的行业，企业文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促进作用在

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更为明显。

（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当今

强调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培育为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提供了决策参考，并且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应注重企业文化的建

设，积极倡导诚信、尊重、质量等价值观念，发挥其“看不

见的手”的约束作用，通过对员工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员

工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遵守

会计准则和政策，促使企业内部员工遵守规范。利用企业

文化来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以应对信息披露的现实问

题，促进企业长治久安，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建立企业文化评估机制。企业应结合实际情

况，建立规范化、科学化的评估机制，对企业文化进行定

期评估，以便及时了解企业文化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在评

估过程中，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收集员工的意见和

建议，全面了解企业文化的实际运行情况。根据评估结

果，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如调整企业的价值观、加强员

变量

亏损组 高市场竞争组

（1） （2） （7） （8）

CompAcct4 CompAcctInd CompAcct4 CompAcctInd

Culture
1.045* 0.962 0.125* 0.105

Adj R2 0.396 0.479 0.280 0.476

非亏损组

（3）

CompAcct4

0.286***

0.194

低市场竞争组

（4） （5） （6）

CompAcctInd CompAcct4 CompAcctInd

0.359*** 0.443*** 0.620***

0.371 0.153 0.257

（2.480） （1.626） （12.770） （14.064） （6.604） （8.394） （6.412） （5.472）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38 338 4 990 4 990 2 652 2 652 2 676 2 676

（1.778） （1.333） （4.014） （0.964）（5.07） （4.332） （3.827） （1.71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037** 0.029 0.019*** 0.030*** 0.020*** 0.033*** 0.012*** 0.016***

表 7 异质性分析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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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培训、改进内部管理流程等，确保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

目标和内部控制目标保持一致，并能够有效地提高内部

控制的质量，进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

第三，提升市场竞争活力。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提高市场的竞争活力，例如，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优化

市场环境、鼓励企业进行创新等。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进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并保持诚信

文化。同时，政府与企业协同监管，加强对企业财务报告

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企业依法、规范地进行会计信息

披露。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会计信息

的可比性和公众的参与度，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市

场对企业的信任度，进而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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