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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中会计数据的应用与拓展。开篇点明构建有效预警

体系的紧迫性,剖析金融风险内涵及会计数据评估原理,梳理现有体系中会计数据应用现状并指出滞后

性、信息质量与特异性因素等问题。进而提出拓展策略,包括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指标、多维度数据整合

分析、动态更新与监测机制以及动态风险模型与阈值设定等。通过这些策略能有效提升会计数据在金

融风险预警中的价值,为金融监管与机构决策提供精准依据,助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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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in depth the appl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accounting dat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risk warning indicator system. The opening points out the urgency of building an effective early 

warning system,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financial risks and the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data evaluation, sorts 

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accounting data application in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points out issues such as lag,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specificity factors. Furthermore, expans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expected 

credit loss model indicators, multidimensional data integration analysis, dynamic update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s, as well as dynamic risk models and threshold settings. These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value of accounting data in financial risk warning, provide accurate basis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help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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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时代,金融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复杂性与波动性。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使得各国金融市场之

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金融创新产品

层出不穷。然而,这也导致金融风险事件频繁发生,如2008年美

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近年来,

局部地区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等也不断冲击着世界经济的稳

定。这些金融风险事件不仅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损失,更对实

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经

济增长放缓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构建一套高效、准确的金融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以便能够提前识别风险信

号,采取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

的健康发展。 

1 金融风险预警与会计数据的理论基础 

1.1金融风险的内涵、分类与特征 

金融风险是金融活动中因不确定性致使金融资产或收益受

损的可能性。主要类型包括信用风险,即借款人或交易对手违约

致损,像企业拖欠贷款本息；市场风险,由股票、汇率、利率等

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引发资产价值变化；操作风险,源于内部流

程、人员、系统问题或外部事件造成损失,如银行违规操作；流

动性风险,指金融机构资金获取或资产变现困难以满足资金需

求。这些风险相互交织影响,在金融体系内传导累积,信用风险

爆发可致市场恐慌,加剧市场风险,进而影响流动性,处置不当

将引发系统性危机,严重危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 

1.2会计数据在金融风险评估中的作用原理 

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与可比性等质量特征使其在金

融风险评估中有决策价值。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

量表中的会计数据能展现企业资产规模、负债程度、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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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金流动情形。例如资产负债率,其为负债与资产总额之比,

可直观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过高则意味着债务重、长期偿债

风险大,遇不利环境易违约。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自有资本获

利能力,较高数值通常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强、经营管理佳,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其金融风险抵御力强。通过对这些会计数据的剖

析,能为企业层面金融风险评估筑牢基础,为金融风险预警供给

重要指引。 

2 会计数据在现有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中的应用

现状 

2.1传统会计指标的应用 

2.1.1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此为衡量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核心指标。不

同行业因经营特性,合理资产负债率范围各异。制造业因固定资

产投入大,合理区间通常在50%-60%,服务业则相对较低。若企业

资产负债率超出行业合理范围且持续攀升,意味着长期偿债压

力增大,在金融风险预警里,这可能是企业信用风险上扬的信

号。一旦大量企业如此,宏观层面信贷风险便可能累积,威胁金

融体系稳定。例如,在经济下行时,制造业企业订单减少,为维持

运营举债,资产负债率升高,信用风险增加,若普遍发生,将冲击

金融系统。 

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二者用于评定企业短期偿债能力,

一般流动比率大于2且速动比率大于1表示短期偿债能力强。但

实际应用有局限性,若企业流动资产里存货难变现或应收账款

回收慢,即便这两个比率看似合理,仍可能面临短期流动性风

险。在流动性风险预警时,需结合企业存货管理和应收账款账龄

等综合考量,才能精准判断短期偿债风险。比如,某企业存货积

压,虽流动比率达标,但实际短期偿债仍困难。 

2.1.2盈利能力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ROE)：ROE综合呈现企业盈利能力,是净利润

与平均净资产之比。较高的ROE显示企业运用自有资本获利能力

佳,一定程度反映其可持续经营与风险抵御力强。如企业多年

ROE超15%,在同行业竞争力与盈利能力突出,发生财务困境概率

低。而当ROE骤降,可能是企业经营遇阻或受外部冲击,像市场份

额被抢、成本剧增等,预示金融风险上升,预警体系需关注。例

如,某企业因技术创新滞后,市场份额被蚕食,ROE大幅下滑,金

融风险凸显。 

销售利润率：该指标是净利润与销售收入之比,揭示企业核

心业务盈利能力。结合市场份额来看,若销售利润率高且市场份

额稳升,表明企业定价与成本控制能力强,金融风险小。反之,

若持续下降,可能因产品竞争力弱、价格战等,削弱盈利能力与

现金流创造能力,增加金融风险。如传统制造业受新兴替代品冲

击,销售利润率下滑且债务成本上升,财务风险加剧,可能偿债

困难,危及金融机构贷款回收。 

2.2会计数据在宏观金融风险预警中的间接应用 

2.2.1通过企业财务数据汇总分析宏观经济趋势 

众多企业会计数据汇总可映射宏观经济的增长态势与周期

更迭。当大量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普升,意味着宏观经济处于扩

张期,需求旺盛；反之则可能预示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从行业

维度分析财务数据,能揭示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风险的联系。夕

阳产业因需求萎缩、盈利下滑,高负债企业易现违约风险,冲击

金融体系稳定；新兴产业虽成长快,但因研发投入大、市场不确

定,财务波动大,给金融机构风险评估与资源配置带来挑战。例

如,传统钢铁行业在去产能过程中,企业营收下降,负债风险上

升,影响金融稳定；而新兴的人工智能产业,虽前景广阔,但研发

投入高,财务状况不稳定,金融机构评估其风险难度大。 

2.2.2基于会计数据的宏观压力测试 

宏观压力测试中会计数据作用关键。设定如利率大幅上升、

GDP大幅下滑等宏观经济冲击情景,借助企业财务模型预测企业

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变化。如利率上升时,高负债企业债务利息

增加,可能致净利润降、资产负债率升,由此评估金融体系在宏

观压力下的风险承受与脆弱性。若大量企业压力测试后资产质

量恶化、偿债能力下降,表明金融体系面临较高系统性风险,监

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需提前谋划应对策略,如增资本储备、调信贷

政策等。例如,在模拟利率大幅上升情景下,房地产企业因高负

债,资产负债表恶化,偿债能力下降,若多行业企业均如此,金融

体系系统性风险将显著上升。 

2.3现有应用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3.1会计数据的滞后性 

企业财务报表编制与披露具有周期性,如季度报和年报。这

种滞后性导致会计数据反映金融风险存在时间差。例如,一家企

业在第二季度末出现了重大经营问题,导致其金融风险急剧上

升,但直到第三季度末或年报发布时才披露相关财务数据,这使

得金融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无法及时获取信息,可能错过最佳的

风险防范时机。在实际案例中,某企业因市场竞争失利,产品滞

销,库存积压严重,但由于财务报表披露滞后,金融机构未能及

时调整对该企业的信贷政策,最终导致贷款违约,给金融机构造

成损失。 

2.3.2会计信息质量问题 

企业可能存在财务造假、盈余管理等行为,严重影响会计数

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例如,企业通过虚构销售收入、提前确认

收入或隐瞒费用等手段美化财务报表,使财务指标看似良好,误

导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企业金融风险的判断。现有的审计监督

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但仍存在

不足。部分审计机构独立性受到质疑,审计程序可能存在漏洞,

难以完全杜绝企业的财务造假行为。这使得基于虚假会计数据

构建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失去有效性,无法准确识别和预

警金融风险。 

2.3.3行业与企业特异性因素的影响 

不同行业的会计政策差异显著影响财务指标可比性。如存

货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在不同物价水平下会导

致存货成本和利润计量不同。在构建统一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

系时,需要对这些差异进行调整与标准化处理。此外,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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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模式等特异性因素使相同会计指标在不同企业间的风险含

义不同。例如,大型企业可能凭借规模优势和多元化经营分散风

险,即使资产负债率较高,其实际金融风险可能相对较低；而小

型企业资产负债率稍高就可能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在预警实

践中,如果忽视这些差异,可能导致错误的预警结论,如对小型

企业过度预警或对大型企业风险低估,影响金融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风险防控效果。 

3 会计数据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拓展应用

策略 

3.1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指标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如IFRS9与CECL模型)综合历史数据、当

前状况与前瞻性信息预测金融资产信用损失。以银行为例,评估

贷款信用风险时,考量借款人历史还款记录、当前财务状况以及

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前瞻性因素。将预期信用损失

率、信用风险敞口调整额等纳入预警指标体系,预期信用损失率

反映未来信用损失占贷款总额比例,其上升表明信用风险增加。

如某银行对制造业企业贷款,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下滑致预

期信用损失率从3%升为5%,银行可提前采取增加抵押物、提高利

率或提前催收等措施优化信贷配置,提升信用风险前瞻性预警

能力。 

3.2多维度会计数据整合分析 

大数据技术可整合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税务会计系统数

据以及外部行业平均财务指标、宏观经济数据等。如整合企业

内部数据并结合行业数据库与宏观经济数据平台信息。构建企

业综合财务画像与风险特征模型,如结合资金流向与货币政策

环境分析流动性风险,货币政策收紧时企业资金回笼慢且融资

受限,资金储备不足则面临流动性风险；综合成本结构与行业竞

争态势评估经营风险,成本高且产品竞争力下降可致盈利能力

下滑与风险增加。多维度数据融合提升预警指标体系解释力与

预测精度,更精准评估企业金融风险。 

3.3会计数据的动态更新与监测机制 

设计基于实时会计信息系统与大数据平台的动态更新机制,

如利用ERP系统采集每日资金交易、每周库存变动数据并经大数

据平台传输处理。建立数据质量监控与异常值预警机制,用数据

验证算法与机器学习模型检查数据完整性、准确性与一致性等。

数据异常时,如资金交易金额远超正常或库存数量异常波动,系

统自动预警,及时处理数据采集与传输错误或异常,保障动态会

计风险指标准确性与可靠性。 

3.4动态风险模型与阈值设定 

引入动态风险模型(如时变参数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等)

分析会计数据。以市场风险预警为例,用GARCH模型对股票价格

波动率动态建模,其可捕捉波动率聚类性与时变性,依历史数据

估参数并结合当前市场情绪(投资者信心指数、宏观政策预期等)

设动态阈值。股票价格波动率超阈值时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如

股市大幅波动期,某股票波动率突破GARCH模型算得的动态阈值,

预警系统向投资者与金融机构预警,促使投资者调整投资组合,

金融机构强化股票质押业务风险监控,以提升预警体系对市场

突发事件与风险突变适应性与敏感性。 

4 结论 

会计数据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现有应用存在诸多问题。通过引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指标、多

维度数据整合分析、动态更新与监测机制以及动态风险模型与

阈值设定等拓展策略,可有效提升会计数据在金融风险预警中

的应用价值。这有助于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更精准、及时

地识别金融风险,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有力依据,进而维

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在未来金融领域的发展进程中,

应持续关注会计数据应用的优化与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金

融市场环境和日益复杂的金融风险挑战。 

[参考文献] 

[1]黄逸.基于深度学习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研究[D].华

中科技大学,2023. 

[2]向为民,曹莹.基于供需理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及

防范对策——以重庆市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3,40(04):26-41. 

[3]王小霞,李洁,郭琳.基于ANFIS的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研究

[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2,(20):164-166. 

[4]戴瑶光.差异化视角下区域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J].华

北金融,2022,(09):74-84. 

[5]陈翔.基于央行征信数据的区域金融风险预警实证研究

[J].征信,2022,40(09):17-24. 

[6]谭中明,陈文书,卜亚.基于MSBVAR模型的数字金融风险

预警研究[J].经济论坛,2022,(08):49-58. 

作者简介： 

刘楹林(1990--),女,回族,贵州凯里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

金融与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