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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一个不只是财务造假的故事 

康美案重锤落下 

2021年11月17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康美药业原董事长、总经理

马兴田等12人操纵证券市场案公开宣判。马兴田因操纵证券市场罪、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120万元；康美药业原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许冬谨及其他责任人员11人，

因参与相关证券犯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此之前，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康美药业证券集体诉讼案已作

出一审判决，康美药业因年报虚假陈述侵权，需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

同时，马兴田及5名直接责任人、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直接负责人承担100%

连带赔偿责任，13名相关责任人按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2020年新《证券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后的

首单“证券集体诉讼案”和首单“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也是迄今为止法院审理

的原告人数最多、赔偿金额最高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  

这样的判决结果，创下了国内资本市场多项纪录，超乎想象的赔偿金额，让

市场叹为观止。  

康美药业：曾经是中国最完整的中医药产业链企业 

2001年3月19日，康美药业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主营业务为中药

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剂等产品的生产、销售，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马兴田、许冬

谨夫妇。而这一刻距离这家公司的成立，不过短短4年时间。 

这家医药巨头的故事，缘起于粤东的一个偏远小镇——普宁。 

位于潮汕平原的普宁，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中药材基地，曾享有“不到普宁药

不齐”盛誉。早在明清时期，普宁人民就有种植中药材的习惯，中药材贸易也随

产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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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普宁下架山镇的马兴田，对药材生意自然熟悉。靠药材生意赚了一笔

后，1997年，马兴田与妻子许冬瑾在家乡普宁创办了一个药厂。那时，马兴田28

岁，据说出生于当地中药世家的许冬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参炮制技

艺”第十一代传承人，也才27岁。这个只有几个员工的小药厂，就成了后来的康

美药业。 

不到一年的时间，康美药业通过了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研发

多款国家级新药，成为国内医药界的明星企业，还在2001年登陆了资本市场。 

上市后的康美药业抓住了中药饮片兴起的机遇，成为最早进军中药饮片市场

的上市公司之一。在国家振兴中医药事业的背景下，康美药业全面布局中医药产

业链，一是重点发展中药饮片，二是推广智慧药房。康美上市次年便开始进入中

药饮片市场，投资8000万元建设中药饮片生产项目一期工程。2004年起国家药监

局推进中药饮片生产认证和监督准则，自此中药饮片行业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

头 ，在医药行业中的占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康美药业的中药饮片经营规模也

开始不断增加，并借中药领域兴起之势，开拓自己的大健康产业版图。 

其中，除中药饮片之外，还涵盖了中药材资源整合及市场经营、中药材贸易、

药品生产销售、保健品及保健食品、化学药品及医疗器械生产销售、现代化医疗

物流系统、医药电商和医疗服务等诸多领域。依据年报分类，其主营业务分成了

四大板块：中药业务板块（中药饮片与中药材贸易）、西药业务板块（自制药品、

药品贸易与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及食品业务板块和物业租售及其他业务板块。 

通过全产业链布局，“高歌猛进”的发展模式，康美药业作为国内中医药产

业龙头企业之一，积极发展中医药产业领域业务链条，整合上下游丰富的医疗健

康资源，形成了完整的大健康产业布局。上游，以道地的药材产地为源头，采用

自建种植基地、与药材种植户结盟，或与关键贸易商和生产商结盟的方式，形成

对中药材供应核心资源的掌控。中游，建立线上、线下中药材专业市场交易平台，

整合现代物流和仓储基地资源，建立分布全国的现代化医药仓储物流中心。下游，

着力打造康美医院，推动以智慧药房为代表的移动医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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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康美药业成立十周年。康美药业在当年年报中称，公司发展已步上

加速轨道，营收也突破十亿元。康美药业投资制作了《康美之恋》音乐电视，并

且在中央电视台《著名企业音乐电视展播》栏目播出。片中的歌曲，诉说着创业

与爱情的故事。歌中唱道：“风吹不走誓言，雨打不湿浪漫。意济苍生苦与痛，

情牵天下喜与乐。” 

2017年，在20周年庆典晚会上，这首《康美之恋》的再次响起。那晚，马兴

田说，康美药业一路从普宁走到全国、从国内走向世界……未来，康美药业将继

续以中医药力量书写属于“百年康美”的华章。 

就在此前一年，康美药业的营收已超200亿元。自2001年上市以来，截至2016

年底，公司销售收入增长55.83倍，平均复合增长率为30.91%；净利润增长113.42

倍，平均复合增长率为37.16%。20年来，马兴田带领康美药业在市场上狂飙突进，

屡创奇迹。一个很直观的数据是，2001年上市之初其市值只有8.9亿元，2015年

时已突破千亿，市值增长120多倍，是A股市场上首个突破千亿市值的药企。2018

年5月29日对马兴田而言，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康美药业的股价达到

了历史最高点27.99元，市值更是创下了1390亿元的新记录，被誉为是中国民族

医药健康产业的一面大旗。光鲜亮丽的业绩，也使得康美药业受到众多投资者关

注跟进，也曾多次实现巨额融资。2016年度，康美药业发行3笔短期融资券，融

资75亿元；2017年度发行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共6笔，涉及金额110亿元；2018

年度通过发行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超过180亿元，仅三年时间顺利实现多轮重

大融资。 

而此时，马兴田也早已诸多身份和荣誉加身——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十大工

商英才、中国医药年度人物、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广东省中医药强省建设致

敬人物、广东省医药行业特殊贡献企业家等等众多荣誉。2013年、2017年，马兴

田更是两度荣登福布斯中国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榜单。 

神话的背后 

在康美药业快速增长奇迹的背后，其实一直不乏质疑的声音。早在2012年夏，

就有人怀疑土地购买和项目建设上涉嫌造假。而自2015年4月以来，马兴田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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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5次因为行贿被写进判决书。除了行贿，造假的质疑，康美药业还有一些产品

如菊皇茶、菊花、人参等分别因违法添加行为、农药残留量项目等不合格，多次

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处罚、通报。2018年5月9日，央视还以专题方式曝光了康

美药业亳州药材市场的黑幕。而21世纪经济报道则多年前就曝光康美药业在亳州

的药材市场是以中药材为名倒腾地产。康美药业的营销模式也屡次遭受质疑。

2018年1月，多家媒体发布消息，称康美药业在多个非直销区域开展直销活动，

涉嫌传销行为。 

从巅峰到坠落 

从巅峰到开始坠落，时间快的超乎人们想象。2018年10月16日，康美药业在

盘中突然跌停。当日，一篇财务分析文章在网络悄然上线。文章的标题是《康美

药业盘中跌停，疑似财务问题自爆：现金可疑，人参更可疑》1。文章的作者是两

位名叫付彦龙和林熙明的年轻人。文章中总结了康美药业主要存在的两处资产谜

团： 

1.货币现金之谜 

康美药业2015年-2017年账上分别有158亿、273亿、341亿的货币资金，四个

季度平均货币资金余额为133亿、229亿、313亿，然而利息收入只有1.65亿、1.81

亿、2.69亿，利息/季度平均现金比例为1.24%、0.79%、0.86%。作者在文中发出

质疑：账上一堆现金同时高负债，利息支出远远超过利息收入。康美药业为何不

用现金偿还负债降低财务费用，而是把钱存在银行里吃利息？借款的合理性和货

币资金真实性存疑。表1列示了康美药业2010-2017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涉及到该

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负债、相应的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等。 

 

                                                 

1 文章链接：https://www.sohu.com/a/259858479_585920。发表该文的网站特意说明，该文实际写于当

年8月份，比盘中跌停的当天提前了两个多月质疑康美药业财务问题。在康美药业跌停，新闻界针对康美药业财务

真假的质疑也愈发多了起来时，网站决定将这篇两个月前的研究文章正式发表出来，以帮助投资者多一个认识上市公

司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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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0-2017年康美药业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货币资金

（亿元） 
27.6 63.23 61.06 84.97 99.85 158.18 273.25 341.51 

利息收入

（亿元） 
0.15 0.66 0.5 0.59 0.63 1.65 1.81 2.69 

利息支出 
1.4 2.69 3.6 4.04 4.87 5.85 8.66 12.15 

（亿元） 

财务费用

（亿元） 
1.26 2.05 3.13 3.56 4.35 4.49 7.22 9.69 

理财收益

（万元） 
0 0 0 0 0 0 0 0 

负债 
16 21 38 71 82 139 200 256 

（亿元） 

总资产 
82 152 180 223 279 381 547 687 

（亿元） 

资产负债率

（%） 
19.9 13.45 20.88 32.06 29.58 36.42 36.52 37.26 

货币资金占

总资产比率

(%) 

33.7 41.6 33.9 38.1 35.8 41.5 50.0 49.7 

 

 

 

2.消耗性生物资产之谜 

（1）2017年康美药业消耗性生物资产有32.54亿，主要是公司购买吉林林下

参种植基地款及所发生的相关种植费用，子公司集安大地参业种植园下参所发生

的相关种植费用。人参价格2015年来处于价格下降通道，然而康美药业账上32.54

亿消耗性生物资产并没有计提跌价准备，是否不太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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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参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员工人数和营业收入反而降低，消耗性生物资

产真实性存疑。 

在此之前的7月底，财联社的记者薛彦文就已发表文章《康美药业财报疑云：

利息支出超12亿 账上360亿现金只是摆设？》，质疑康美药业手握货币资金高达

366.4亿，却在近年内通过定增、配股、银行借款等方式，不断进行大规模融资，

财报令人疑窦丛生2。但也许是由于康美“高存高贷”的做法由来已久，康美的投

资者也早已习惯这样的质疑之声，最终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事实上，对康美药业的财务质疑一直没有中断过。早在2012年年底，就有媒

体证券市场周刊联合中能兴业研究团队耗时一个多月完成了调查报道《康美谎

言》，文章指出：“康美药业高成长的背后，涉嫌财务造假。其这些年的增长，

很可能是由造假、融资、再造假、再融资支撑的谎言”3。但这些质疑都没能产生

重要影响。 

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0月17日夜间紧急成立康美药业核查小组，第二天核查

小组进驻康美药业，就此展开对康美药业的财务调查。2018年12月28日，因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康美药业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8年12月29日康美药业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通知的公告》，在公告中康美药业表示，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

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过，对于存在何种信息披露违法违规问

题未做具体说明。此后，多家媒体持续从多个角度质疑康美药业存在严重的财务

造假问题，康美药业的股价也不断走低，2019年4月30日至5月9日间的五个交易

日，康美药业连续五个跌停，股价再次腰斩。 

尽管如此，此时马兴田的对外表现却依然颇为淡定。在2019年2月4日康美药

业内部的《新春祝辞》中，他写到：2019年要“发展实业、聚焦主业、瘦身健体、

固本强基”。 

                                                 

2 文章链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7489750291552808&wfr=spider&for=pc。 

3 文章链接：http://stock.hexun.com/2012-12-17/149134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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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亿货币资金不翼而飞 

2019年4月30日康美药业公布了姗姗来迟的2018年年报，与此同时康美药业

发布一则《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自此，康美药业近300亿资金不翼

而飞的“惊天大雷”被爆出。 

 

2019年4月29日，康美药业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称，由于财

务数据出现会计差错，造成2017年营业收入多计入88.98亿元，营业成本多计入

76亿元，销售费用少计入5亿元，财务费用少计入2亿元，销售商品多计入102亿

元，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多计入3亿元。 

在这份公告里，高达近300亿货币资金的“会计差错”令整个市场为之震惊，

乃至哗然。而马兴田在致股东的信中则只是轻描淡写地称，这一切只是因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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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导致其内控不健全，财务管理不完善。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马兴田表

示“财务差错和财务造假是两件事”。针对此，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5月5日

下发《关于对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有关事项的问询函》，《问询函》

表示上交所关注到马兴田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表达，明确指出公司应当严格区分会

计准则理解错误和管理层有意财务舞弊行为性质的不同，如实核查是否存在财务

报告编制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问询函》就涉及调整的货币资金、

其他应收款、存货、在建工程等项目进行问询，明确要求康美药业进一步核实并

披露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中的相关事项。2019年5月12日，上交所再次发来问询函：

《关于对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对年报相

关事项补充问询，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业务板块及毛利率、主要资产及负债

项目、经营业绩和现金流。 

此间，2019年5月9日，证监会对广东正中珠江会计事务所下发立案调查通知

书（粤证调查通字190076号），正中珠江会计所被立案调查的原因是因其在康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业务中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 

证监会也对康美“不翼而飞”的近300亿元进行了详细调查。2019年5月17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调查进展：康美药业披露的2016至2018年财务报告存在重大虚假，

包括使用虚假银行单据虚增存款，通过伪造业务凭证进行收入造假，部分资金转

入关联方账户买卖本公司股票。当晚，康美药业主动申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由“康美药业”变更为“ST康美”。根据证监会调查结果显示：康

美药业2016年年报虚增货币资金225.8亿元；2017年年报虚增货币资金299.4亿元；

2018年半年报虚增货币资金361.9亿元。康美如此大的造假力度成为A股史上最大

规模的财务造假案。 

2019年8月16日下午，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证监会发言人高莉表示，康美药

业有预谋有组织长期系统实施财务造假行为，恶意欺骗投资者，影响极为恶劣，

后果极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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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康美药业公告称，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夫妇分别被处以90万元的顶格处罚，终

身证券市场禁入。 

2020年5月14日，中国证监会向康美药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24 

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认定，康

美药业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利息收入及营业利润。 

《2016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89.99亿元，多计利息收入1.51亿元，虚增

营业利润6.56亿元，占合并利润表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6.44%。《2017年年度报

告》虚增营业收入100.32亿元，多计利息收入2.28亿元，虚增营业利润12.51亿

元，占合并利润表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25.91%。《2018年半年度报告》虚增营业

收入84.84亿元，多计利息收入1.31亿元，虚增营业利润20.29亿元，占合并利润

表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65.52%。《2018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16.13亿元，

虚增营业利润1.65亿元，占合并利润表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2.11%。 

二、《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存在

虚假记载，虚增货币资金。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康美药业通过财务不记账、虚假记账，伪造、

变造大额定期存单或银行对账单，配合营业收入造假伪造销售回款等方式，虚增

货币资金。通过上述方式，康美药业《2016年年度报告》虚增货币资金22，548，

513，485.42元，占公司披露总资产的41.13%和净资产的76.74%；《2017年年度

报告》虚增货币资金29，944，309，821.45元，占公司披露总资产的43.57%和净

资产的93.18%；《2018年半年度报告》虚增货币资金36,188,038,359.50元，占

公司披露总资产的45.96%和净资产的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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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虚增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投资

性房地产。 

康美药业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将前期未纳入报表的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

普宁中药城、普宁中药城中医馆、亳州新世界、甘肃陇西中药城、玉林中药产业

园等6个工程项目纳入表内，分别调增固定资产11.89亿元，调增在建工程4.01亿

元，调增投资性房地产20.15亿元，合计调增资产总额36.05亿元。经查，《2018

年年度报告》调整纳入表内的6个工程项目不满足会计确认和计量条件，虚增固

定资产11.89亿元，虚增在建工程4.01亿元，虚增投资性房地产20.15亿元。 

四、《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报告》中存在重大

遗漏，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康美药业在未经过决策审批或授权程序的

情况下，累计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11 619 130 802.74元用

于购买股票、替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偿还融资本息、垫付解质押款或支付收购溢

价款等用途。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六条第六项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

[2016]31号、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康美药业

应当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

情况，康美药业未在《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年度报

告》中披露前述情况，存在重大遗漏。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中决定对康美药业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21名责任人员处以90万元至10万元不等罚款，对

6名主要责任人采取10年至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2020年6月，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2020年第6次自律处分会议审议决定，对

康美药业予以公开谴责、暂停其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并责令其限期整改；对相

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严重警告或警告，并认定部分人员为债务融资工具市场

不适当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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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证监会的市场禁入、马兴田辞任董事长，股民索赔及接踵而至的纷争，

康美药业将面临巨额债务及前所未有的危机。 

重创之后的康美，还剩下些什么?  

2017年末是康美药业爆雷前夕最后的狂欢，公司账面资产高达687.22亿元，

包含341.51亿元的货币资金和157亿元的存货，合计占总资产的73%。2021年9月

末，康美总资产缩水至314.95亿元，货币资金和存货，分别缩水98%和64%，降至

6.33亿元和56.34亿元，合计占总资产比重也从原来的73%降至26%。其他应收款、

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在建工程，是当前金额最大的几项资产，分别为90亿

元、50亿元、33亿元和32.85亿元，合计占总资产比重的65%，其中的其他应收款

和在建工程依然有很大风险。  

康美药业在2018年末开始披露关联方占用款项88.79亿元，当年年末其他应

收款合计104.82亿元。3年过去了，还有90亿元趴在账上，其中53.58亿元和31.23

亿元的欠款方分别是普宁康都药业有限公司和普宁市康淳药业有限公司，背后实

际控制人都是马兴田。 

32.85亿元的在建工程中，有6个项目合计28.58亿元，源自马兴田此前大力发

展的健康医疗项目。但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没能获得与此相关的财

务入账资料，意味着这部分资产的金额毫无支撑。 

偿债压力方面，康美药业短期带息债务高达159.34亿元，货币资金却只有

6.33亿元，还不够半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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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康美药业2017-2021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 

 

鉴于挤完水分后，其总资产314.59亿元，不足以覆盖429.02亿元的总负债，

康美药业已经在2021年4月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6月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并于2021年11月2日发布公告招募重整投资人。  

截至2021年10月31日，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广东神农氏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向康美药业公司重整管理人提交了《重整投资方案》。根据前

期招募和遴选情况，康美药业、管理人与神农氏签署了《关于参与康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程序之投资协议书》。根据神农氏的报名材料，康美药业、管理人、

神农氏与财务投资人于2021年12月14日签署了《关于参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相关事项之确认书》。根据《关于参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之投资协议书》，神农氏成为康美药业的重整投资人，神农氏及财务投资人拟共

同支付不超过6,500,000,000元的投资资金，获得康美药业4,145,296,141股的转

增股票，占康美药业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后总股本13,863,866,690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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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0%；其中，神农氏拟以不超过5,419,000,000元的投资资金对康美药业进行

投资，获得康美药业3,509,413,788股的转增股票，占康美药业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 增 股 票 后 总 股 本 13,863,866,690 股 的 25.3134% ； 财 务 投 资 人 拟 以

1,081,000,000元的投资资金对康美药业进行投资，获得康美药业635,882,353股

的转增股票，占康美药业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后总股本13,863,866,690股的

4.5866%。各方确认并同意，投资资金将用于解决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马兴田控制

的关联方普宁市康淳药业有限公司和普宁康都药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问题及支付执行重整计划所需要的各项破产费用以及清偿重整计划规定的应当

以现金方式清偿的债务，剩余部分留存在公司，用于支持公司做好原有主营业务

的持续经营、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方案以及向下属公司注入流动性。 

若一切顺利推进，康美药业将成为广药集团旗下第二家医药上市公司。 

不能置身事外的审计师与独立董事 

在法院的判决中，涉案的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直接负责人承担100%连带

赔偿责任，被视为业内对会计师事务所最高金额的处罚。在以往的上市公司违法

事件中，监管部门主要处罚的是上司公司直接责任人，但共同参与违法行为或者

渎职不作为的中介机构却往往能逃避处罚。而新《证券法》明确了中介机构的连

带责任，意味着中介机构不能再过“只收钱不担责”的好日子了。 

作为A股首例集体诉讼，康美案涉及赔偿金额在同类案件中最高。 

不过其中引发关注的是，涉案的5名独立董事被判承担涉及金额为1.23亿元

到2.46亿元的巨额连带赔偿责任，这在中国的A股市场实属首次!  

判决书显示，江镇平、李定安、张弘为兼职的独立董事，不参与康美药业日

常经营管理，相对过失较小，法院酌情判令其在投资者损失的10%范围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折合2.459亿元），郭崇慧、张平为兼职的独立董事，过失相对较小，

且仅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签字，法院酌情判令其在投资者损失的5%范围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折合1.22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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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判决，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独立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部分引发了

市场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热烈讨论。而接下来市场关注到独立董事的辞职数据似

乎一下多了起来。仅11月份不完全的统计，当月就有超过100位独立董事辞职，

甚至有媒体用了辞职潮这样的标题来报道。 

中国最早出现独立董事是1993年，彼时，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设立了两名独

董。2001年，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了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并且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

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并强调独董尤

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中强制性引入独

立董事制度的开始。 

理论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通过客观判断，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

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独立董事

群体一直被质疑“不独不懂”“漂亮的花瓶”。独董是否能够真正发挥监督职能

和为中小股东发生的职责，康美药业案件引发的思考也许对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

的改革和完善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合上述材料，讨论下列问题： 

一、分析并总结康美药业案中主要的财务造假手段，并讨论如何理解并区分

会计准则理解错误和管理层有意财务舞弊行为性质的不同？如何尽早发现可能

的重大财务舞弊？ 

二、如何区分审计责任与会计责任？康美药业案中，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深陷其中,不仅被中国证监会处罚,还面临着数额巨大的诉讼赔偿。正中珠江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三、如何明确独立董事恰当的责任？如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以使独立董事

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有效、更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