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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依法处罚
恒大地产审计机构普华永道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罚没1.16
亿元、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撤销广州
分所……13日，财政部公布了对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广州分所
在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项目中
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自2024年1月起，财政部组织检查
组对普华永道及其广州分所的恒大地产
审计项目执业质量开展了专项检查。经
查，普华永道及其广州分所在恒大地产
2018年至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明知恒大地产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
不予指明，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出具
虚假审计报告。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多个方
面。例如，2018年至2020年对恒大地
产收入相关的主要审计程序，设计、实
施存在严重缺陷，多项程序得出不实
结论；丧失独立性，为恒大地产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并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
编制调整分录以虚增利润；明知或应
当知道恒大地产存在大量货币资金受
限，对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不予指
明，并通过各种方式隐瞒或掩盖；对恒
大地产2020年虚增开发成本、随意确
认投资性房地产的重大会计差错不予
指明等。

“专项检查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确保发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充分
支撑。按照检查工作程序，财政部就
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征求了普华永道
意见，并组织专家对其反馈意见进行
了审理论证和复核认定。”财政部有关
负责人说。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2024年9月，
财政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
普华永道及相关注册会计师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

——会计师事务所方面，考虑到证
监会已依据证券法对普华永道2019年、
2020年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财政部
对普华永道涉及恒大地产2018年审计
项目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共1.16亿元的行政处罚。同时，
财政部给予普华永道警告、暂停经营业
务6个月、撤销普华永道广州分所的行政
处罚。

——注册会计师方面，财政部对
恒大地产2018年至2020年相关财务
报表审计报告的4名签字注册会计师
给予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对7
名参与编制恒大地产合并财务报表的
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或罚款的行政
处罚。

首都经贸大学华侨学院院长、会计
学教授李百兴表示，此次检查处罚是财
政部依法履职、加强财会监督的具体体
现，彰显对会计师事务所违法违规“严监
管、零容忍”的态度。

据悉，对于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为中国恒大集团提供审计服务
的有关责任，财政部将通过跨境审计监
管合作机制，积极协调配合香港会计及
财务汇报局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处理。

“针对检查发现的其他问题，财政
部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普华永道下
达整改通知书。对检查发现涉嫌犯罪
的问题线索，移送相关司法部门进行调
查处理。”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财政部
将督促普华永道严格执行相关行政处

罚措施，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切实提高
执业质量。

“处罚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国人民
大学会计系教授戴德明表示，提升会计
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是一个长期课题，
需要行业企业和监管部门共同努力，直
面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行

业审计质量水平，推动会计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财
会监督力度，严厉打击财务舞弊和审计
造假行为，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国证监会
13日宣布，依法对普华永道恒大地产年
报及债券发行审计工作未勤勉尽责案作
出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规定，没收普华永道案涉期间全部业
务收入2774万元，并处以顶格罚款2.97
亿元，合计罚没3.25亿元。

中国证监会调查发现，普华永道在
执行恒大地产2019年、2020年年报审计
工作中未勤勉尽责，在审计过程中违反
多项审计准则，违背多项审计要求，多项
审计程序失效，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
未作出正确的职业判断，未发现恒大地
产大金额、高比例财务造假。存在审计
工作底稿失真、现场走访程序失效、样本
选取范围失控、文件检查程序失灵、复核
程序失守等情况。

普华永道为恒大地产2019年、
2020年年报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为恒大地产5次债券发行出
具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的声
明，普华永道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

假记载。
中国证监会表示，在案件查处过程

中，与财政部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共享
信息、强化合力。在“资格罚”上，鉴于财
政部已对普华永道作出暂停经营业务的
行政处罚，暂停业务范围涵盖证券领域，
中国证监会不另行作出暂停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的行政处罚。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监管
执法工作是中国证监会法定职责，对少
数以身试法的中介机构及人员，中国证
监会坚决落实“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要
求，严监严管，用足用好法律授权，严格
执法、严肃处理。

该负责人说，希望广大中介机构引
以为戒，慎终如初，不折不扣地履行法律
规定的义务要求，时刻紧绷勤勉尽责这
根弦，真正立足专业、审慎执业、珍惜声
誉，客观、独立、专业地发表意见，确保制
作出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真正担负起证券市场

“看门人”职责。

涉恒大地产财务造假！

财政部对普华永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前8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4.43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国人民银

行13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4.43万亿元，其中
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97万亿元。

数据显示，8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
余额252.02万亿元，同比增长8.5%。前
8个月，我国住户贷款增加1.44万亿元；
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97万亿元，
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8.7万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8月末，我国广义
货币（M2）余额305.05万亿元，同比增
长6.3%；狭义货币（M1）余额63.02万亿
元，同比下降7.3%；流通中货币（M0）
余额11.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2%。

另外，前8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
加12.88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9.65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前
8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3.32万亿
元。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98.56
万亿元，同比增长8.1%。

逾60张罚单揭示
内幕交易“三高”特征
记者统计中国证监会系统公开披

露的监管措施中发现，年初至今，监管
部门已开出63张内幕交易相关罚单，
涉及违规主体包括75名自然人及1家
公司，罚没金额从百万元至亿元不等。

梳理案情发现，今年以来查处的内幕
交易案件呈现“三高”特征：一是“窝案”频
发影响恶劣；二是并购重组领域成为重灾
区；三是微信群与聚餐局多渠道泄密，成
为内幕信息传递的温床。 据上海证券报

中国人民银行9月13日发布了8月
金融统计数据，在贷款保持稳定增长的
同时，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流动性
保持合理充裕……如何看待8月金融
数据变化？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了哪些
领域？

当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8月
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52.02万亿元，
同比增长8.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98.56万亿元，同比增长8.1%；广义货币
（M2）余额305.05万亿元，同比增长
6.3%。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近期M2余额增速较为平稳，8月社会
融资规模和人民币贷款两项指标余额增
速都在8%以上。在结构转型加快推进
的背景下，金融数据在高基数上仍保持
平稳增长，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
为，8月新增贷款约9000亿元，同比有所
回落，但从前8个月整体投放来看，贷款
增长保持基本稳定，票据融资渠道的支
持力度在持续加大。

数据显示，8月票据融资延续了7月
的增长态势，前8个月票据融资增加
7597亿元。记者了解到，随着票据利率
下行，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成本相应降
低，激发了票据融资需求，8月末银行表
内已贴现票据达13.9万亿元，是支持实
体经济的重要渠道。

信贷资金流向了哪里？数据显示，
前8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97万亿元，企业仍是新增贷款的大
头。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8.7万亿元，占
比超七成。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信贷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有力支持经济结构加快
优化。

数据显示，8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13.69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13.4%；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3.09万亿元，同比增长21.2%；专精特新
企业贷款余额4.18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2.21万亿元，
同比增长16%。这些贷款增速均高于同
期各项贷款增速。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现在贷款需求指数和贷款增速同向下
降，表明信贷增长从供给侧约束转向
了需求侧约束。金融机构项目储备代
表信贷投放的空间和后劲，下一步银
行应深挖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
展等新动能领域的贷款需求，加大项
目储备。

今年以来，社融规模增长平稳，其中
债券融资相关数据表现突出，为实体经
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支持。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企业债券
净融资1.78万亿元，同比多2031亿元。1
月至7月，全国企业累计发债8.4万亿元，
同比增加5748亿元。7月，AAA级、
AA+级、AA级企业债加权平均发行利

率分别为2.18%、2.44%和2.65%，为企业
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支持。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
将支持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推动绿
色债券、科创类企业债券规模持续增
长。加快制定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方案
以及数字金融、养老金融政策，形成“1+
N”的政策体系，出台更多激励政策和工
具，更加有力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8月份利率在低位水平继续下行。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8月份，新发
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57%，比
上月低8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28个基
点；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为4.48%，
比上月低8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34个基
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3.35%，
比上月低5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78个基
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企业和居民贷款利率下降有利于
减轻经营主体的利息负担，释放消费和
投资潜力。”温彬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利
率水平保持在历史低位，货币政策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稳固。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中国人民银行将坚持支持性的货币
政策立场，为经济回升向好营造良好的
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
度、精准有效，加大调控力度，着手推出
一些增量政策举措。持续增强宏观政策
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产业
升级，支持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
上实现动态平衡。 据新华社

贷款稳定增长支撑经济转型升级
——解读8月金融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