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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帮助各位同学更好地学习审计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和方法以及实务操作技术，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审计学课程的

重点及难点内容，我们根据最新统编教材 《审计》（刘明辉主

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一版），组织编写了

这本 《审计习题与案例》。

本书作为 《审计》一书的配套教材，按教材的章节顺序进

行编排，以方便教学和自我测试。各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学习目的与要求

相关准则与制度

预习要览

重点与难点解析

练习题 （含判断、单选、多选、讨论、分析、综合等

题型）

案例

阅读文献

练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由刘明辉教授担纲主编，各章具体分工如下：第一至

三章由薛清梅博士编写；第四至六章由樊子君博士生编写；第

七章由张宜霞博士生编写；第八至十章、第十七章由刘明辉教

授编写；第十三至十六章、第二十章、模拟试题由郑艳茹博士

生编写；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由徐平教授编写；第十八章由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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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教授编写；第十九章由甄阜铭博士生编写。刘明辉和郑艳茹

对全书进行了审阅、总纂、定稿。

作 者

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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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审计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独立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中国独立审计的发展历程

理解审计的含义

对审计进行分类，区别不同类型的审计人员，解释会计报表审

计、经营审计和合规审计的特征

理解审计产生和存在的动因

理解审计人员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了解审计假设的各种理论及其不足之处

了解我国的审计假设体系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 号———会计报表审计》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9 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1 号──了解被审计单位情况》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2 号———考虑内部审计工作》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3 号———管理当局声明》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4 号———与管理当局的沟通》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审计 会计账目审计 资产负债表审计 会计报表审计 账项导向

审计 内控导向审计 风险导向审计 合规审计 经营审计 独立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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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审计动因 受托经济责任论 代理人学说 信息经济学说 保险

论 冲突论 多因决定论 信息风险 审计假设

（二） 关键问题

1. 为什么独立审计的萌芽会出现在 16 世纪的威尼斯，但是真正的

发展却是在英国开始的？

2. 怎样理解审计的定义？

3. 按照审计对象的不同，审计可以分为几个发展阶段？各阶段的

特点如何？

4. 按照审计模式的不同，审计可以分为几个发展阶段？各阶段的

特点如何？

5. 审计按照目的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哪几大类？具体解释各自

的含义。

6. 说明会计报表审计的主要特征。

7. 独立审计人员、政府审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的资格认可、独

立性有何不同？

8. 为什么审计可能是管理当局和信息使用人共同的需求？

9. 审计人员的社会角色是如何转变的？现今该如何理解审计人员

的角色？

10. 审计假设包括哪些内容？信息可验证性假设是否合理？有什么

理由来支持这一假设？如果要是偏离了这个假设，对审计工作过程和结

果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独立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独立审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随着企业财产所有权与经

营权分离而产生的。18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英

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导致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

出现了第一批以查账为职业的独立会计师。股份公司兴起以后，为确保

财务信息的真实与公允，由独立会计师对股份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就显得尤为必要。1720 年，英国爆发了南海公司破产事件，会计师查

尔斯·斯内尔受议会聘请对其会计账目进行了检查并以 “会计师” 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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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一份 “查账报告书”，指出南海公司的财务报告存在着严重的舞

弊行为，这标志着独立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的正式诞生。随后英国议

会于 1844 年颁布了 《公司法》，有力地促进了独立会计师的发展。1853

年，爱丁堡 会 计 师 协 会 在 苏 格 兰 成 立，标 志 着 注 册 会 计 师 职 业 的

诞生。

关于独立审计的发展过程，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即按审

计对象的分类和按审计方法的分类。第一种分类：按审计对象不同，独

立审计分为会计账目审计阶段、资产负债表审计阶段及会计报表审计阶

段。第二种分类：按审计模式的不同，独立审计分为账项导向审计阶

段、内控导向审计阶段和风险导向审计阶段。

中国的独立审计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8 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我

国第一部独立审计法规——— 《会计师暂行章程》。同年，谢霖先生获准

成为中国第一位注册会计师，并创办了第一家独立审计机构———正则会

计师事务所。解放初期，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独立审计曾发挥了

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照搬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模式，我国的独立审计陷入长时期的停滞状态。以 1980 年财政部

发布 《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 为标志，注册会计师制度开始

重建，1988 年 11 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1994 年 1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正式实施。

2. 审计概念与种类

审计的概念。“审计是一个客观
獉獉

地获取和评价
獉獉獉獉獉

与经济活动和经济事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项的认定
獉獉獉獉

有关的证据
獉獉

，以确认这些认定与既定标准之间的符合程度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并

把审计结果
獉獉獉獉

传达给有利害关系的用户的系统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过程。” 需要理解和掌握审

计定义的几个要素：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的认定；客观地获取和评价

证据；系统化过程；与既定标准相符合的程度；审计结果；有利害关系

的用户。

审计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审计进行不同的分类。按主体

的不同，审计可以划分为政府审计 （也称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

会计师审计 （也称独立审计、民间审计）；按与被审计单位的关系不同，

可以划分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按范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全面审计

和局部审计，综合审计和专题审计；按实施时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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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中和事后审计，定期和不定期审计，期中和期末审计；按执行地

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就地审计和报送审计；本书按照审计目的和内容

将审计分为会计报表审计、合规审计和经营审计三类。

3. 审计人员

根据服务单位在审计组织体系中的位置不同，可以分为独立审计人

员、政府审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前两种又叫外部审计人员。独立审

计人员主要是指为客户提供专业审计服务的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是

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接受委托从事审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

的职业人员，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必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并从

事审计业务工作两年以上，方可申请注册。政府审计人员是指审计机关

中接受政府委托，依法行使审计监督权，从事审计业务的人员，政府审

计是各国审计的最初形态，西周的宰夫可称为我国最早的政府审计人

员，目前我国的政府审计人员实施专业技术资格制度，可以从事合规审

计、经营审计，也可以从事与会计报表有关的审计。内部审计人员是公

司所雇用的，对公司会计、财务以及其他业务情况进行审核，并向管理

当局进行报告和提供建议的公司在册职员，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目标主

要是提高经营的效率和效果，涉及的领域包括会计问题或与财务相关的

审计或经营审计等等，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因领导关系不同独立性和权

威性不同，领导层次越高审计效果越有保障。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

册会计师审计不存在主导和从属关系，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审计监督体系。

4. 审计的动因

审计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主要的学说包括：

受托经济责任论 （认为审计是在两权分离所形成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

下，基于经济监督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代理人学说 （审计的出现是

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最大化的共同选择）、信息经济学说 （审计可以降

低信息不对称，使市场更有效率）、保险论 （审计就是一种降低风险的

活动，甚至认为审计是分担风险的一种服务）、冲突论 （会计报表的提

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外部独立专家发表意见）、多因决定

论 （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审计的出现）。

5. 审计人员的社会角色

审计人员的社会角色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从 “警犬”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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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人”，再到 “信息风险的减少者” 和 “保险人”。

银行借贷给企业资金，确定利率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无风险利

率，营业风险，信息风险，审计对于无风险利率和营业风险毫无作用，

但是审计活动可以减少信息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借款利率，这也说明

了为什么企业需要审计。信息风险产生的原因包括：信息的非直接性、

信息提供者的偏见和动机、数据量大且复杂的交易业务。

如果将审计人员看作是信息风险的减少者，那么审计人员应该收取

多少费用才合适呢？审计的特性决定了审计不能按照工作结果来收费，

只能按照劳动投入来收取费用。

如果将审计人员看作是信息风险的分担者，那么审计人员应该收取

多少费用才合适呢？审计已经成为分担社会风险的过程，类似于保险

人。按照保险理论，如果发生了损失，审计人员必须赔偿，如果没有损

失，审计人员的利润就是其得到的公费。那么审计公费就是对审计需求

的强烈程度和损失可能性的函数。

6. 审计假设

审计假设亦称审计假定 （auditing assumptions）、审计公设 （auditing

postulates）、审计假说、审计公理、审计前提，它是指对审计领域中存

在的尚未确知或无法论证的事物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所做的合乎逻

辑的推理或判断。

我国的审计假设体系应包括如下具体内容：信息不确定假设；信息

可验证假设；审计主体独立性假设；审计主体胜任性假设；审计主体理

性假设；内控相关性假设；风险可控性假设；认同一贯性假设；责任明

确性假设。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注册会计师审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 ）

2. 会计账目审计阶段，审计报告的使用人是社会公众。 （ ）

3.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注册会计师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市

场经济的产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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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计是就有关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的一些说法加以验证。

（ ）

5. 审计结果的传达必须采用书面报告形式，不可以采取口头报告。

（ ）

6. 经营审计的独立性要求比会计报表审计的独立性要求要低。

（ ）

7. 内部审计人员、政府审计人员和独立审计人员都可以从事经营

审计。 （ ）

8. 我国审计机关只需要发表审计意见，对违反财经纪律的单位和

个人无权予以经济制裁。 （ ）

9. 经营审计的报告形式与内容随着约定任务的情况不同而有着非

常大的差别。 （ ）

10. 注册会计师审计就是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

报表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 （ ）

11. 政府审计是独立性最强的一种审计。 （ ））

12. 审计与企业财务会计的目的均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

13.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依据是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准则。 （ ）

14. 注册会计师审计发展到资产负债表审计时期，审计抽样方法得

到了广泛应用。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注册会计师审计最早萌芽于 16 世纪的欧洲，其原因是为了适应

一种企业形式的需要，这种企业形式是（ ）。

A. 独资企业 B. 合作企业

C. 公司制企业 D. 合伙企业

2. 最早以 《公司法》 的形式规定股份公司必须设监察人，负责审

查公司账目的国家是（ ）。

A. 美国 B. 英国

C. 德国 D. 意大利

3. 在独立审计发展的过程中，审计报告使用人从股东、债权人扩

大到整个社会公众是在（ ）。

A. 详细审计阶段 B. 资产负债表审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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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会计报表审计阶段 D. 抽样审计阶段

4. 在独立审计的发展过程中，以会计账簿为审计对象，以查错防

弊为目标的详细审计应当属于（ ）。

A. 会计报表审计 B. 内部控制导向审计

C.20 世纪初的美国式审计 D. 早期的英国独立审计

5. 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最早的法规 《会计师暂行章程》 出自于

（ ）。

A. 宋朝 B. 北洋政府

C. 国民党政府 D.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6. 下列事项中，标志着独立审计职业诞生的是（ ）。

A. 威尼斯会计师协会的成立

B. 热那亚会计师协会的成立

C.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成立

D. 爱丁堡会计师协会的成立

7. 编制财务报表的责任在于（ ）。

A. 公司管理当局 B. 审计委员会

C. 独立审计人员 D. 内部审计人员

8. 下列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提法中，不正确的是（ ）。

A.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产生早于政府审计

B. 注册会计师审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C.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由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实施的审计

D. 注册会计师审计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作用是提高财务信息的可

靠性和可信性

9. 会计报表审计的判断标准是（ ）。

A. 企业内部会计制度 B. 会计准则

C. 审计准则 D. 有关法律规定

10. 经营审计的判断标准是（ ）。

A. 会计准则 B. 审计准则

C. 管理当局或法令设立的目标

D. 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规定或第三者的要求

11. 经营审计的审计报告的使用者主要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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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业投资者、债权人

B. 企业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

C. 被审计单位

D. 企业股东

12. 在抽样审计阶段，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时首先要审查和评价被

审计单位的（ ）。

A. 内部审计制度 B. 内部管理制度

C. 内部控制制度 D. 会计制度

13. 下列各项中，属于合规审计的是（ ）。

A. 环境审计 B. 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C. 经济效益审计 D. 财经法纪审计

14. 从 独 立 性 的 角 度 来 看，在 我 国 审 计 监 督 体 系 中，政 府 审 计

（ ）。

A. 仅与委托者独立，不与被审计单位独立

B. 与审计委托者和被审计单位均独立

C. 与审计委托者和被审计单位均不独立

D. 仅与被审计单位独立，不与委托者独立

15. 下列各类审计中，起源、发展最早的应当是（ ）。

A. 内部审计 B. 政府审计

C. 独立审计 D. 国际审计

16.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注册会计师审计特点的是（ ）。

A. 强制审计 B. 有偿审计

C. 受托审计 D. 双向独立审计

17. 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审计存在原因的是（ ）。

A. 管理部门和审计师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B. 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管理权的分离

C. 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存在

D. 财务报表的复杂性，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判断

（三） 多项选择题

1. 独立审计发展的几个阶段包括（ ）。

A.19 世纪初以详细审计为标志的英国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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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 世纪初以资产负债表为核心的美国式审计

C.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的会计报表审计

D.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以内部控制为中心的抽样审计

2. 审计概念中的 “既定标准” 体现在我国会计报表审计中包括

（ ）。

A. 企业会计准则

B. 企业会计制度

C. 国家其他相关财务会计法规

D. 企业内部的会计制度

3. 按照审计范围不同，可以将审计分为（ ）。

A. 全面审计 B. 局部审计

C. 综合审计 D. 专题审计

4. 审计按目的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 ）。

A. 经营审计 B. 合规性审计

C. 全面审计 D. 会计报表审计

5. 审计结果需要传达的对象可能包括（ ）。

A. 被审计单位 B. 审计委托人

C. 股东 D. 债权人

6. 审计关系人包括（ ）。

A. 审计委托人 B. 审计人

C. 所有审计信息使用人 D. 被审计人

7. 与被审计单位有利害关系的用户包括（ ）。

A. 股东 B. 债权人

C. 证券交易机构 D. 潜在投资者

8. 信息风险产生的原因有（ ）。

A. 信息的非直接性 B. 信息提供者的偏见和动机

C. 数据量大 D. 复杂的交易业务

（四） 分析题

1. 你同意下面这段话的观点吗？如果不同意，请指出其错误之处。

现在的审计人员所做的都是抽样测试，但是因为抽样测试完全依赖审

计人员的判断，而审计人员的判断是很可能出现问题的，因此这种方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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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冒险。只有在所有的交易都被审计了的情况下审计结果才是可信的。

2. 有人认为，审计是会计的分支，你如何理解审计和会计的关系？

3. 四位会计专业的毕业班同学讨论未来的职业规划。甲同学希望

去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他认为至少要在那里工作五年，或者终身以此为

职业，他觉得在审计领域有了丰富的经验后未来会有更好的选择；乙同

学希望能够成为大型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因为他认为通过内部审计工

作，他可以接触到大型企业集团的各个层面；丙同学打算去税务局从事

税务稽查工作，该工作收入颇丰，是目前非常热门的职业；丁同学也希

望从事审计工作，但是她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她对专业研究非常

感兴趣，但是也愿意去担当有挑战性的职务。

要求：

（1） 试说明上述几类审计工作的优缺点。

（2） 对于这些有系统专业知识的同学来说，还有哪些审计职业适合

他们呢？

4. 在中国台湾，只有从事独立审计业务的才被叫做 “会计师”，在

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按照其岗位称呼，例如财务经理等。请你向一个台

湾同胞解释在大陆什么人被叫做 “会计师”，会计师和注册会计师有哪

些不同。

5. 你毕业后被一家民营企业所聘用，这家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很快，

但是管理水平有待于提高，公司总经理找你谈话，希望会计专业毕业的

你能够帮助企业设计其内部审计制度。请你向他解释一下内部审计的目

标、内容都有哪些，如果要提高内部审计的控制功能，应该将内部审计

置于哪个部门的领导之下。

6. 你认为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审计假设体系应当包括

哪些内容？如果你同意或不同意教材中的某个观点，请说明理由。

六、案例

案例主题：财务信息的用户

案例资料

最近你无意中听到两个注册会计师的谈话，内容如下：

CPA1：要想知道公司财务报告的所有使用人的特定需要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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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方说，我怎么能够知道工会或者银行会如何利用我所审计公司的

财务报告呢？

CPA2：可是你必须知道财务报告用户的需要，否则你无法判断某

一个特定的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对用户非常重要。

CPA1：但是我无法知道他们所有人的需要。我只好将注意力偏向

股东或者银行的放贷部门，他们是更重要的报表使用人。此外，是管理

当局最终负责报表的公允表达方式，我只负责对他们编制的财务报表发

表意见，又不是我自己编制报表，你不要对我们审计人员期望太高了。

CPA2：是公众的期望，而非我的期望。我可不希望因为没有达到

用户的要求而被告上法庭。但是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要想知道所有用

户的需要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每种用户需要的信息似乎都不同，你无

法满足每一个人。如果利润高了，员工会要求加工资，税务局要求收取

更多税，管理人员就希望将利润报告得低一点。我看我们只能运用会计

准则来做判断，只要符合会计准则，我们就可以假设它是符合用户需要

的了。

CPA1：这点我倒是同意的。

讨论：

A. 为什么审计人员需要了解可能使用审计报告的各种用户以及他

们的需要呢？

B. 评价 CPA2 的结论：因为无法确知所有使用人的需求，结果就只

能依赖会计准则判断会计报表是否公允表达。

C. 请指出下面的五种报表使用人，每种人的信息需求可能会和其

他人的需求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冲突。

（1） 现有的股东；

（2） 潜在的投资者；

（3） 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

（4） 银行放贷部经理；

（5） 公司管理层。

【案例提示】

（1） 因为审计报告的使用人对信息的需求不同，对于某个使用人而

言并不重要的信息，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审计人员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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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发现重大的错误和舞弊，如果审计人员不了解审计报告的各种用户及

其需要，就无法做出判断究竟对于用户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在执行审计

业务时也就无法确定重要性的标准。

（2） 即使能够确知所有审计报告使用人的需求，会计准则也仍然是

判断会计报表是否得到了公允表达的标准。

（3） 现有股东运用会计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评价管理当局的诚实度和

管理能力，做出企业增加投资、减少投资或者保持现有投资不变的决

定，因此重视企业的盈利能力信息。潜在投资者需要决定是否对企业进

行投资，投资的价格是多少，重视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信息。企业内部

的工会组织需要评估组织的盈利能力和提高工资以及利润分享协议的可

能性，重视企业的盈利性和利润率。银行放贷部经理需要决定是否贷款

给企业，以及贷款的额度与条件，重视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项

目的盈利性。管理当局需要检查业绩、评价复杂交易的结果，并做出影

响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决定。

现有股东希望本期能多分股利，潜在投资者恰好相反。工会希望企

业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高员工的工资。股东和管理当局则希望能降低

工资，从而减少成本，增加利润。银行希望企业有大量现金，资产变现

能力强。股东希望企业的资产不要以现金形式存放，要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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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 3.√ 4.√ 5. × 6.√ 7.√ 8. × 9.√ 10. ×

11. × 12. × 13. × 14. ×

（二） 单项选择题

1. D 2. B 3. C 4. D 5. B 6. D 7. A 8. A 9. B 10. C 11. C

12. C 13. D 14. D 15. B 16. A 17. A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D 2. ABC 3. ABCD 4. ABD 5. ABCD 6. ABD 7. ABCD

8. ABCD

（四） 分析题

1.

在早期的审计实务中，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全部的会计和其他资

料进行审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业务的日益复杂，继续采用详

细审计方法既不经济也不现实，因此才开始采用抽样审计的方法。在账

项导向审计阶段，以采取判断抽样为主，抽查数量很大，但仍然很难有

效揭示企业会计报表中可能存在的重大错弊。到了内控导向审计阶段，

审计师们也发现内部控制制度与会计信息质量具有很大的相关性。通过

了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评估审计风险，制定审计计划

并确定审计实施的范围和重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质性测试。通过内部

控制测试，如果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会计报表发生错误和舞弊的可

能性就小，会计信息的质量就越有保证，审计测试范围也可以相应缩

小；反之，就必须扩大审计测试范围，抽查更多的样本。这样审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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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抽样测试的判断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随着风险导向审计的发

展，不仅考虑企业内部控制的风险，还考虑外部风险，抽样测试的风险

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2.

许多财务报告使用人和公众都把审计和会计混淆起来，主要是因为

审计往往和会计信息相关，而且许多审计人员是会计方面的专家。更重

要的是，从事独立审计工作的人被称为 “注册会计师”，更增加了这种

概念的混淆。

会计是为决策提供财务信息而对经济事项进行计量、记录、确认和

报告的一个系统。会计的任务是为管理人和其他信息使用人提供各种价

值信息，以便于其作出经济决策。为了能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会计

人员必须充分理解处理会计信息的原则和基础。

审计会计数据时要关注的是已经记录的这些信息是否反映了在一定

会计期间内发生的经济事项。因为会计规则是评价会计信息是否得到恰

当记录的标准，因此所有审计这些数据的审计人员必须充分理解这些会

计规则。例如会计报表审计，会计规则就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在学习

审计知识以前，学生必须先掌握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知识。

除了要掌握会计知识以外，审计人员还必须是搜集和解释审计证据

的专家，这是会计和审计的最大区别。审计人员必须运用恰当的审计程

序，决定测试的项目和类型，并进行评价，这也是只有审计才需要做的

工作。所以学会了会计，未必就能做审计。莫茨和夏洛夫曾将会计和审

计比做律师和法官，律师要懂得法律知识，但是并不是懂得法律知识就

可以做得了法官。

3.

（1） 注册会计师主要为客户提供专业审计服务，客户可能包括各类

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及个人，为各种客户提供审计服务将积累

很多的审计经验。经过不断的职业后续教育，可以跟进最新的发展，而

且审计公费收入比较高。同时由于其独立性和专业性，该职业和律师、

医生一样备受尊敬。但是注册会计师审计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有时候

可能仅仅因为 “深口袋” 理论而败诉。要从事审计业务必须考取注册会

计师资格，并且有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才可以。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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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为管理者执行内部审计任务。内部审计人员的任务根据管理要

求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进行经营审计，有的时候进行合规审

计，甚至有的时候还负责超出会计范围的各种任务。但是内部审计人员

如果不独立于各个部门，则无法有效运作。在税务局工作，按照税法规

定审计纳税义务人的所得，属于合规审计的范畴。税的种类很多，税法

规定又复杂多变，在这个领域工作也需要具备充分的审计知识和审计

技巧。

（2） 除了这些审计职业以外，他们还可以在政府或其他非营利组织

的审计部门工作。

4.

大陆的 “会计师” 是指具有会计师职称的人，会计师是一种专业技

术资格。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分为会计员、助理会计师、会计师和高级会

计师等不同等级，需要进行考试或评审。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会计工作

的人都可以参加会计师技术资格考试，并按照聘任的职称级别取得相应

的待遇。这种会计师不能从事独立审计业务。在大陆从事独立审计业务

的叫做 “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并参加

审计工作两年以上才能进行注册登记，从事法定审计业务。

5.

内部审计的工作目标主要是提高经营的效率和效果，涉及的领域包

括会计问题或与财务相关的审计或经营审计等等。其工作内容包括：复

核及评估会计、财务管理及其他活动的控制是否设计周密、适当，执行

是否有效，并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各项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确定各级管理人员遵行企业政策、方案及程序的程度；确定企

业资产适当记录、保管及防止损失的做法及执行程度；确保管理信息的

可靠性；评估各级人员执行被指派的工作时的质量水平；建议改进工作

管理的方法。内部审计隶属的管理层次越高，独立性就越强，越能发挥

作用，因此应当将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在董事会下。

6.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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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注册会计师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各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制度，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

的报考条件、注册登记制度等

掌握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我国注册会计

师的业务范围

了解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后续教育的内容、形式、组织实施、

考核等内容

了解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批制度

以及设立审批条件

掌握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承接的有关要求

了解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发展情况与组织机构

了解国外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体制和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

管理体制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办法》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及审批试行办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保证服务 非保证服务 鉴证服务 非鉴证服务 委外服务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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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行业管理

（二） 关键问题

1. 简述注册会计师资格如何取得并在什么情况下不予注册和撤销

注册。

2. 简述保证服务和非保证服务的区别与联系，并举例说明。

3. 中国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有哪些？

4. 我国允许设立哪些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5.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有哪些职责？

6.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如何？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注册会计师考试和注册登记制度是注册会计师制度的重要内容

之一，我国于 1991 年开始组织全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从 1994 年开

始，通过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才可能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以下简称 《注册会计师法》） 和 《注

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的规定，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中国公民，

可报名参加考试：（1） 高等专科以上学历；（2） 会计或者相关专业 （指

审计、统计、经济）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对外国籍公民，按互惠原

则，其所在国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加该国注册会计师 （或其他相

应称谓） 考试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亦允许其公民参加我国注册会计

师考试。

财政部设立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 （简称全国考试委员会），

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全国考试办公室） 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全国考试委员会组织领导全国统一考试工作。考试科目为会计、审

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考试均采取闭卷、笔试的方式进

行。考试实行百分制，六十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全科成绩合格者，领

取全国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全科合格证书，单科成绩合格者，其合格成绩

在取得单科成绩合格凭证 （单科成绩合格证书或成绩通知单） 后的连续

四次考试中有效。

根据 《注册会计师法》 的规定，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全科成绩合格

的，均可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包括在政府、企业、一切经济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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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均可按规定在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后，申请加入注册会计师协会

成为非执业会员，但不能执业。要执业，还必须按照规定，加入一家会

计师事务所，具有两年审计工作经验，并符合其他审批条件。只有经批

准注册后，发给财政部统一印制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方可执行注册会计

师业务。

注册会计师能够提供的会计服务种类很多，而且其范围在不断地扩

大。但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保证服务和非保证服务。保证服

务分 为 鉴 证 服 务 （attestation services） 与 非 鉴 证 服 务 （unattestation

services）。保证业务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以适当保证或提高财务报告信

息质量为主要目的，而不涉及如何利用信息的建议。二是由 CPA、信息

使用者和信息提供者三方达成合约。三是以独立性与专业性为主要基

础。非保证服务是相对于保证服务而言的，是指那些由注册会计师提供

的、除了保证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主要是指咨询服务。我国 《注册会

计师法》 规定，注册会计师依法承办审计业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

务。审计业务属于法定业务，非注册会计师不得承办。会计咨询、会计

服务业务属于服务性质，是所有具备条件的中介机构甚至个人都能够从

事的非法定业务。

2. 会计师事务所是注册会计师依法承办业务的机构。从世界范围

来看，会计师事务所的形式包括独资、普通合伙制、股份有限公司制、

有限责任合伙制四种，我国 《注册会计师法》 规定，不准个人设立独资

会计师事务所，只批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和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在以有限责任方式设立的情况下，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

担责任，事务所的出资人承担责任以其出资额为限。设立负有限责任的

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 不少于人民币 30 万元的注册资

本。（2） 有 10 名以上在国家规定的职龄以内的专职从业人员，其中至

少有 5 名注册会计师。（3） 有 5 名以上符合规定条件的发起人。（4） 有

固定的办公场所。（5） 审批机关规定的其他条件。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由注册会计师合伙设立。合伙设立的会计师事务

所的债务由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责

任，合伙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设立合伙会计师事务

所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 有两名以上符合规定的注册会计师为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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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合伙人聘用一定数量符合规定条件的注册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员

参加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设施。（3） 有

能够满足执业和其他业务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财政部颁发的 《合伙会计

师事务所设立及审批试行办法》 第十六条规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应

当建立风险基金，或向保险机构投保职业保险。建立风险基金的，每年

提取的基金数应当不少于业务收入的百分之十。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收

入，扣除各项费用，按合伙人应分配额缴纳所得税后，提取不低于百分

之三十作为共同基金，其余部分由合伙人按照协议进行分配。共同基金

属于合伙人权益。”

在我国，注册会计师不能以个人名义承办业务，而必须由会计师事

务所统一接受委托。审计报告除应由注册会计师本人签署外，还必须加

盖会计师事务所的公章。注册会计师承办业务时，由会计师事务所按照

收费标准统一收费。会计师事务所在承办业务时，由于委托人不同，其

被授予的权限也不同。

3.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注协） 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

性组织，成立于 1988 年 11 月 15 日，后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合并。

中注协对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实行管理，依法接受财政部的监督、指

导；依据 《注册会计师法》 和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 行使职责。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员有三类：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和名誉会员。

会员入会均须履行申请和登记手续。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员拥有一

定的权利和义务。协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下设理事会

和常务理事会。

4. 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管理属政府干预与行业自律结合型，即

外部管理和自我管理相结合。其中外部管理包括法律规范 （主要是指

《注册会计师法》） 和行政管理，有权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行使行政管理的

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证监会。行业自律

是指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按照章程对该行业进行管理。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按照 《注册会计师法》 的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代表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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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负责组织实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 ）

2. 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可以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只有经过批准

注册才能执业。 （ ）

3. 在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全科成绩合格的申请注册人员，只要加

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两年的审计工作经验，并符合其他规定的条

件，就应当批准注册。 （ ）

4. 所有具备条件的中介机构甚至个人都可以从事会计咨询、会计

服务业务。 （ ）

5.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都可以接受业务委托。 （ ）

6. 注册会计师在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授权以后，可以以个人名义承

接审计业务。 （ ）

7. 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自然地成为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团体

会员。 （ ）

8. 注册会计师不得为被审计单位提供代为编制会计报表等专业

服务。 （ ）

9.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合伙人承担

责任以其出资额为限。 （ ）

10.2001 年，林某在会计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受行政处分，他于

2004 年申请成为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协会不应该予以注册。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注册会计师考试需要进行论文和口试的国家为（ ）。

A. 美国 B. 英国

C. 加拿大 D. 日本

2. 审计人员要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除具备相应学历并通过

全国统一考试外，还应具备的条件是（ ）。

A. 接受后续教育

B. 一定时间的从业经验

C. 经过专门的专业训练

D. 不能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以外的工作

3. 下 列 各 项 中，能 够 成 为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协 会 团 体 会 员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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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会计师事务所

B. 五名以上注册会计师组成的科研团体

C. 高等科研院校的相关机构

D. 境外会计师组织

4. 有权批准会计师事务所成立的机构是（ ）。

A.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B. 工商部门

C. 审计署 D. 财政部

5. 下列人员中可以免考注册会计师考试的部分科目的是（ ）。

A. 会计学教授并具有会计工作经验

B. 会计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C. 会计专业学士学位获得者

D. 会计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

6.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民间审计组织会计咨询、服务业务内容的

是（ ）。

A. 管理咨询 B. 代理记账

C. 审查中期会计报表 D. 税务代理

7. 与保证服务相比较，咨询服务的特点是（ ）。

A. 由 CPA、信息使用者和信息提供者三方达成合约。

B. 以适当保证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为目标

C. 以财务信息的使用为目标

D. 以独立性与专业性为主要基础。

8. 我国 《注册会计师法》 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不包括

（ ）。

A. 独资公司 B. 合伙公司

C. 有限责任公司 D. 股份公司

9. 设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时，注册资本必须不少于人民币

（ ）。

A.10 万元 B.5 万元

C.30 万元 D.15 万元

10.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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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财政部

B.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代表大会

C.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会

D.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处

11. 根据财政部规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风险基金，或向

保险机构投保职业保险。建立风险基金的，每年提取的基金数应当不少

于业务收入的（ ）。

A.3% B.5% C.10% D.20%

12.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扣除各项费用，按合伙人应分配额

缴纳所得税后，提取共同基金，其余部分由合伙人按照协议进行分配。

共同基金属于（ ）。

A. 合伙人权益 B. 事务所全体成员

C. 承担项目的注册会计师 D. 保险基金

13. 注册会计师从事的下列工作中，属于审计业务的是（ ）。

A. 审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出管理建议书

B. 参与企业破产清算，出具审计报告

C. 参与企业合并事宜，代编合并会计报表

D. 参与企业管理，起草投资协议书

14.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扣除各项费用，按合伙人应分配额

缴纳所得税后，提取不低于（ ）作为共同基金。

A.5% B.10% C.20% D.30%

15. 注 册 会 计 师 所 从 事 的 下 列 业 务 中，不 属 于 鉴 证 业 务 的 是

（ ）。

A. 验资 B. 税务咨询

C. 会计报表审计 D. 内部控制审核

（三） 多项选择题

1. 具有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 ）。

A. 大学本科学历以上

B. 大专或大专学历以上

C. 会计及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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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会计及相关专业中级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员包括（ ）。

A. 个人会员 B. 团体会员

C. 名誉会员 D. 临时会员

3. 准予注册的注册会计师发生下列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协会将撤

销注册、收回注册会计师证书（ ）。

A. 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B. 受刑事处罚

C. 因在财务、会计、审计、企业管理或者其他经济管理工作中犯

有严重错误受行政处罚、撤职以上处分的

D. 自行停业满一年的

4. 下列关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承接和承办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以会计师事务所名义承接业务

B. 特殊情况下可以以主任会计师的个人名义接受委托

C. 由于委托人不同，会计师事务所在承办业务时被授予的权限不同

D. 出具审计报告时，只需注册会计师个人的签章

5. 下列各项中，属于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的有（ ）。

A. 企业中期会计报表审计 B. 验资

C. 资产评估 D. 税务代理

6. 下列人员中，可以成为非执业会员的有（ ）。

A. 注册会计师

B. 退出会计师事务所不再执业的注册会计师

C. 注册会计师考试合格人员

D.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人员

7. 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的是（ ）。

A. 资产评估 B. 代理记账

C. 税务代理 D. 管理咨询

8. 在我国依法对注册会计师进行行政管理的部门包括（ ）。

A. 财政部门

B.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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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税务部门

D.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9. 我国有限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条件为（ ）。

A. 注册资本不少于 30 万元

B. 符合规定条件的发起人 5 人以上

C. 有固定办公场所

D. 至少有 20 名专职从业人员

10. 我国法定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有（ ）。

A. 个人独资 B. 有限责任制

C. 合伙制 D. 股份有限公司制

（四） 分析题

1. 你是一名在校的会计专业本科大学生，你希望将来成为一名注

册会计师，你现在是否可以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需要考哪些科目？在

取得全科合格证书以前，通过的科目可以保留几年有效？如果你取得了

全科合格证书，要执行审计业务还需要进行哪些程序？

2. 方先生是中国台湾的一名会计师，具有多年从业经验。近年来

祖国大陆的审计业务发展迅速，他看好这个市场，希望能到大陆来执行

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请问可以吗？如果不可以，他都需要做哪些准备

才行？

3. 下面是中国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请指出哪些是鉴证业务，

哪些是非鉴证业务，哪些是非保证服务。

（1） 审计人员对企业的会计报表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发表意见。

（2） 对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基础、所使用的会计政策等发表意见。

（3） 对会计报表的附注进行审计，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

（4） 对证券投资风险进行评估。

（5） 税务代理和税务筹划。

（6） 就企业治理结构、预算管理和内部控制进行诊断并提出专业

意见。

（7） 对简要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

（8） 在企业合并过程中对被合并企业的资产进行审计并提出审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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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年来注册会计师的服务范围发生了哪些变化？

5. 为什么中国不允许个人设立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组

织形式对注册会计师的业务有什么影响？

六、案例

案例主题：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与审批

案例资料：

方先生是中国台湾的会计师，正在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已经

通过了三门科目。刘先生是某高校的一名会计学教授，已经通过中国注

册会计师考试，并且曾经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 8 年。王先生是

某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而且已经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独立审计业务五年多了。方先生有足够的

资金，并且已经找好了办公场所，希望能够和刘先生以及王先生在北京

合伙开设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请问他们是否会被批准？申请设立事务所

应当准备哪些材料，向哪里报送？

【案例提示】

申请成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注册会计师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 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有效证书，有五年以上在会计

师事务所从事独立审计业务的经验和良好的道德记录。

（3） 不在其他单位从事谋取工资收入的工作。

（4） 至申请日止在申请注册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

方先生尚未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不能作为合伙人。刘先生必

须辞去大学教授工作才能作为合伙人。

设立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 有两名以上符合规定的注册会计师为合伙人，由合伙人聘用一

定数量符合规定条件的注册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参加会计师事务所

工作。

（2）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3） 有能够满足执业和其他业务工作所需要的资金。

如果刘先生辞去教授职务，则刘先生和王先生属于符合规定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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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可以作为合伙人，只要找到固定的办公场所，具有一定资金和

设施就可以设立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了。

按照 《注册会计师法》 的规定，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由财政部或省级

财政部门审批，省级财政部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报财政部

备案。

设立会计师事务所需要报送下列文件：

（1） 合伙人协议书。

（2） 各合伙人姓名、简历、地址、注册会计师证书复印件及从事注

册会计师独立审计业务时间、有关业绩及职业道德的证明。

（3）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章程。

（4） 合伙人出资和个人财产的有效证明。

（5） 其他注册会计师及助理人员姓名、简历、住址及注册会计师证

书和年检记录以及助理人员有关情况的说明。

（6） 办公地址及办公用房产权或使用权的证明。

（7） 审批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其中，合伙人协议书应载明下列事项：

（1）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地址。

（2） 合伙人姓名、资历、住址。

（3） 出资总额、合伙人出资方式和出资额及应承担债务的份额。

（4） 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5） 合伙人加入、退出的规定及程序。

（6） 组织和管理。

七、阅读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2. 《关于加强注册会计师注册管理严格会计师事务所审批程序的通

知》，1994.12.30，财会协字 ［1994］130 号 （http：//www. accgo. com）。

3. 《关 于 发 布 〈注 册 会 计 师 全 国 统 一 考 试 办 法〉 的 通 知》，

1999.02.05，财协字 ［1999］11 号 （http：//www. accgo. com）。

4. 《关于发布 〈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办法〉 的通知》，1999.02.05，财协字 ［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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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http：//www. accgo. com）。

5. 余玉苗、吴联生、李国运： 《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3.√ 4.√ 5. × 6. × 7.√ 8.√ 9. × 10. ×

（二） 单项选择题

1. D 2. B 3. A 4. D 5. A 6. C 7. C 8. A 9. C 10. B 11. C

12. A 13. B 14. D 15. B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D 2. ABC 3. ABCD 4. AC 5. AB 6. BC 7. ABCD

8. ABCD 9. ABC 10. BC

（四） 分析题

1.

如果你没有大专学历，而本科也没有毕业，又没有会计师中级职

称，你没有资格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毕业取得了本科学历才

可以。考试科目为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全科成

绩合格者，领取全国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全科合格证书，单科成绩合格

者，其合格成绩在取得单科成绩合格凭证 （单科成绩合格证书或成绩通

知单） 后的连续四次考试中有效。如果你取得了全科合格证书，要执行

审计业务还必须加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两年审计工作经验，并符

合其他审批条件，进行注册。只有经批准注册后，发给财政部统一印制

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方可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

2.

在中国境内执行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必须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书。因此方先生还不能直接在大陆从事审计业务。他可以申请参加中国

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申请时必须提供如下有效证明：合法身份的有效

证件 （护照、身份证等） 以及在中国台湾获得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3.

鉴证业务：（1）、（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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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鉴证业务：（4）。

非保证服务：（5）、（6）。

4.

由于传统的鉴证业务市场需求有限，业务增长缓慢，近年来，一些

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延伸到更广泛的保证服务领域，例如提供信息系统可

靠性服务、保证公司各部门遵守 ISO9000 质量控制标准、环境审计、公

证药物实验效果、彩票抽奖结果等等。

在非保证服务领域，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的税务服务、管理咨询服

务、会计服务和其他服务发展日新月异，但是由于安然事件导致美国开

始严格要求会计师事务所遵守独立性原则，很多大型的会计公司已经将

咨询分部剥离，这是保证注册会计师被社会所认可而不得不采取的

行动。

5.

注册会计师个人单独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和稳定性比较差，

业务承受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因此我国不允许设立独资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被期望作为 “信息风险的减少者” 和 “保险人”，

但是注册会计师个人很难有能力担当这个角色，即使是无限责任，作为

单个的注册会计师而言，承担公众的责任都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国规定

所有业务只能由事务所统一承接，事务所不能由个人设立，只能是合伙

设立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设立。事务所的形式决定了抵御风险的能

力，容易避免缺乏独立性的现象，可以承接更多、更大的项目，增强持

久经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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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注册会计师职业准则体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的构成，指出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掌握审计准则的含义和作用

了解审计准则的负效应

了解国际审计准则和美国审计准则体系

掌握独立审计准则的层次与内容

掌握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的框架与内容

掌握审计质量控制的含义与作用

了解国际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控制

准则

掌握中国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基本准则的内容

掌握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内容

了解后续教育准则的内容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中国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基本准则》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后续教育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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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职业技术准则 职业道德准则 审计质量控制准则 后续教育准则

外勤准则 报告准则 独立、客观、公正 或有公费

（二） 关键问题

1.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体系包括哪些部分？

2. 独立审计准则与审计质量控制准则的关系表现在哪里？

3. 对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中，督导人员应当对助理人员的工作进

行复核，复核的目的包括哪些方面？

4. 列举可能影响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的事项。

5. 解释实质上独立和形式上独立的含义。

6. 会计师事务所在制定全面质量控制政策时应体现哪些方面的

要求？

7. 在哪些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可以披露客户的有关信息而不属于

泄密？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体系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注册会

计师职业技术准则 （具体包括独立审计准则、鉴证业务准则、其他保证

服务准则、会计咨询与会计服务准则等）；二是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

则；三是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四是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准

则。独立审计准则与职业准则体系中的其他准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审计准则是由权威机构认可的、用以明确审计主体资格和指导

审计人员工作的专业规范。独立审计准则又称独立审计标准，是用来规

范注册会计师执行独立审计业务，获取审计证据，形成审计结论，出具

审计报告的专业标准，它是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注册会计师在执行独立审计业务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衡量

注册会计师工作质量的权威性标准。审计准则的根本作用在于保证审计

工作质量，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 （IAPC） 代表国家会计师联合会按既定程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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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发布国际审计准则 （ISA）。国际审计准则适用于会计报表审计。它

经过必要修改也适用于对其他信息的审计和相关服务。国际审计准则包

括一般准则、外勤工作准则和报告准则三部分。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定了 《公认审计准则》。

美国独立审计准则从狭义上讲，仅仅指 《公认审计准则》 的三部分共

10 条，即 “一般准则” 三条、“外勤工作准则” 三条和 “报告准则” 四

条。从广义上讲，公认审计准则还包括 《审计准则说明书》。

我国自 1995 年以来陆续发布、实施多批 《独立审计准则》，已形成

了由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独立审计具体准则与审计实务公告、执业规范

指南三个层次共同组成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其中，第一、二层次的准

则属于法定要求，只要执行独立审计业务，对外出具审计报告，就必须

遵照执行；第三层次的准则不具有强制性。

3. 所谓质量控制，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确保审计质量符合审计

准则的要求而建立和实施的控制政策和程序的总称。质量控制是会计师

事务所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师事务所生存和发展的基

本条件。

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发布的 《国际审计准则 200 号》，专门对审计

质量控制准则的内容和要求作了规定。该准则指出，质量控制准则包括

单项审计的质量控制准则和全面质量控制准则两部分。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门成立了质量控制准则委员会，负责颁布会

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标准。该委员会发布的 《质量控制准则说明书第

1 号》，提出了质量控制必须考虑的九个要素 （或称九项准则），以指导

事务所建立合适的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

我国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中国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基本准

则》，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的内容和要求作了原则规定，要求

会计师事务所合理制定和运用两个层次的质量控制政策与程序。

4. 所谓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实践活动

中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是对审计人员思想意识、品德修养等方面所规

定的基本要求，包括在职业品德、业务胜任能力、技术要求、对客户的

责任、对同业的责任等方面所应达到的行为标准。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所负担的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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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水平如何关系到整个行业能否生存和发展。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为协调国际间职业道德规范，制定和颁布了 《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适用于所有职业会

计师 （除非有特别说明），第二部分仅适用于执行公共业务的会计师，

第三部分适用于受雇职业会计师。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门设立的职业道德部颁布 《职业道德规范》，

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包括职业道德概念、行为守则、行为守则

解释、道德裁决等四类。

我国于 1997 年 1 月 1 日施行 《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要求注册会计

师遵守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具备专业胜任能力，执行技术规范，对

客户、同行及其他方面承担相关责任等。

5. 我国注册会计师后续职业教育的目标是 “提高专业胜任能力与

执业水平”。内容包括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财务会计法规、独立审计准

则及其他职业规范、与执业相关的其他法规以及与行业所需要的其他知

识与技能。一般形式主要是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培训、进修

或研讨会等。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及其地方组织负责注册会计师职业后续教育的

组织与实施。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检查、考核全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后

续教育情况；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各地方组织负责检查、考核该地区各

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后续教育情况；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执行有关规定，检

查并如实填报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后续教育情况。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的一般准则规定，应由审计人员对审计工

作进行适当计划和适当督导。 （ ）

2. 独立审计准则即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师在执行

业务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 ）

3.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时不可以收取或有公费。 （ ）

4.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拥有客户直接投资时，事务所不能接受该

客户的审计业务，但如果是事务所其他雇员，则不影响事务所接受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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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项目。 （ ）

5. 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所规范的所有内容都属于法定要求，注

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和出具报告时，都必须遵照执行。 （ ）

6. 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均应遵照执行独立审计准则。 （ ）

7.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接受委托，

并签定审计业务约定书。 （ ）

8. 注册会计师可以根据需要配备相应的业务助理人员和聘请专家

协助工作，但应对其工作结果负责。 （ ）

9. 监控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其全面质量控制政策和相应程序

的执行情况及其结果适时进行监督和检查。 （ ）

10. 独立性原则只适用于鉴证服务。 （ ）

11. 质量控制准则用以规范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准则用以规范

注册会计师。 （ ）

12. 审计师在被审计客户有直接投资，但数额不大，则其独立性不

受影响。 （ ）

13. 注册会计师只有在执行独立审计业务时才需要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 （ ）

14. 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鉴证业务时，除有关法规允许的情形外，

不得以服务成果的大小为条件来决定收费标准的高低。 （ ）

15. 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循保密责任，不应当接受注册会计师协会的

调查。 （ ）

16. 会计师事务所到外地承办业务，须经当地财政部门批准。

（ ）

17. 审计质量合格与否的衡量标准是独立审计准则。 （ ）

18. 审计质量控制准则是针对每个审计项目而制定的，是每个注册

会计师及其助理人员都应遵守的标准。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下列各项中，既是注册会计师在执行独立审计业务中必须遵循

的准则，也是衡量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质量的权威性标准的是（ ）。

A. 独立审计准则 B. 质量控制准则

C. 职业道德准则 D. 职业后续教育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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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职业道德规范对独立性的解释，注册会计师在某公司拥有

直接投资，而该公司与其被审计客户有投资关系，这意味着（ ）。

A. 审计师在客户有直接投资

B. 审计师与客户无财务利益关系

C. 审计师在客户有部分投资

D. 审计师在客户有间接投资

3. 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注册会计师为客户保守在审计过程中获得的

机密信息，除非得到客户的允许。按照这一要求，注册会计师不能对来

自下列哪方面的询问给予答复（ ）。

A. 同业检查实施小组

B. 法庭的传审

C. 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道德执行委员会

D. 客户新聘任的注册会计师

4. 在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中，对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不具有强

制性的是（ ）。

A.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B. 执业规范指南

C.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D. 实务公告

5. 中国拟订 《独立审计准则》 的机构是（ ）。

A.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B. 财政部

C. 审计署 D. 中国审计学会

6. 依据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制定，用来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一般审

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的是（ ）。

A.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 B. 质量控制准则

C.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D. 执业规范指南

7. 独立审计的目的是（ ）。

A. 对被审计单位会计资料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B. 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意见

C. 对经济活动及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资料发表意见

D. 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资金变动情况发表意见

8. 注册会计师担任某审计业务的外勤负责人，如果在执业过程中

发现自己无法胜任，则应要求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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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聘请相关专家 B. 改派其他注册会计师

C. 终止该审计业务约定 D. 出具拒绝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9. 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程序不包括（ ）。

A. 业务承接 B. 指导

C. 监督 D. 复核

10. 注册会计师对其助理人员应当（ ）。

A. 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对其工作结果负责

B. 进行指导和监督，但不能对其工作结果负责

C. 进行监督和管理

D. 进行约束和指导

11. 注册会计师的服务是一种有偿服务，下列不能成为会计师事务

所收费依据的是（ ）。

A. 审计结果大小 B. 服务性质

C. 工作量大小 D. 参加人员层次的高低

12. 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目标是提供符合职业准则的各种服务，事

务所可通过以下哪一项为实现这个基本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 ）。

A. 同和复核制度 B. 职业后续教育制度

C. 遵守一般公认报告准则 D. 质量控制制度

13.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中，须强制性执行的是

（ ）。

A. 行为守则 B. 职业道德概念

C. 行为守则解释 D. 道德裁决

14. A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B 公司财务报表时，B 公司认为公司材料

采购方面出现问题，请 A 事务所提供管理咨询服务，A 所提供下列哪项

服务会有损其独立性（ ）。

A. 指出由于采购监督、发票复核制度不合理，造成材料采购出现

问题

B. 研究和评估材料采购管理问题，并建议各种解决方法

C. 监督购买、验收、库存、付款等业务的进行

D. 审计解决问题的方案，由 B 公司派人员进行实施监督

15. 会计师事务所对无法胜任或不能按时完成的审计业务，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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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减少审计收费 B. 转包给其他会计师事务所

C. 聘请其他专业人员帮助 D. 拒绝接受委托

16. 下列各项中，违反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行为的是（ ）。

A. 注册会计师对其能力进行广告宣传但未诋毁同行

B. 注册会计师按照业务约定和专业准则要求完成委托任务

C. 除有关法规允许的情况外，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以或有公费形式

为客户提供各种鉴证服务

D.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在执行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保密，并不得

利用其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17. 在 电 子 数 据 处 理 环 境 下，注 册 会 计 师 执 行 审 计 业 务，不 应

（ ）。

A. 考虑计算机信息系统对审计的影响

B. 改变审计目标与范围

C. 改变审计技术与方法

D. 考虑内部控制评价

（三） 多项选择题

1. 下列各项属于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体系的有（ ）。

A. 独立审计准则 B. 质量控制准则

C. 职业道德准则 D. 后续教育准则

2. 审计准则的直接目的是（ ）。

A. 明确审计主体的资格要求 B. 保证审计程序的合理

C. 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D. 指导审计人员的工作

3. 独立审计准则的作用主要包括（ ）。

A. 为衡量和评价审计工作质量提供了依据

B. 赢得社会公众对审计工作结果的广泛信任

C. 维护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合法权益

D. 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有效程度

4. 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指南的制定依据是（ ）。

A. 企业会计准则

B.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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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与实务公告

D.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5. 中国独立审计准则的下列内容中，注册会计师必须遵照执行的

是（ ）。

A. 独立审计一般准则 B.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C.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 D. 执业规范指南

6. 审计准则的负效应表现在（ ）。

A. 导致僵化，人为缩小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的范围

B. 源于社会或政治压力，致使会计师职业受到操纵

C. 可能抑制批评性思想、建设性思想的发展

D. 准则越多，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成本越高

7. 下列属于国际审计准则的外勤工作准则规范内容的是（ ）。

A. 计划审计工作 B. 确立审计范围

C. 获取审计证据 D. 编制审计报告

8. 注册会计师可以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类型是（ ）。

A. 无保留意见 B. 保留意见

C. 否定意见 D. 无法表示意见

9.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主要用于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的（ ）。

A. 特殊行业审计业务 B. 特殊性质审计业务

C. 特殊目的审计业务 D. 会计咨询和会计服务业务

10. 下 列 体 现 我 国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全 面 质 量 控 制 政 策 目 的 的 是

（ ）。

A. 专业胜任能力 B. 工作委派

C. 监督 D. 督导

11. 当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存在

重大缺陷时，应当（ ）。

A. 向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报告

B. 向被审计单位股东大会报告

C. 必要时，在审计报告书中披露

D. 在必要时出具管理建议书

12. 根据国际审计准则，下列各项中既属于全面质量控制要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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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单项审计质量控制要求的有（ ）。

A. 委托人的接受和续约

B. 注册会计师及其助理人员的经验和能力

C. 指导和监督

D. 检查

13. 会计师事务所在制定全面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时，应当综合考

虑以下因素（ ）。

A. 业务规模和范围

B. 组织形式及业务部门的设置

C. 分支机构的设置及区域分布情况

D. 人员素质及构成、成本与效益原则

14. 在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中，督导人员应当及时复核的内容主要

包括（ ）。

A. 总体审计计划与具体审计计划

B. 对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的评估

C. 进行实质性测试所取得的审计证据及形成的审计结论

D. 会计报表、审计调整事项和审计报告草稿

15. 按照 《职业道德准则》 的要求，下列情形中注册会计师应向所

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声明并实行回避的是（ ）。

A. 注册会计师持有客户股票、债券或在客户有其他经济利益的

B. 注册会计师担任客户常年会计顾问或代为办理会计事项的

C. 注册会计师与客户的负责人和主管人员、董事或委托事项的当

事人有过分亲密的关系

D. 注册会计师与客户的负责人和主管人员、董事或委托事项的当

事人有近亲关系的

16. 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的责任包括（ ）。

A. 按时、按质完成约定业务

B. 帮助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各项内部控制

C. 保守商业秘密

D. 不得收取或有公费

17. 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不得有如下有损职业形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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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A. 注册会计师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

B. 注册会计师对其能力进行广告宣传

C. 注册会计师从一家事务所转入另一家事务所

D. 注册会计师跨地区执业

18. 下列各项中，符合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有（ ）。

A. 会计师事务所在报纸上公开其名称或姓名、地址、电话、业务

范围

B. 会计师事务所通过降低收费招揽业务，使工作质量受到损害

C. 会计师事务所为完成委托，雇佣正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

注册会计师

D. 会计师事务所为完成委托项目，聘请有关专家协助工作

19. 会计师事务所对同行的责任包括（ ）。

A. 不得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理由对到本地区、本行业执业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阻挠和排斥

B. 前任注册会计师应对后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予以支持和合作，

包括必要时提供以前年度的工作底稿等资料

C. 不诋毁同行，不损害同行利益

D. 注册会计师不得以个人名义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

20. 注册会计师职业后续教育的内容包括（ ）。

A. 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财务会计法规

B. 独立审计准则及其他职业规范

C. 与执业相关的其他法规

D. 执业所需要的其他知识与技能

（四） 分析题

1. 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目的是什么？

2. 小刘是某全国会计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的一名注册会计师，小刘

的弟弟刚刚应聘担任该分所一位客户的财务主管，请问小刘的独立地位

是否受到损害？假设小刘不参加该客户的审计工作，该分所的独立地位

是否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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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会计师小刘与客户达成一致意见，审计收费额度按完成审

计任务所需的天数计算。请问：

（1） 关于或有费用职业行为规则的实质是什么？制定这条规则的原

因有哪些？

（2） 这位注册会计师违反了这条职业行为规则吗？

4. 注册会计师小刘做了许多努力，希望能扩展业务，请你指出他

下面的这些举动是否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并解

释其原因。

（1） 小刘想和别人合伙成立一个事务所，取名叫 “AAA”，这样在

电话黄页上可以被放在第一位的醒目位置，从而达到做广告的效果。

（2） 小刘以前和他的同事审计过许多国有企业。他计划与其他注册

会计师联系，请他们帮忙介绍更多这种类型的工作，他打算付给每个介

绍人 2 000 元的介绍费。

（3） 小刘精通税法，他有许多朋友都自己编制所得税申报单，他向

他们提议在向税务局申报以前，他先为他们进行复核，如果通过他的复

核能够为他们找到合法的避税机会，省下来税款的三分之一作为他的收

入，如果他找不到，则他不收取费用。

5. X 银行拟公开发行股票，委托 ABC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 1999 年

度、2000 年度和 2001 年度的会计报表。双方于 2001 年底签订审计业务

约定书。

假定 ABC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审计小组成员与 X 银行存在以下情况：

（1） ABC 会计师事务所与 X 银行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审

计费用为 1 500 000 元，X 银行在 ABC 会计师事务所提交审计报告时支

付 50%的审计费用，剩余 50%视股票能否上市决定是否支付。

（2）2000 年 7 月，ABC 会计师事务所按照正常借款条件和程序，向

X 银行以抵押贷款方式借款 10 000 000 元，用于购置办公用房。

（3）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A 注册会计师目前担任 X 银行的

独立董事。

（4） 审计小组成员 C 注册会计师自 2000 年以来一直协助 X 银行编

制会计报表。

（5） 审计小组成员 D 注册会计师的妻子自 1998 年度起一直担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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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统计员。

请分别针对上述 5 种情况，判断 ABC 会计师事务所或相关注册会

计师的独立性是否会受到损害，并简要说明理由。

六、案例

案例主题：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招揽

案例资料：

方志刚新任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总经理，他曾经做过营销工作，此

番出任，踌躇满志。方志刚上任后，一改从前天华创办人的稳健作风，

以经营企业的策略和手段来经营会计师事务所，使事务所的业务快速

扩展。

2005 年，中国证券市场放松了上市公司的条件，使得证券市场异

常活跃，有意申请股票上市的公司如雨后春笋。方志刚适时聘请了在证

监会任要职的王先生做顾问，并大肆宣传。据说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各

地签约承接了约八十家大中型极富发展潜力并欲上市的企业的审计业

务。这些公司以前大都是中小型事务所的客户。好不容易花了数年甚至

十余年培养的客户，忽然被天华抢走，那些中小型事务所对此极其不

满。于是，指责天华事务所缺乏职业道德之声，在业界此起彼落。

请问：

（1） 经营会计师事务所这一行业，是否如同经营其他的公司？是否

能用广告或其他促销方式来扩大业务量？

（2） 招揽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长期客户是否合乎这一行业的职业

道德？

（改编自王立彦等：《会计师职业道德与责任》，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1，案例 2—6）

【案例提示】

（1） 经营会计师事务所这一行业不能同经营其他的公司一样采用广

告或其他促销方式来扩大业务量。我国 《注册会计师法》 第二十二条规

定了 “注册会计师不得对其能力进行广告宣传以招揽业务”。《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准则》 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在电台、电视台、报纸、

杂志等新闻媒介上直接或间接地做诋毁同业或自我夸张、内容虚假、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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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误解的广告，也不得向客户或其他组织散发具有上述倾向的函

件。但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名称或姓名、地址、电话、业务范

围、开业、迁址之类的公告不在此限。”

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规定做一理论上的分析：

会计师事务所属于服务行业，但是它与其他服务行业又有很大区

别。首先注册会计师每次审计行为都具有服务双重性，既为企业提供公

信力信誉服务，同时又为股东、债权人和公众提供真实公允情况的服

务。审计工作只有能同时满足企业和公众的要求才有意义。其中 “向公

众提供真实公允的情况” 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最终服务目标，因为只有事

务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向公众提供了真实公允的情况而且被公众所

知，它才能具有企业所需要的 “公信力”。要是单纯依据上面的理论进

行分析，这里存在这样一个道理：如果 A 事务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向公众提供了真实公允的情况而且有良好的公众声誉，那么我们就可以

假定它一定为企业所知，这样 A 事务所就不需要做什么广告。而如果 A

事务所需要靠做夸张的广告才能被企业所知，那么他的公众声誉 （即

“公众信任力”） 一定不会太高。所以会计师事务所不应该也不必要做广

告。广告只能增加知名度，而知名度与公众信任力是两个不同概念。

但是如果从实务来看，情况又不同。首先，会计师事务所做广告的

目的很可能不是为了获得公信力，而是向企业推销其特有的某种能力，

例如与政府官员的 “关系”、低廉的价格、意见购买的可能性等。这些

是明显违背职业道德的，当然不能这么做。其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众

信任力即信誉并不是来自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向公众提供了真实、公

允的情况”，而是来自其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资本 （赔付能力强）。最

后，国际知名大型事务所 （包括四大） 不断地设法做广告的原因是由于

行业内部竞争的不断加剧，它们需要经常地显示自身的实力与活力以适

应竞争。

（2） 招揽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长期客户不合乎会计师事务所这一行

业的职业道德。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客观上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注册

会计师独立核算、自收自支，能否竞争到较多的客户，关系到一家事务

所的生存。但注册会计师行业又是一个极需同业之间相互尊重、团结合

作的行业，同业之间能否保持一种良好关系，关系到整个职业界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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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中的形象和声誉。注册会计师在业务中必须与同行保持良好的工作

关系，不诋毁同行，不损害同行利益，不得以不正当的手段与同行争揽

业务。

本案例中，天华会计师事务所采用聘请证券监管委员会高级官员做

顾问的手段，招揽许多想进入股票市场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其

他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客户。这样显然损害了同行业的利益，而且他使

用的手段也是不正当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之所以

能招揽到大批客户，是因为它极有可能为客户提供上市便利的好处，这

其中必然会有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东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不是以其

优质的服务吸引客户，而是采取了具有内幕交易性质的非正当手段从同

行那里抢客户，这也是对社会公众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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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 3.√ 4.√ 5. × 6. × 7. × 8.√ 9.√ 10.√
11.√ 12. × 13. × 14.√ 15. × 16. × 17.√ 18. ×

（二） 单项选择题

1. A 2. D 3. D 4. B 5. A 6. C 7. B 8. B 9. A 10. A 11. A

12. D 13. A 14. C 15. D 16. A 17. B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D 2. AD 3. ABC 4. BC 5. ABC 6. ABCD 7. ABC

8. ABCD 9. ABC 10. ABD 11. AD 12. CD 13. ABCD 14. ABCD

15. ABCD 16. ACD 17. AB 18. AD 19. ABCD 20. ABCD

（四） 讨论题

1.

（1） 它规定哪些行为是可行的，哪些行为是不可行的，从而为注册

会计师职业界提供了有用的行为指南；

（2） 促使注册会计师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等职业准则的要求提供专业

服务，保证并提高服务质量；

（3） 加强注册会计师对来自外界压力的抵抗力，避免注册会计师在

外界强制要求下发表不当意见，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而使另一方

受益；

（4） 向社会公众昭示注册会计师应达到的道德水准，提高社会公众

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信赖程度；

（5） 明确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责任，进而规范注册会计师与客户、同

行，以及社会公众的关系。有利于维护注册会计师的正当权益，使他们

免受不正当的指责和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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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职业道德准则，注册会计师与客户的负责人和主管人员、董事

或委托事项的当事人有近亲关系的应当回避。因此小刘的独立地位受到

了损害，应当回避。假设小刘不参加对该客户的审计工作，该分所的独

立地位不受到损害。

3.

（1） 所谓或有公费，是指服务报酬的收取依据注册会计师所提报告

或建议的作用大小来确定。注册会计师所提报告或建议对客户的有利作

用越大，服务报酬越高；有利作用越小，服务报酬越低；不利于委托

人，则少收费甚至不收费。按照职业道德准则，审计公费的多少应当以

工作量的大小、参加人员层次的高低以及业务的繁简程度等为主要依

据，按照协会规定的标准合理确定。制定这条规则是因为或有收费方式

极易诱导那些立场不坚定的注册会计师放弃应有的公正立场，出具有损

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鉴证报告，甚至导致注册会计师与管理当局串通

舞弊。

（2） 这位审计师没有违反这条职业行为规则。

4.

（1） 小刘的做法违背了职业道德准则：AAA 这样的名称容易引起

误导。

（2） 小刘的做法违背了职业道德准则：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帮助取得

委托业务的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介绍费、佣金，手续费或回扣等，也不

得向得到本所帮助取得委托业务的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介绍费、佣

金、手续费或回扣等。

（3） 小刘的做法违背了职业道德准则：不得收取或有公费。

5.

情况 （1） 将损害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这种收费方式将诱

导 ABC 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收取剩余 50% 的审计费用而放弃审计原则，

甚至帮助 X 银行粉饰其状况，使事务所与银行有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

系，属于 “对鉴证业务采取或有收费的方式”，违反职业道德。

情况 （2） 不损害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通常，会计师事务

所不得接受客户的借款，否则将影响其独立性，但如果借款行为遵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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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程序、条件和要求，则并不限制会计师事务所向银行或其他类似金

融机构的借贷行为。

情况 （3） 损害注册会计师 A 的独立性。因为 A 注册会计师既是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又是 X 银行的独立董事，会影响该注册

会计师的独立性。

情况 （4） 损害 C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因为所审计的会计报表是

由 C 注册会计师协助编制的，违反了 “没有人能独立地评价自己的工

作” 的基本假定。

情况 （5） 不损害 D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D 的妻子是 X 银行的职

员，在 X 银行有经济利益，尽管注册会计师的配偶、子女、父母的经

济利益应视同注册会计师本人的经济利益，但这种利益属于 “工资、薪

金” 性质的，而非股票、股权性质的，而且注册会计师的妻子所从事的

工作内容与审计对象无关，因此不影响 D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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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职业责任与法律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了解二者的关系

理解企业经营失败、审计失败与审计风险三者的关系

了解错误与舞弊的含义与类型

了解导致管理舞弊的基本动因、心态

了解管理舞弊的主要手段

了解管理舞弊的 “红旗” 警讯

理解审计人员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发现错误与舞弊的责任

理解审计人员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关注持续经营情况的责任

掌握审计人员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关注违法行为的责任

了解关于审计风险概念的不同观点

掌握充分披露与保密责任

了解变化中的法律环境

了解相关法律用语的意义

了解习惯法和成文法下注册会计师对于第三者的责任

理解可能导致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原因

掌握审计人员对客户的责任、受到指控时抗辨的理由

掌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掌握避免法律诉讼的对策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8 号———错误与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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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8 号———违反法规行为》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会计责任 审计责任 审计失败 审计风险 错误 舞弊 违法行为

保密责任 法律责任 过失 普通过失 重大过失 欺诈 推定欺诈 违

约 受益第三者 其他第三者 可以合理预期的第三者 民事责任 刑事

责任 行政责任 对客户的责任

（二） 关键问题

1. 如何理解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

2. 什么是审计失败？判断审计失败的标准是什么？

3. 如何理解审计风险？它与审计失败有何联系？

4. 审计人员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关注被审企业的持续经营情况有何

意义？

5. 如何理解和区别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

6. 我国注册会计师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的依据及其内容是什么？

7. 可能导致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原因有那些？

8. 注册会计师如何避免法律诉讼？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会计责任是指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报表所负的责任。审计责任是

审计人员执行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所应负的责任。会计责任与审计

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项责任，具体表现在责任主体、责任内容等方面的

不同上。审计人员的审计责任不能替代、减轻或免除被审计单位的会计

责任。

2. 审计失败指在企业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的情况下，审

计人员发表了无保留意见。由审计准则作为衡量审计失败标准是最为合

理与最为科学的。企业经营失败是指因产业不景气、管理决策失误或出

现非预期的竞争因素等导致企业无法达成投资人的期望或无力偿还债务

的情况。社会公众往往将审计失败和经营失败相混淆。事实上，审计人

员只对自己发表的审计意见正确与否负责，被审企业要对自己的经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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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甚至经营失败负责。

3. 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审计工作也有风险。对于审计风险的内容，

立场不同，其观点也会不同。审计风险应该全面地去理解。完整的审计

风险概念，不仅包括没有遵循审计准则而导致审计结果与实际不相符而

产生损失或责任的风险，还包括由于营业失败导致公司无力偿债，或倒

闭所可能对审计人员或审计组织产生伤害的营业风险。

4. 审计人员如果未能将导致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误与舞弊揭露

出来，应负审计责任。但由于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局限性，而现代审

计又是在内部控制基础上实施的抽样审计，所以，审计人员即使依照独

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也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的错误和舞弊行为。

5. 由于审计测试和内部控制的固有限制，不能苛求审计人员发现

和揭露出会计报表中所有的违法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审计人员对未能

查出的会计报表中的违法行为没有任何责任，关键要看未能查出的原因

是否源自审计人员本身的过错。

6. 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并对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价是被

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评价被审计单位按照持

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的合理性，并考虑是否需要管理当局在会计报

表中披露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考虑其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7. 法律责任是审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所应承担

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8. 过失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审计人员缺少应有的合理谨慎。过失

按其程度不同分为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过失可能导致过失责任。

9. 会计师事务所因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可能承担的责任有行政责任

和民事责任，注册会计师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承担的责任有行政责

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10. 注册会计师为避免法律诉讼，可以从自身素质的提高、客户的

选择、恪守职业准则、谨慎执业、寻求法律保护等方面进行考虑。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注册会计师如果未能将会计报表中的错误与舞弊揭露出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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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应负审计责任。 （ ）

2. 过失指注册会计师的过错或失误。 （ ）

3. 经营失败必然引发审计失败。 （ ）

4.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保证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

以利于会计报表使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 ）

5. 尽管不能发现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存在的全部错误、舞弊和

违反法规行为，注册会计师仍然有责任发现会计报表中的重大错误、舞

弊和对会计报表有直接影响的重大违反法规行为。 （ ）

6. 注册会计师过失程度的大小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在实务中也

往往很难界定。 （ ）

7. 一般而言，如果注册会计师发生违约或过失行为，可能要负行

政责任或民事责任；如发生欺诈行为，则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

责任。 （ ）

8. 注册会计师对直接和严重影响会计报表的违反法规行为，应当

在编制和实施审计计划时予以充分关注，以合理确信能发现此类违反法

规行为。 （ ）

9.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如工作失误或

犯有欺诈行为，应对委托人或依赖已审会计报表的第三人承担法律

责任。 （ ）

10. 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与审计人员的审计责任内容是完全相

同的。 （ ）

11. 审计风险的存在是确定的，所以，审计风险是确定的。（ ）

12. 审计人员未检查出会计报表的违法行为，表示审计工作未按一

般公认审计准则执行。 （ ）

13. 如果企业认为某些项目属于商业秘密，不愿公开揭示，审计人

员就应该尊重企业意愿，不能对外公布。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审计人员被控告的最重要的原因（ ）。

A. 来自于使用者的误解

B. 来自于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双方

C. 来自于审计人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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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来自于被审计单位方面

2. 如果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确实存在导致

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误与舞弊，则注册会计师首先应做出的反应是

（ ）。

A. 发表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B. 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C. 取消业务约定

D. 提请被审计单位做出适当的处理

3. 某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发现无法按时按质完成此项任务，

应当（ ）。

A. 适当减少审计程序

B.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C. 请求会计师事务所改派其他注册会计师

D. 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如果严格遵循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可以保证发现会计报表中

全部的错误与舞弊

B. 由于审计测试和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注册会计师对未能查出

的会计报表中的违法行为没有任何责任

C. 由于审计测试和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注册会计师不能发现会

计报表中全部的错误、舞弊和违法行为

D. 即使严格遵循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也不能发现会计报表中全

部重大的错误与舞弊

5. 只要注册会计师严格按照专业标准的要求执业，没有欺诈行为，

即使审定后的会计报表中有错报事项，注册会计师一般也不会承担

（ ）。

A. 法律责任 B. 过失责任

C. 行政责任 D. 民事责任

6. 如果会计报表有多处错误事项，每一处都不算大，但综合起来

对会计报表的影响较大，会计报表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严重失实，注册会

计师执行审计准则规定的程序未能将这些错误事项查出来，该注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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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此属于（ ）。

A. 没有过失 B. 重大过失

C. 普通过失 D. 欺诈

7. 注册会计师没有保持职业上应有的合理谨慎，没有完全遵循专

业标准的要求执业，这属于（ ）。

A. 共同过失 B. 欺诈

C. 普通过失 D. 重大过失

8. 所谓 “共同过失”，指（ ）。

A. 普通过失与重大过失的结合

B. 属于两名或两名以上注册会计师的重大过失

C. 注册会计师与有关方面相互勾结而发生的过失

D. 对他人过失，受害人自己未能保持合理的谨慎而蒙受损失

9. 注册会计师不得代行委托单位管理决策职能，这一规定实质上

是为了区分（ ）。

A. 管理责任与报告责任 B. 会计责任与报告责任

C. 管理责任与审计责任 D. 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

10.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予以关注，必要

时，应在审计报告中予以反映，这里所说的 “必要时” 是指（ ）。

A. 审计人员可较为准确地预见未来事项的可实现程度时

B. 当有证据表明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

C. 没有证据表明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严重降低时

D. 当可以通过适当途径获取未来事项充分适当的证据时

（三） 多项选择题

1. 会计上的错误主要包括（ ）。

A. 对会计政策的误用

B. 对事实的疏忽和误解

C. 原始记录和会计数据的计算、抄写错误

D. 隐瞒或删除交易或事项

2. 会计上的舞弊主要包括（ ）。

A. 蓄意使用不当的会计政策 B. 记录虚假的交易或事项

C. 伪造、变造记录或凭证 D. 隐瞒或删除交易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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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列各项中可以作为审计人员在受到指控时进行抗辩理由的是

（ ）。

A. 审计人员本身并无过失

B. 审计人员没有义务履行有关责任

C. 审计人员的过失不是客户受到损失的直接原因

D. 客户涉及共同过失

4. 已发现的重大错误与舞弊对会计报表的影响较为严重时，审计

人员应发表的审计意见可以是（ ）。

A. 肯定意见 B. 拒绝表示意见

C. 保留意见 D. 否定意见

5. 审计人员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存有疑虑时，审计人员应执

行的追加审计程序主要有（ ）。

A. 与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当局一起分析、讨论最近的会计报表

B. 与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当局一起分析、讨论现金流量预测、盈利

预测及其他预测

C. 审核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期后事项、承诺及或有事项

D. 审查债务契约等的履行情况等

6. 审计人员对客户的责任包括（ ）。

A. 违约的责任 B. 疏忽的责任

C. 对机密的责任 D. 失察舞弊的责任

7. 注册会计师小王审计某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并出具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但事后客户发现小额银行存款被贪污，因而控告小王工作

有过失。对此，小王提出下列申诉，有效的申诉包括（ ）。

A. 按照独立审计准则进行报表审计，并不能保护发现所有的错弊，

小王并无过失

B. 小王提供的服务是会计报表审计，不是对错误与舞弊的专门审计

C. 小王未能发现舞弊是因为审计工作底稿是其助理人员编制的，

小王并无过失

D. 防止发生和及时发现错误与舞弊是客户管理当局的责任

8. 会计师事务所违约的情形有（ ）。

A. 未按商定的时间提交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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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客户有关信息提供给他人使用

C. 修改了审计程序

D. 追加了审计程序

9. 可能依赖审定会计报表的有（ ）。

A. 客户 B. 受益第三者

C. 其他第三者 D. 可以合理预期的第三者

10.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主要有

（ ）。

A. 赔偿损失 B. 支付违约金

C.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D. 赔礼道歉

（四） 讨论题

1. 哪些情况可以据以判断被审计单位存在错误与舞弊？

2. 导致管理舞弊的动因有哪些？

3. 在会计报表审计业务中，企业管理舞弊的手段及其目的有哪些？

4. 以我国近几年经济案例为例，探讨企业的管理舞弊讯号、迹象。

5. 以实例说明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违反法规的行为有哪些迹象。

6. 被审单位持续经营情况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7. 法律环境的变化对审计责任认定的影响。

8. 试分析注册会计师对于第三者的责任。

9. 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可能导致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原因。

10. 探讨注册会计师避免法律诉讼的对策。

六、案例

A 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上市，因其显赫的销售业绩和利润，上市

一年之后其股价便从 8 元升至 22.7 元。某退休老工人，在听信了某些

人对其财务报表中的经营业绩的介绍后，拿出其毕生积蓄中的一半，以

每股近 20 元的价格，购入了 10 000 多股。此后，尽管该公司股票价格

不断回落调整，又经过了除权和填权，其股价在 1997 年年底还是收盘

于 15 元左右，这位老工人对公司的会计业绩也坚信不疑。1998 年，公

司 1997 年年报闪亮登场，年报中的数据显示，公司 1997 年的销售额继

1996 年之后再次翻了一番。在深沪当时八百多家上市公司中，公司以

·45·



70 多亿元的销售额名列前茅，已能与当年的股市巨无霸相争。这位老

工人在庆幸自己当初决策正确之余，毅然将自己另一半的积蓄也投了进

去，期待更为丰厚的回报。

然而，事实却与老工人的希望截然相反。1998 年间，公司股价开

始大幅下跌，年末的收盘价仅为 6.97 元。随后，公司 1998 年年报证实

了老工人和众多投资者的忧虑，回报不再是丰厚的股利，而是巨额的

亏损。

一年后，公司因扭亏无望，只得进行重组，在新方案中，强制性要

求投资者要么无偿贡献 50% 的股权，要么被所谓的公平价格收购，这

位老工人在再三权衡之余、痛心疾首地说：“到底是股市发疯了，我发

疯了，还是公司的会计报表发疯了？” 而业内人士却说：“谁也没发疯，

只不过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须小心罢了，引入正常的退出机制，是国际

股市必然现象，谁叫你不小心，自认倒霉吧！” 事实是否应该如此呢？

【案例提示】

我们承认，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应该对投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然而，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把握，是有先决条件的，即应该得到被

投资公司的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如果在得到了这些会计信息之后，

投资者仍然作出冒险的决策，那么，一旦因投资失误而造成损失，就属

于自认倒霉。问题是，在本事件中，投资者得到的是虚假的会计信息。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作出的投资决策，如何要投资者 “自认倒霉” 呢？

这是不公平的。

那么，当投资者得知公司管理部门以虚假会计信息欺骗了他们，除

了行政刑事处罚外，他们能否予以民事起诉，以保护自身利益呢？按照

我国现有的法规，是很难成功的。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缺乏股东集体诉讼代位制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民法的基本原理，公司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当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业务过

程中，侵犯公司利益使公司遭受损失时，公司可以直接追究他们的法律

责任。然而，我国的公司法与民法中并没有规定股东与董事之间是否存

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否要对股东直接负责，

股东能不能直接起诉违法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尽管我国证券法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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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一问题，但也是相当含糊的。实际上，所谓 “股东集体代位诉讼

权制”，是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业务过程中，违

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虚假会计信息，给公司和股东

造成损害，如公司因故没有对其追究责任时，任何一位股东均可以依据

法定程序，代表所有公司股东对董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追

究民事赔偿责任的制度。由此可见，股东行使股东代位诉讼权时，既保

护了该股东个人的利益，也保护了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和职工的利

益。然而，由于中国现有法律制度并不存在股东诉讼代位制。因此，只

能依靠一位位股东单独起诉，既旷日费时，亦无立法依据。

2. 缺乏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其次，即使投资者知晓公司管理部门或大股东利用虚假会计信息对

其进行欺诈，按中国民法通则的程序提起诉讼，也必须遵循 “谁主张，

谁举证” 的原则，即必须举证证明公司大股东与管理部门有故意制造虚

假会计信息的行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原告的投资人很难将符

合侵权行为的四要素：即公司大股东与管理部门存在过失、过失是违法

的、投资人受到损失、这些损失与虚假会计信息有因果关系等一一举证

证明，即使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有能力来证明，作为个人来说，也

将费时费力，增加上诉的时间和成本。前几年上海一位投资者对某上市

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该上市公司及相关的 17 名被告赔偿其因虚假

会计信息误导而受到的投资损失时，法院就以没有因果关系为由，驳回

了原告的要求。可见，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制，作为投资人很难在

法庭上告倒公司的大股东、管理部门以及相关的中介机构。这是因为，

我国没有对证券行业这一特殊的民事关系予以专门的举证责任倒置的

规定。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 1933 年证券法中的有关规定很值得我们借鉴。

该证券法规定：（1） 第三方投资者无须负担举证责任，投资者只需说明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存在严重错报或遗漏即可。（2） 管理当局与中介机构

具有举证责任：说明已实施了适当的程序；被告的会计报表或审计报告

没有错误，原告的所有损失或部分损失是由财务报表以外的原因引起

的。这种举证倒置，是由于证券市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处理会计

信息的所有证据一般都在被告手中，作为原告的投资者是很难取得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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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上市公司的管理部门才是所有证据的拥有者。这样规定既避免

了投资者漫长的法律诉讼过程，合理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又要求

上市公司的管理部门、大股东及中介机构更为谨慎处理及保护真实而公

允的会计信息。这对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效用，使证券市场向着良性、

健康的方向发展，是有大裨益的。

七、阅读文献

1. 林柄沧：《注册会计师十大陷阱》，参见 www.163. com，2001 - 01

- 31。

2. 《上 市 公 司 审 计 中 的 八 个 高 风 险 区》， 参 见 中 华 财 会 网

（www. e521. com），2002 - 04 - 29。

3. 吴 秀 波、陈 文 化：《试 析 注 册 会 计 师 的 保 密 责 任》，参 见 cp-

a. esnai. com，2002 - 09 - 11。

4. 方军雄、王欣艳、李若山： 《三年造假，责任几何？———以新

〈会计法〉 审 视 重 庆 川 仪 报 表 造 假 的 会 计 法 律 责 任 问 题》，参 见 cp-

a. esnai. com，2001 - 03 - 06。

5. 飞草：《上市公司十大管理舞弊案分析及侦查研究》，参见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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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 3. × 4. × 5.√ 6.√ 7.√ 8.√ 9.√ 10. ×

11. × 12. × 13. ×

（二） 单项选择题

1. C 2. D 3. C 4. C 5. A 6. C 7. C 8. D 9. D 10. B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 2. ABCD 3. ABCD 4. CD 5. ABCD 6. ABCD 7. ABD

8. AB 9. ABCD 10.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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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审计目标与审计范围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审计总目标的演变

了解各国审计总目标的特点及其有关法律规定

理解影响审计目标确立与变更的因素

掌握独立审计目标的层次及具体目标的确定

掌握现阶段我国独立审计的目标

掌握审计具体目标的含义及内容

掌握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会计报表的认定和性质

掌握一般审计目标的内容

理解项目审计目标及其影响因素

掌握审计计划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掌握实施审计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掌握审计完成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熟悉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之前所要做的工作

了解审计业务约定书的作用

掌握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基本内容及其编制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 号———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 号———审计业务约定书》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指南第 1 号———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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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审计目标 审计总目标 审计具体目标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认

定 一般审计目标 项目审计目标 审计过程 审计业务约定书 审计

范围

（二） 关键问题

1. 影响审计目标的确立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各种因素是如何发生

作用的？

2. 审计总目标有哪几种？它为什么不断发生演变？

3. 如何理解现阶段我国独立审计目标？

4. 如何理解和确定具体审计目标？

5. 如何理解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会计报表的认定？

6. 如何理解一般审计目标？其内容有哪些？

7. 如何确定具体审计目标？

8. 审计计划阶段的内容和重要性如何？

9. 什么是审计业务约定书？它有什么作用？

10. 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之前需要完成哪些主

要工作？

11. 审计业务约定书一般都包括哪些内容？

12. 会计报表审计的范围主体包括哪些内容？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审计目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

为它既是构成审计理论结构的基石，又是整个审计系统运行的方向、目

的。审计目标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因而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审计之所

以产生与发展，根本原因取决于社会需求，但是，自身的能力和社会环

境又制约了审计满足社会的需求。

2. 审计目标的内容很复杂，它首先分为两个层次。较高的层次是

审计总目标，较低的目标是审计具体目标。前者的实现有赖于后者的

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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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计总目标的演变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企业组织规模、社会

需求的发展变化而发展的，它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4. 现阶段我国独立审计目标应当包括：验证被审计单位财务信息

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恰当地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情况，并发表审计意见；揭露和报告对所提供信息有直接重大影

响的欺诈和非法行为等两个方面。

5. 审计具体目标是总目标的具体化，又分为一般目标和项目目标。

一般目标是每个项目审计均必须达到的具体目标，项目目标是按每个项

目分别确定的具体目标，这是因为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

6. 审计目标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认定密切相关，因为注册会

计师的基本职责就是对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报表认定进行再认定并发

表审计意见。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认定是指对其报表所做的断言或

声明。

7.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会计报表的以下五类认定：存在或发生、

权利和义务、完整性、估价或分摊、表达与披露。

8. 一般审计目标包括：总体合理性、真实性、所有权、完整性、

估价、截止、机械准确性、分类、披露。

9. 会计报表项目的具体审计目标是依据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其

会计报表的认定和审计一般目标，结合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确定的。

10. 审计业务约定书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共同签订的，据以

确认审计业务的委托与受托关系，明确委托目的、审计范围及双方责任

与义务等事项的书面合约。

11. 注册会计师应该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由会计

师事务所或其他执行独立审计业务的审计机构接受委托、签订审计业务

约定书。审计业务约定书具有经济合同的性质，一经签字双方认可，即

成为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之间在法律上生效的契约。

12. 在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之前，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被审计单位基

本情况进行了解，并就委托目的、审计范围有无限制、审计收费以及被

审计单位应提供的资料和协助工作等问题进行协商。签署业务约定书前

的工作包括：明确审计业务的性质和范围，初步了解审计单位的基本情

况；评价会计师事务所的胜任能力；商定审计收费；明确被审计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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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的工作。

13. 审计业务约定书的格式和内容，可因不同的被审计单位而有所

不同，但一般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签约双方的名称、委托目的、审计

范围、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签约双方的义务、出具审计报告的时间要

求、审计报告的使用责任、审计收费、审计业务约定书的有效期间、违

约责任以及签约双方认为应当约定的其他有关事项、签约时间。

14. 审计范围是指审计对象涉及的领域及内容。就会计报表审计而

言，其审计对象是被审计单位一定时期内会计报表所反映的经济活动；

其审计目的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基础上发表审计意见。因此，凡与被

审计单位会计报表有关、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有关的资料，均属于会

计报表的审计范围。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独立审计的总目标由审计具体目标组成。 （ ）

2. 独立审计的目的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

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负责。 （ ）

3. “存在或发生” 认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当局是否把那些不应

包括的项目挤入了会计报表，并不涉及所报告的金额是否正确。（ ）

4. 总体合理性的测试目的，在于帮助注册会计师评价账户余额中

是否有错报。 （ ）

5. 在 “估价与分摊” 认定中，注册会计师应关注其金额是否遵守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即被审计单位是否适当地运用了成本、配比及一

贯性等会计原则。 （ ）

6. “完整性” 认定主要与会计报表组成要素的低估有关。 （ ）

7. 与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及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有关的资料，均

应属于会计报表的审计范围。 （ ）

8. 审计业务约定书具有经济合同的性质，一旦约定双方签字认可，

即成为注册会计师与委托人之间在法律上生效的合同。 （ ）

9. 审计收费方法可以采用计件收费和计时收费两种方法。从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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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业务发展趋势来看，计时收费应成为审计收费的基本方法。

（ ）

10. 与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及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有关的资料，均

应属于会计报表的审计范围。 （ ）

11. 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胜任或不能按时完成某项业务时，如能从其

他会计师事务所临时聘请到相关专业人员，可能接受该项业务的委托。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具体审计目标的确定依据是（ ）。

A. 一般审计目标

B. 审计总目标

C.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认定

D.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认定和审计总目标

2. 下列各项中，最能实现注册会计师截止目标的是（ ）。

A. 应收账款是否确实存在

B. 存货是否有充作抵押的

C. 年底前开出的支票是否均在年前入账

D. 存货的跌价损失是否已抵减

3. 下 列 各 项 中，其 组 成 要 素 与 “权 利 或 义 务” 认 定 有 关 的 是

（ ）。

A. 资产负债表 B. 损益表

C. 现金流量表 D. 全部会计报表

4. 下列各项中，最适合实现总体合理性目标的审计程序是（ ）。

A. 计算 B. 检查

C. 函证 D. 分析性程序

5. 在接受审计业务委托前，后任注册会计师应向前任注册会计师

了解（ ）。

A. 审计重要性水平 B. 函证回函情况

C. 企业管理当局的品行 D. 存货盘点计划

6. 下列有关 “完整性” 的认定中，表达不正确的是（ ）。

A. 该认定是指应在会计报表中列示的所有交易和项目是否均已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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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该认定主要与会计报表组成要素的低估有关

C. 该认定还涉及所报告的交易和项目的金额是否正确

D. 该认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当局是否把应包括的项目给遗漏

或省略了

7. 在审计实务中，为明确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及其与注册会计

师的关系，注册会计师往往要求被审计单位出具（ ）。

A. 管理当局声明书

B. 管理建议书

C. 真实的会计报表

D.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沟通函

8. 下列认定中与损益表组成要素无关的是（ ）。

A. 存在或发生 B. 估价与分摊

C. 权利和义务 D. 表达与披露

9. 下列各项中，违反了 “权利和义务” 认定的是（ ）。

A. 将未曾发生的销售提前入账

B. 将已发生的销售业务不登记入账

C. 未将已抵押的存货披露

D. 待摊费用摊销期限不恰当

10. 审计计划阶段的工作一般不包括（ ）。

A. 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B. 初步评价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

C. 编制审计计划

D. 对内部控制进行符合性测试

（三） 多项选择题

1. 影响审计目标确立与变更的最重要的因素有（ ）。

A. 社会需求 B. 审计能力

C. 社会环境 D. 审计理论

2. 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报表审计范围的有（ ）。

A. 被审计单位编制的盈利预测

B.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制定的企业发展规划

C. 与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有关的凭证、账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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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有关的资料

3. 项目审计目标的确定依据包括（ ）。

A.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要求

B. 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

C. 审计一般目标

D. 管理当局的认定

4. 审计计划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 ）。

A. 确定重要性、分析审计风险

B. 初步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C. 与被审计单位签订业务约定书

D. 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

5. 审计完成阶段的主要工作有（ ）。

A. 形成审计意见，编制审计报告

B. 汇总审计差异，并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或作适当披露

C. 复核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期后事项

D. 整理、评价执行审计业务中搜集到的审计证据

6. “估价或分摊” 认定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明示或暗示会计报表

金额（ ）。

A. 列示适当

B. 数字上处理无误

C. 文书上处理无误

D. 处理遵守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7. 有关对会计报表认定的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提法有（ ）。

A. 存在或发生认定主要与会计报表组成要素的低估有关

B. 完整性认定主要与会计报表组成要素的高估有关

C. 权利和义务认定只与资产负债表组成要素有关

D. 估价或分摊认定只与损益表组成要素有关

8. 审计存货项目时，审计师能根据 “估价或分摊” 认定推论得出

的审计目标有（ ）。

A. 存货账面数量与实物数量相符，金额的计算正确

B. 当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时，已调整为可变现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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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年末采购、销售截止是恰当的

D. 存货项目账面数与实存数一致

（四） 分析题

分析讨论我国独立审计目标中，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的

关系。

六、案例

1. 下表列示了会计报表审计的具体审计目标，其中包括一般审计

目标和应收账款相关审计目标。请根据会计报表认定、一般审计目标和

报表项目具体审计目标的相互关系，在所附表格的适当位置填列：

（1） 与一般审计目标正确对应的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认定；

（2） 与一般审计目标正确对应的应收账款各项目审计目标的英文大

写字母。

一般目标 应收账款相关审计目标

总体合理性 A. 应收账款以其账面价值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真实性
B. 应收账款的增减与公司销售业务和回款进度存在逻辑关系，无

迹象表明有重大错报

完整性 C. 年末销售截止是恰当的

所有权 D. 应收账款已恰当地按客户名称予以分类

估 价 E. 应收账款总账余额与各明细账余额合计一致

截 止 F. 所有符合销售收入确认条件的赊销金额已计入应收账款

机械准确 G. 所有应收账款均已按既定的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

披 露 H. 资产负债表日，所有已记录的应收账款存在

分 类 I. 所有大额应收账款已通过函证和其他程序证实属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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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审计目标 管理当局认定 应收账款项目审计目标

总体合理性

真实性

完整性

所有权

估价

截止

机械准确性

披露

分类

2. A 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B 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会计报表进行审计，事

务所在了解了客户的基本情况并初步评价了审计风险后，决定接受委

托，双方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如下：

审计业务约定书

甲方：A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B 会计师事务所

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 2000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经双方协商达

成如下约定：

一、委托目的和审计范围

（一） 委托目的：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二） 审计范围：甲方 200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00 年

度的现金流量表。

二、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一）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1. 乙方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国注册会计

师独立审计准则》 的要求，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报表和有关资料，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出具真实、合法的审计报告。

·66·



2. 乙方在审计过程中，如发现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有重大缺

陷，也应将情况报告委托方。在适当的情况下应出具管理建议书。

3. 乙方按照约定的时间完成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

（二）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 甲方对乙方开展审计工作应给予充分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条

件，并按乙方的要求，提供被审计单位完整的会计资料及其他各种与

审计业务有关的资料。

2. 甲方应按照约定的条件，及时足额地支付审计费用。

3. 甲方的会计责任是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保证资产的安全、

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和完整。会计报表由甲方负责，乙

方的审计责任并不能替代、减轻或免除甲方的会计责任。

三、出具审计报告的时间要求

甲方应于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后的 15 日内提供审计所需的全部资

料，乙方应于甲方提供审计所需的全部资料后的 45 日内出具审计

报告。

如果在审计过程中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审计工作如期完成

的或者其他情况，均需经过双方协商变更约定事项。

四、审计费用及支付方式

本项业务审计费用为人民币贰万元整。上述审计费用应在审计业

务约定书签订后先支付 50%，审计报告完成时，再支付余下 50%。

五、本约定书经双方签署后生效，约定事项全部完成后失效。

六、违约责任

双方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承担违约责任。

⋯⋯

甲方：A 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代表：（签字）

乙方：B 会计师事务所 （盖章） 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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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指出上述审计业务约定书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请

指出来，并做出相应的修改。

3. 中建会计师事务所与 M公司于 2002 年 12 月 20 日经协商取得一

致意见后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如下：

审计业务约定书

中建会计师事务所：

兹委托该所办理下列业务，费用按规定支付，请受理为盼。

委托单位 （盖章） 委托单位负责人 （签章）

日期：2002 年 12 月 20 日

委托业务：

审计 2002 年 12 月 10 日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

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如下：

委托方：

1.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

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2. 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合作。

3. 按本约定书的约定及时支付费用。

受托方：

1. 按照 《独立审计准则》 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的

真实、合法。

2. 对执业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保密。

审计收费：

应收本约定审计事项的费用为：人民币叁万元整。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同意接受委托。

会计师事务所 （公章） 事务所负责人 （盖章）

日期：2002 年 12 月 20 日

要求：分析该审计业务约定书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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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提示】

1.

一般审计目标 管理当局认定 应收账款项目审计目标

总体合理性 — B

真实性 存在或发生 H

完整性 完整性 F

所有权 所有权 I

估价 估价或分摊 G

截止 估价或分摊 C

机械准确性 估价或分摊 E

披露 表达或披露 A

分类 表达或披露 D

2.

上述业务约定书有问题，说明如下：

（1） 审计范围表述不恰当：还应当包括 2000 年度的利润表。

（2） 缺少审计报告的使用责任：甲方应正确使用审计报告，由于使

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乙方无关。

（3） 缺少保密条款：乙方对在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

保密责任。

（4） 缺少签订日期。

3.

该审计业务约定书存在以下不足：

（1）“委托业务” 应明确委托业务的范围和目的。而本约定书只说

明了对三张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只说明了业务范围，未明确目的，所以

应明确经审计后，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

（2） 双方的义务不完整。

委托方的义务除所列两条外，还应明确：委托方为受托方及时提供

审计工作所要求的全部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以及全部所需资料的

最后提供日期 （如在 × × 年 × × 月 × × 日之前提供所需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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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方的义务除所列保密一条之外，还应明确：受托方应按照约定

时间完成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以及审计报告的最晚提交日 （即在

× × 年 × × 月 × × 日之前出具审计报告）。

（3） 审计业务约定书中没有明确审计报告的使用责任。

（4） 审计业务约定书中没有明确该约定书的有效期间，即生效日和

失效日。

（5） 审计业务约定书中没有说明违约责任。

七、阅读文献

1. 朱荣恩：《审计学》，第 2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余玉苗：《审计学》，第 4、5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 刘明辉：《独立审计学》，第 4 章，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4.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中文 1 版，第 5、7、10 章，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 3.√ 4. × 5.√ 6.√ 7.√ 8. × 9.√ 10.√
11. ×

（二） 单项选择题

1. D 2. C 3. A 4. D 5. C 6. C 7. A 8. C 9. C 10. D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 2. CD 3. BCD 4. ABCD 5. ABCD 6. ABCD 7. ABD

8. AC

（四） 分析题

现代会计报表审计的特点就是，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并非要求外

部审计人员只有在对被审单位的全部经济业务进行详细审查后，才能发

表意见，而是要求他们在履行必要的搜集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后，就报

表总体发表意见。对会计报表合法性和公允性二者关系的认识，存在两

种不同的理解：“合法性即公允性” 和 “合法性基础上的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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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法性即公允性

这种观点认为，公允性内含于合法性之中，合法就是公允。不合法

一定不公允。也就是说，审计人员执行业务时，只需验证会计报表是否

依据公认会计准则编制，即可发表公允与否的审计意见。显然，这种观

点把本属于审计人员主观判断范围内的公允性，演变为对会计准则制定

的要求。

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合法性和公允性二者的关系，当

然也就不会规定，达到了合法性就等于满足了公允性的要求，但是，由

于它没有规定审计人员作出是否公允判断的具体标准，而且从具体审计

实务来看，也并不禁止或明确反对审计人员依据这一观点出具审计报

告。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持这种观点或至少默认这种

观点。

2. 合法性基础上的公允性

这种观点认为，合法性是表示公允性意见的前提，不合法一定不公

允，但合法并不能保证公允，是否公允还需要依赖审计人员的主观判

断。理由是：会计准则对许多会计处理程序，都允许多种处理方法同时

存在，审计人员需要判断会计主体对多种处理方法的选用。这种观点实

际上把 审计人员对是否公允的主观判断，局限于存在多种处理方法的

选择上。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在 1991 年发布了名为 《独立审计报

告中遵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公允揭示的含义》 的审计准则公告。该公

告认为独立审计人员应对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编制的会计报表，按以

下五条标准作出被审会计报表是否公允的判断：（1） 选用的会计原则具

有公认性；（2） 采用该原则符合当时环境的要求；（3） 包括有关附注在

内的财务报表揭示的信息会影响外部信息使用者对它们的使用、理解和

解释；（4） 财务报表揭示的信息进行了合理的分类和汇总，既不能太详

细也不能太简单；（5） 财务报表揭示了反映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

流量的重要交易和事项：由此可以看出 AICPA 认为独立审计人员只有

在合法性基础上才能表示公允与否的审计意见。

3. 上述两种观点的不足

从会计准则的性质来看，合法不一定公允。一般认为，会计准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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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间接经济后果，即会计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会影响外部信息使用者

依赖该信息作出决策，从而影响他们的利益，而会计准则作为约束会计

主体提供会计信息的规范，也就具有间接的经济后果。正是由于会计准

则的这一特性，势必使得会计准则若要为各利益方所公认，其制订必然

是一个各方都能施加影响的过程。而各方的利益要求在会计准则中的反

应，就表现为会计准则允许对大量的会计处理程序存在多种可选择的会

计处理方法，例如期末存货计价方法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等，折

旧方法也包括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等多种。在特定环境下，若选用一种

方法能公允揭示，则另一方法可能是不公允的，如严重通货膨胀条件

下，一般认为期末存货计价采用后进先出法较先进先出法更为公允。但

是，对多种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权掌握在会计主体手中，而会计主体出

于自身的利益动机，并不必然选取较为公允的会计处理方法。比如前面

提到的通货膨胀条件下的期末存货计价，会计主体中有权决定采用何种

期末存货计价方法的人，如股份公司的管理当局，会出于自身的利益动

机，比如说他在期初与股份公司董事会签订了一项按当期利润获取报酬

的契约，而采用能提高本期利润的先进先出法。这就表明遵守会计准则

并不必然导致会计报表的公允揭示。

从单个会计行为到会计惯例再到会计准则的规定这一过程和会计准

则本身的不断完善来看，不合法并不必然不公允。“合法性基础上的公

允性” 有一隐含的假设，即导致公允性揭示的会计处理方法包含在会计

准则的规定中。也就是说，会计处理方法中至少有一种会使得会计报表

能公允地揭示企业的经济活动。如果这一假设正确，则会计准则势必会

成为永恒不变的事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会计准则并不能对经济生活中所有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作出

规定，而新的经济业务的出现也远比会计准则对其的反应更为迅速。对

这类经济业务的处理，总是先由单个会计主体自行摸索，然后在一定范

围内运用，形成会计惯例，最后才可能进入会计准则。而在会计准则作

出相应规定前，这类经济业务有可能已对会计主体的经营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此时依据会计准则不进行揭示，显然是不公允的。比如说，衍生

金融工具业务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各国会计准则并不要

求在会计报表中揭示该业务的影响，这会使得会计报表的揭示并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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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此时，在合法性的基础上无法做到公允揭示，而不合法的揭示却有

可能是公允的。

其次，会计准则需要根据情况，不断对已有经济业务的原有会计处

理规定进行调整。例如，我国股份公司会计制度允许使用 “成本与市价

孰低法” 对期末短期投资计价。而据统计，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

1992 年至 1996 年四年间，共发布了 14 个财务会计公告，其中没有一个

涉及新经济业务。会计准则不断完善和发展，新的会计处理方法出现，

旧的处理方法被淘汰，这一过程本身就说明会计准则并不必然包括对现

有经济业务进行公允揭示的会计处理方法。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不足，而现阶段又不存

在更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应摒弃 “合法性即公

允性” 的观点。这是因为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现实情况看，在可预见

的时期内，会计准则对同一会计处理程序允许多种会计处理方法并存的

局面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所以，在多种会计处理方法中判断何种方法

能导致公允揭示，必然会成为审计人员主观判断的一部分。因此，笔者

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应明确表示坚持 “合法性基础上的公允性” 这一

观点，并针对其不足，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在审计实务中加以完善。

（选 自 《中 华 会 计 网 校·会 计 文 苑》，见 http：//www. chinaacc. com/we-

nyuan/index.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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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审计程序与审计证据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理解选择审计程序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掌握了解程序的方法

掌握控制测试程序的内容和方法

掌握实质性测试程序的含义与类别

掌握控制测试程序与实质性测试程序的关系

掌握运用分析性程序应该考虑的因素

理解影响实质性测试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掌握分析性程序的目的、范围和应用

理解运用分析性程序应考虑的因素

掌握审计证据的种类、特性

理解审计证据与审计目标、审计程序之间的关系

掌握审计证据的获取方法

了解审计证据整理与分析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

理解审计工作底稿复核的基本要求

掌握审计工作底稿的三级复核制度

掌握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结构

了解审计档案的所有权及保管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5 号———审计证据》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6 号———审计工作底稿》

《独立审计职业规范指南第 3 号———审计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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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审计程序 了解程序 控制测试程序 实质性测试程序 交易类别

测试 余额的直接测试 分析性程序 审计证据 实物证据 书面证据

会计记录 被审计单位声明书 口头证据 环境证据 亲历证据 外

部证据 内部证据 审计工作底稿 综合类工作底稿 三级复核制度

审计档案 当期档案

（二） 关键问题

1. 如何理解和选择审计程序？

2. 了解程序有哪些方法？

3. 如何进行控制测试？

4. 如何进行交易类别测试？如何进行余额的直接测试？两者有何

联系？

5. 如何进行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6. 控制测试程序与实质性测试程序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7. 如何理解和运用分析性程序？

8. 审计证据的定义和作用如何？

9. 审计证据如何分类？基本的分类是什么？

10. 如何获取实物证据？其范围和特点如何？

11. 如何获取书面证据？其范围和特点如何？

12. 如何获取会计记录书面证据？其范围和特点如何？

13. 如何获取口头证据？其作用和特点如何？

14. 如何获取环境证据？其范围和特点如何？

15. 如何获取亲历证据？其作用和特点如何？

16. 如何获取外部证据？其作用和特点如何？

17. 如何获取内部证据？其范围和特点如何？

18. 审计证据种类与具体审计目标的关系如何？

19. 如何理解审计证据特性？

20. 如何理解和确定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21. 影响审计证据充分、适当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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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有哪些？

23. 什么是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24. 什么是审计证据的相关性？注册会计师通过测试获取审计证据

时，应考虑的相关事项有哪些？

25. 什么是审计证据的可靠性？不同来源的审计证据如何判断其可

靠程度？

26. 审计证据的获取方法有哪些？如何进行？各有何优缺点？

27. 审计证据与审计目标、审计程序之间的关系如何？

28. 审计证据整理与分析的意义如何？如何进行审计证据整理与

分析？

29. 审计工作底稿的含义是什么？

30. 审计工作底稿的种类和范围如何？

31. 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结构如何？

32. 审计工作底稿复核的 意 义 何 在？如 何 进 行 审 计 工 作 底 稿 的

复核？

33. 如何进行审计档案的分类与保管？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完成一项审计项目，需要做连续的大量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又

是由若干步骤，或者说若干审计行为构成。这些步骤或行为就称为审计

程序。为了达到一个具体的审计目标，可以采取不同的步骤，即采用不

同的审计程序。审计程序的选择主要以有效性和经济性为原则。审计程

序主要有了解程序、控制测试程序、实质性测试程序三种，分析性程序

则贯穿于各审计程序，贯穿于审计的全过程。

2. 控制测试程序主要针对被审计单位的控制状况，即以评价内部

控制的完善性和有效性为目的，故得名 “控制测试”。控制测试的执行，

有助于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范围，提高实质性测试的效率和

质量。在会计报表审计中，控制测试程序并非是必须执行的程序。

3. 控制测试程序一般包括：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设计是否科学合

理；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设计是否完善；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的运行是

否有效、经济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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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质性测试是审查、搜集审计证据的程序，借以证实会计报表

的可信赖程度，从而提出恰当的审计意见，因而事关重大、是审计业务

中必不可少的程序。由于切入点的不同，实质性测试又分为交易类别测

试与余额的直接测试两类。

5. 实质性测试的时间、性质和范围的确定事关审计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在实质性测试的时间、性质和范围的确定上，要在控制测试的基

础上结合审计项目的目标、审计重要性、审计风险、审计工作效率等

进行。

6. 在审计实务中，分析性程序广泛运用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分

析性程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往往可以据以发现重大的审计线索，形成审

计判断。但分析性程序的方法也非常灵活，经验性比较强，因而对审计

人员的要求比较高。

7. 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必须以审计证据为依据，因而

审计证据在整个审计工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大多数审计工

作都是围绕审计证据进行的。

8. 审计证据数量繁多，内容庞杂，为了进一步认识审计证据，可

以从各个角度或各类标准对其进行分类。最主要的分类有两种：一是按

外在形式将审计证据分为实物证据、书面证据、口头证据、环境证据四

种；二是按其来源分类将审计证据分为亲历证据、外部证据、内部证据

三种。

9. 审计证据的主要部分是书面证据，因而书面证据也称为基本证

据，主要有会计记录、被审计单位声明书及其他书面文件。

10. 环境证据指被审计单位交易或业务的环境。环境证据虽然不能

构成直接证据，但它有助于说明被审计单位的交易和业务的真实情况，

尤其是在管理当局舞弊的情况下，环境证据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现行会计报表审计中，往往只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机械地进行审查工

作，没有对环境证据给予足够的重视。

11. 实物证据、书面证据、口头证据及环境证据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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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证明力、适用范围

实物证据

实物证据通常是证明实物资产是否存在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

用以确定被审计单位库存现金、存货、固定资产和有价证券等项

目金额存在性所获取的审计证据

实物资产的存在并不能完全证实被审计单位对其拥有所有权

书面证据

书面证据的内容较多，因其性质、取得的途径等不同，证明力也

有强有弱。书面证据广泛地应用于各种项目的审计当中，是审计

证据的主要组成内容

口头证据

口头证据的证明力很弱，因为它并不足以证明事情的真相。但注

册会计师往往可以通过口头证据发掘出重要的线索，以进一步搜

集到有力的证据。口头证据可以应用在部分审计程序中

环境证据

环境证据一般不属于基本证据，但它可以帮助注册会计师了解被

审计单位及其经济活动所处的环境。适用范围不广，但作用不可

忽视

12. 亲历证据、外部证据及内部证据的比较：

证据种类 证明力、使用范围

亲历证据
亲历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是非常重要的审计证据，适用于大

多数审计项目或审计程序

外部证据
外部证据主要指书面证据，它具有很强的证明力，适用于多数审

计项目或审计程序

内部证据
内部证据也主要指书面证据，它的证明力较弱，适用于部分审计

项目或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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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审计证据的两大特性：

审
计
证
据
的
特
性

充分性———量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注册会计师为形成审计意见而所需审

计证据的最低数量要求。为了使注册会计师有效率、有效

益地审计，注册会计师通常把需要足够数量审计证据的范

围降低到最低限度。注册会计师不能获取满意的审计证据

时，可考虑通过其他的途径或用其他的审计证据来替代

适当性———质

相关性

指审计证据应与审计目标相关联。因为注册会计

师只能利用与审计目的相关联的审计证据来证明

和否定被审计单位所报告的事项

可靠性
指审计证据应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审计证据

的可靠性受其来源、及时性和客观性的影响

14. 审计证据的获取方法：

审计证据的

获取方法种类

检查
注册会计师对会计记录和其他书面文件可靠程度的审阅与复核。

注重真实、合法性

监盘

监盘是对被审计单位的现金、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各种实物资产

进行的盘点。注册会计师往往只进行现场监督，有时也进行适

当的抽查

观察
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场所、实物资产和有关业务活动及其内部

控制的执行情况等所进行的实地查看

查询及函证

查询是指向有关人员进行书面或口头询问以获取审计证据。

函证是指为印证被审计单位会计记录所载事项而向第三者发函

询证以获取审计证据

计算
对被审计单位的原始凭证及会计记录中的数据的验算或另行

计算

分析性复核
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趋势进行的分析和评

价。分析性复核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中

15. 在审计证据与审计目标、审计程序之间的关系中，具体审计目

·97·



标是关键。具体审计目标根据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会计报表的各项认

定确定，并决定着将要采用的审计程序，需要搜集的审计证据种类。上

述三者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一种审计目标的完成可以由几种不同的审

计程序达到，一种审计程序也可产生多种证据；而要获得某类证据也可

选用多种审计程序，一种审计程序也可用来实现几种不同的审计目标。

16. 审计证据整理与分析的意义就是使分散的、个别的审计证据条

理化、系统化。审计证据整理、分析的方法有分类、计算、比较、小

结、综合等。审计证据的整理、分析并非是孤立进行的，它们经常是在

审计证据的搜集过程中同时进行的。

17. 审计工作底稿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形成的审计工作记

录以及所获取的与之相关的资料。审计工作底稿形成于审计工作的各个

过程。根据审计工作底稿的性质和作用，可将其分为综合类工作底稿、

业务类工作底稿和备查类工作底稿三类。

18. 审计工作底稿包括：被审计单位名称、审计项目名称、审计项

目时点或期间、审计过程记录、审计标识及说明、审计结论、索引号及

页次、编制者姓名及编制日期、复核者姓名及编制日期、其他应说明

事项。

19. 审计工作底稿三级复核制度，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以主任

会计师、部门经理 （或签字审计师） 和项目经理等复核人，对审计工作

底稿进行逐级复核的一种复核制度。这一复核制度目前已在我国众多的

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对提高审计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了解程序一般只在审计计划阶段执行。 （ ）

2. 注册会计师连续接受委托时，因为对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已经

比较熟悉，可以忽略对被审计单位情况的了解程序。 （ ）

3. 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项目的重要程度。 （ ）

4. 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初步判断数越高，所需搜集的证据数量就

越多。 （ ）

5.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总体审计风险水平控制在零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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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测试程序是实质性测试程序的基础，没有执行控制测试就

不能实施实质性测试程序。 （ ）

7. 资产实物通常是证实被审计单位对其拥有所有权的非常有说服

力的证据。 （ ）

8. 被审计单位声明书不属于审计证据。 （ ）

9. 被审计单位声明书可以替代审计人员实施其他必要的审计程序。

（ ）

10. 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要对各种重要的口头证据作成文字

记录，因而口头证据往往采取书面证据的形式。 （ ）

11. 外部证据是由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组织机构或人士编制的书面

证据。 （ ）

12. 一般而言，内部证据不如外部证据可靠。 （ ）

13.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注册会计师为形成审计意见所需要审计证

据的最高数量要求。 （ ）

14. 审计证据的数量越多越好。 （ ）

15. 检查是注册会计师对所有证据可靠程度的审阅与复核。（ ）

16. 监盘是指注册会计师现场监督被审计单位的现金和实物资产的

盘点。 （ ）

17. 注册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时，不论是重要的审计项目还是一般

的审计项目，均应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 ）

18. 当期档案是指那些所记录的内容经常变化，只供当期审计使用

的审计档案。 （ ）

19. 注册会计师将从被审计单位或其他第三者获取的资料形成审计

工作底稿时，除应注明资料来源外，还应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形成相

应的审计记录。 （ ）

20. 注册会计师获取的管理当局声明通常包括管理当局的相关会议

记录。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在会计报表审计中，实质性测试程序（ ）。

A.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忽略

B. 用来发现重要的期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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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随着注册会计师评估的控制风险级别，按比例相应减少

D. 可以是交易类别测试、余额直接测试或分析性程序

2. 注册会计师实施分析性复核程序，并不能帮助其（ ）。

A. 发现异常变动的项目 B. 印证各项目的审计结果

C.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 D. 确定抽样审计应有的样本量

3. 注册会计师将分析性复核直接作为实质性测试时，应当考虑的

主要因素是（ ）。

A. 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B. 出具审计报告的时间要求

C. 分支机构的分布区域 D. 助理人员的知识和经验

4. 在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时，如果注册会计师决定以分

析性复核和交易测试为主，并将审计程序的执行主要安排在期中进行，

表明注册会计师（ ）。

A. 决定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为高水平

B. 决定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为低水平

C. 评估的控制风险水平为高水平

D. 评估的控制风险水平为低水平

5. 有关审计证据的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 注册会计师获取的环境证据一般属于基本证据

B. 注册会计师运用观察、查询及函证、监盘、计算、检查和分析

性复核等方法，均可获取与内部控制相关的审计证据

C. 注册会计师自行获取的审计证据通常比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证据

可靠

D. 注册会计师运用观察、查询及函证、监盘、计算、检查和分析

性复核等方法，均可获取书面证据

6. 下列审计证据中，可靠性最弱的是（ ）。

A. 入库单 B. 购货发票

C. 销售发票 D. 应收账款函证回函

7. 下列事项中，难以通过观察的方法来获取审计证据的是（ ）。

A. 存货的所有权 B. 经营场所

C. 实物资产的存在 D. 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8. 下列有关审计工作底稿的表述不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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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审计业务约定书属于长期档案

B. 审计工作底稿的复核施行三级复核制

C. 审计工作底稿是审计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作草稿

D. 应收账款函证的回函属于当期档案

9. 能够证实具体审计目标中的机械准确性目标的证据是（ ）。

A. 口头证据 B. 环境证据

C. 书面证据 D. 实物证据

10. 有关当期档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 当期档案对以后的审计工作有重要影响

B. 当期档案有些记录的内容可供以后年度直接使用

C. 当期档案主要有综合类工作底稿和备查类工作底稿组成

D. 符合性测试工作底稿属当期档案

11. 下列审计工作底稿中属于业务类工作底稿的有（ ）。

A. 企业营业执照 B. 实质性测试形成的工作底稿

C. 审计报告书初稿 D. 审计调整分录汇总表

12. 丙会计师事务所与 D 公司于 2000 年 1 月 20 日签订的 2000 年度

会计报表审计业务约定书，作为审计档案，应当（ ）。

A. 至少保存到 2002 年 B. 至少保存到 2006 年

C. 至少保存到 2011 年 D. 长期保存

13. 下列各项中属于泄漏被审计单位商业秘密的是（ ）。

A. 未经委托人同意，允许法院查阅有关审计工作底稿

B. 未经委托人同意，允许政府审计部门派出的检查组查阅审计工

作底稿

C. 未经委托人同意，允许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检查组查阅审计工

作底稿

D. 未经委托人同意，允许审计其母公司的注册会计师调阅审计工

作底稿

14. 审计工作底稿的复核人中不包括（ ）。

A. 部门经理或签字注册会计师

B. 主任会计师或所长、指定代理人

C. 业务助理人员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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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

（三） 多项选择题

1. 了解程序的方法主要有（ ）。

A. 查阅行业、业务及内部控制有关资料

B. 向被审计单位外部有关人员进行查询及函证

C. 向被审计单位内部有关人员进行询问

D. 利用过去审计的资料与经验

2. 实施控制测试程序的目的是（ ）。

A. 据以提出审计意见

B. 便于向被审计单位提出有关内部控制的管理建议

C. 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D. 确定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赖程度

3. 控制测试的方法包括（ ）。

A. 审阅证据 B. 重复执行

C. 实地观察 D. 交易类别测试

4. 下列各项中属于分析性程序的是（ ）。

A. 计算固定资产原值与累计折旧的比例，与预期数比较

B. 将本期期末账户余额与上年数、期中数和预算数比较

C. 对账户余额的详细审查

D. 计算应收账款占资产的比重，与上期比较

5. 注册会计师不应过多依赖分析性程序结果的情况有（ ）。

A. 注册会计师经验或能力不足

B. 审计风险较高的项目

C. 分析性结果准确性较低的项目

D. 特别重要的项目

6. 执行分析性程序的步骤有（ ）。

A. 确定分析目标并设计分析步骤

B. 确定分析的范围和方式

C. 选择适当的数据并确定基准值

D. 执行分析并评价测试结果

7. 审计证据按证据外表形式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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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物证据 B. 书面证据

C. 口头证据 D. 环境证据

8. 审计证据按证据的来源分为（ ）。

A. 口头证据 B. 亲历证据

C. 内部证据 D. 外部证据

9. 作为审计证据的会计记录有（ ）。

A. 会计凭证 B. 会计账簿

C. 各种试算表 D. 各种汇总表

10. 被审计单位声明书的主要内容有（ ）。

A. 所有的会计记录、财务数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均已

提供给审计师

B. 会计报表是完整的，并按国家的有关法规、制度编制

C. 所有需揭示的事项均已作了充分的揭示

D. 企业全部的商业及管理资料

11. 被审计单位声明书的作用有（ ）。

A. 作出审计报告的主要依据

B. 提醒被审计单位的管理部门对会计报表负有主要责任

C. 将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期间所回答的问题予以书面化，并列入审

计工作底稿中

D. 可作为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未来意图的证据

12. 下列各项中，属于环境证据的有（ ）。

A. 被审计单位经营条件、经营方针

B. 被审计单位各种管理制度和管理水平

C. 被审计单位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的素质

D. 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情况

13. 下列各项审计证据中，属于内部证据的有（ ）。

A. 被审计单位已对外报送的会计报表

B. 被审计单位提供的销售合同

C. 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供应商开具的发票

D.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声明书

14. 注册会计师运用专业判断确定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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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 ）。

A. 审计过程是否发现错误或舞弊

B. 审计风险及具体审计项目的重要性

C. 审计人员的经验

D. 审计证据的类型与获取途径

15. 下列审计工作底稿中，应 该 归 入 永 久 性 审 计 档 案 管 理 的 有

（ ）。

A. 被审计单位设立、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副本

B. 内部控制制度文件

C. 资产、负债、权益、损益类项目实质性测试记录

D. 审计报告、管理建议书

（四） 讨论题

1. 结合实际业务探讨如何理解审计风险。

2. 结合实际业务讨论审计证据的重要性。

3. 讨论审计师及其业务助理人员的审计经验与审计证据获取的

关系。

4. 管理当局的可信赖程度对审计工作有何影响？

5. 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对审计工作的影响如何？

6. 如何评价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7. 在实务中如何充分运用分析性复核方法？

8. 讨论审计证据与审计目标、审计程序之间的具体关系。

9. 如何取舍审计证据？

10. 如何认识和排除伪证？

11. 讨论获取审计工作底稿的要求。

12. 讨论保密责任与审计工作的关系。

六、案例

1. 某零售公司是一家上市的美国大型零售折扣店。1972 年，该公

司为了掩盖其第一次重大经营损失的真相，将 250 万美元的损失篡改为

150 万美元的收益。其中 102.6 万美元是通过减少应付账款来实现的。

执行该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执行了一些并无实效的审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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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尤其是执行了无效的函证程序，而导致审计失败。最后，该零售公

司倒闭了，会计师事务所也难辞其咎，受到证券委员会的批评，并且在

联邦法院处理此事之前，负责该公司审计的合伙人被暂停执业 5 个月。

下面是审计人员执行函证程序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请你加以评价。

（1） 审计人员为了验证 30 万美元预付广告费的真实性，从 1 100 家

广告商中抽取了 24 个样本，并向其中的 4 个广告商发函询证。

（2） 审计人员为了印证 17.7 万美元的差价退款，从该公司提供的

名单中，随意抽取几个供应商，通过电话询证进价过高是否真实。在

15 个电话的询证过程中，公司先同供应商联系并通话交谈，然后将电

话交给审计人员。

（3） 两位业务助理人员就贷项通知单询问公司员工时，得到了先后

三个不同的解释，并且最终也未拿到书面证明文件，因此对贷项通知单

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工作底稿中形成了一份备忘录。负责公司审计工

作的事务所合伙人认为函证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贷项通

知单的真实性，不需要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4） 审计人员对从公司提供的广告商名单中选取的 4 家广告商发函

询证，所收到的回函均指出所列示的预付广告费是错误的，审计人员没

有查明差异的原因，确认了预付广告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 注册会计师李浩是华兴公司 2001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项目的主审

会计师，当他对华兴公司的会计报表进行分析性复核时，发现华兴公司

的发达部、凯歌部、广电一部、广电二部和牡丹部等五个经营部上报的

“利润总额” 本年数均为零，觉得事情蹊跷，于是，他分析了五个经营

部历年经营情况以及市场中其他同类型经营部的一般利润水平，认为五

个经营部上报的利润可能是虚假的，于是指导外勤执业的注册会计师针

对发达部等五个经营部的本年利润实施重点审计，经外勤注册会计师的

重点取证，发现五个经营部经营亏损挂账 2 764 万元。请你从分析性复

核程序的运用出发分析这一案例。

3. 李浩是精英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但还没有取得注册会计

师资格。由于华兴公司是李浩联系到的业务，精英会计师事务所就委派

李浩担任该审计业务的项目经理，负责华兴公司 2001 年度会计报表的

审计业务。李浩带领四名审计人员进驻华兴公司，分配审计任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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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负责审计销售和收款循环，李东负责生产循环，赵杰负责审计购货

与付款循环，王华负责审计投资和融资循环，李浩自己负责审计货币资

金和会计报表附注。李浩等审计人员经过五天的外勤工作，形成了厚厚

的审计工作底稿，李浩汇总所有的审计工作底稿，形成审计差异汇总

表、与客户沟通情况表和试算平衡表等汇总审计工作底稿后，就结束了

外勤工作，准备出具审计报告。请你从项目经理的责任角度出发分析评

价该案例。

【案例提示】

1.

对于该零售公司通过篡改会计记录的方法减少应付账款 102.6 万美

元，审计人员完全可以通过实施函证程序发现这一重大错误与舞弊，但

为什么没有发现？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审计人员没有严格控制函证程

序，致使通过函证程序取得的证据并不可信。

（1） 函证样本量抽取得过低，不能从充分性和适当性上代表总体。

该案例中，审计人员为了验证 30 万美元预付广告费的真实性，从 1 100

家广告商中抽取了 24 个样本，并仅仅向 4 个广告商发函询证。如此低

的抽样比例，即使 4 家广告商回函确认了预付广告费的真实性 （事实并

非如此），审计人员也不能由此推断 1 100 家预付广告费的真实性。

（2） 函证程序由客户控制，无法保证通过函证取得可靠的证据。该

案例中，审计人员为了印证 17.7 万美元的差价退款，从公司提供的名

单中，随意抽取几个供应商，通过电话询证进价过高是否真实。在 15

个电话询证过程中，零售公司先同供应商联系并通话交谈后，才将电话

交给审计人员。在这个过程中，向谁函证，是由客户提供名单圈定的，

而不是根据审计的需要；函证中借助先与被询证者打电话确认的方式确

认，既没有保证审计人员直接与被询证者沟通，也没有要求被询证者寄

回书面确认函，增加了函证信息发生差错和被篡改的机会。

（3） 对函证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疑虑没有追加审计程序，降低了审计

证据的质量。该案例中，两位业务人员就贷项通知单询问公司员工时，

得到了先后三个不同的解释，并且最终也未拿到书面证明文件，因此对

贷项通知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工作底稿中形成了一份备忘录。但作

为负责公司审计工作的事务所合伙人却认为函证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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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以证实贷项通知单的真实性，没有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以消除审

计人员的疑虑。

（4） 对回函结果不进行分析、评价。该案例中，审计人员对从公司

提供的 1 100 家虚构的广告商名单中选取的 4 家广告商发函询证 （这里

暂且不提样本量过低的问题），所收到的回函均指出所列示的预付广告

费是错误的，对此，审计人员在未进行任何分析评价、查明差异原因的

情况下，确认了预付广告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由此可见，在审计实务中，审计人员实施函证不能只是机械地发

函、收函，必须实质性地控制函证的整个程序，这样才能减少审计风

险。具体地讲要做到：

（1） 抽取的样本要在充分性和适当性上足以代表总体，抽样比例不

能过低。

（2） 函证是为审计目的而设计的重要程序，应当由审计人员专业判

断函证的对象、范围、方式，而不能听任客户的摆布。

（3） 无论实施函证时采取什么方法提高效率，如先电话确认、以传

真或电子邮件等先发出回函，都必须保证审计人员与被询证者的直接沟

通，同时应当保证搜集到被询证者回函的原件。

（4） 当审计人员通过其他程序发现问题时，一定要重新考虑函证程

序的适当性，追加审计程序予以证实或消除。

（5） 如果函证结果表明审计存在差异，审计人员应当对函证结果进

行分析和评价，查明差异原因，并追加审计程序予以证实或消除。

2.

分析性复核是指注册会计师分析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趋势，包

括调查这些比率或趋势的异常变动及其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息的差异。

因此，在审计实务中，分析性程序可以直接作为实质性测试程序，以搜

集与账户余额和各类交易相关的特殊认定的证据，但分析性程序取得的

证据不可能构成直接证据或基本证据，需要注册会计师实施其他实质性

测试程序对分析性程序得出的结果加以印证，也就是说，如果注册会计

师仅仅机械地执行比率或趋势分析，不重视分析结果，不通过检查、函

证、监盘、计算等实质性测试程序取得基础证据对分析性程序得出的结

果加以证实或排除，分析性程序就无法发挥作用，审计风险也不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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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该案例中，注册会计师李浩通过分析性程序发现发达部等五个经营

部利润为零存在疑点，循着这一线索，对五个经营部的本年利润实施重

点审计，发现了华兴公司利用经营部调整利润、隐瞒亏损的事实。如果

李浩运用分析性发现疑问后，不实施其他实质性测试取得证据加以证

实，审计风险会仍然存在。

3.

项目经理对项目的风险控制贯穿于审计计划、审计实施和审计报告

全过程，是会计报表审计风险控制的关键。在审计计划阶段，项目经理

负责对审计项目前期的审计调查和了解，并在了解和控制测试的基础上

制定审计计划。在审计实施阶段，项目经理不仅要通过与被审计单位相

关人员和资料的实质性接触，运用了解、询问、分析性程序确定被审计

单位的实际风险领域，而且要通过复核审计小组其他审计人员形成的工

作底稿，及时督导其他审计人员的工作，控制审计项目风险。在审计报

告阶段，项目经理不仅要汇总经过自己详细复核的所有工作底稿，还应

关注被审计单位期后事项、或有事项以及一些重要的非报表信息对会计

报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决定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由此可见，（1） 项

目经理不是随意一个注册会计师都能够胜任的，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判

断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在委派项目经理时，不能

是谁联系的业务，谁担任项目经理，更不能让不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人

员担任项目经理。（2） 项目经理在外勤工作时，不能把自己混同一般的

审计人员，一到外勤工作地就埋头于某些报表项目或某一领域的审计工

作，忙于自己负责的审计领域的审计工作底稿的形成，而忘记了自己的

责任：对整个审计项目的指导、监督和复核，这最容易导致审计失败。

该案例中李浩不是注册会计师，却被委派为项目经理，作为项目经理

（我们暂不考虑他是否具有督导能力），到被审计单位后只忙于货币资金

和会计报表附注的审计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和监督其他审计人

员，更不能够控制整个审计项目的风险。

在审计实务中，项目经理为了不在执行具体审计程序中 “迷失” 方

向，在审计外勤中应该从 “置身事外” 的角度考虑控制风险，最好不要

担任某一具体领域的审计工作，而是集中时间和精力做好如下工作：

（1） 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2） 利用询问和观察发现潜在的

·09·



问题，提请相关审计人员注意；（3） 对获取的一些综合性的材料进行分

析性复核，检查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整体合理性；（4） 把事务所的一

些新的审计指令传达给审计人员；（5） 解决审计人员遇到的重大问题，

并及时向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委员会请示汇报这些问题；（6） 复核审计人

员形成的审计工作底稿，并指导审计人员及时实施补充审计程序，完善

审计工作底稿；（7） 时刻关注被审计单位的最新变化情况，关注额外的

审计风险；（8） 汇总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结论等。

七、阅读文献

1.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中文 1 版，第 6 章，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2. 朱荣恩：《审计学》，第 6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余玉苗：《审计学》，第 4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 刘明辉：《独立审计学》，第 5 章，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20.√

（二） 单项选择题

1. D 2. D 3. A 4. A 5. C 6. A 7. A 8. C 9. C 10. D 11. B

12. D 13. D 14. C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D 2. BCD 3. ABC 4. ABD 5. ABCD 6. ABCD 7. ABCD

8. CD 9. ABCD 10. ABC 11. BCD 12. ABCD 13. ABD 14. ABCD

15.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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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审计计划与初步审计策略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审计计划的概念、作用及制定步骤

掌握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的范围以及方法

掌握审计计划的内容与编制的要求

掌握审计计划审核的要点

理解审计重要性的含义和本质

理解如何初步判断审计重要性的水平

掌握会计报表层次重要性在各账户之间的分配

理解重要性水平与审计证据的关系

掌握审计风险的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理解审计风险、审计证据与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了解初步审计策略的组成要素及运用

了解审计策略与交易循环的关系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3 号———审计计划》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9 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0 号———审计重要性》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1 号———分析性复核》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1 号———了解被审计单位情况》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指南第1号———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试行）》

《审计技术提示第 1 号———财务欺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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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审计计划 总体审计计划 具体审计计划 审计策略 时间预算

审计重要性 报表层次的重要性 账户层次的重要性 审计风险 控制

风险 固有风险 检查风险 审计 风险模型 初步审计策略 主要证

实法 较低的控制风险估计水平法 交易循环

（二） 关键问题

1. 为了制定审计计划，注册会计师需要了解被审计单位哪些情况？

通常使用哪些方法？

2. 总体审计计划和具体审计计划一般包括哪些内容？如何编制？

3. 审核审计计划通常需要审核哪些内容？

4. 为什么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需要运用专业判断？

5. 为什么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当运用重要性原则？

6. 如何理解审计重要性？确定审计重要性水平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7. 审计重要性水平一般分为哪两个层次？如何确定？

8. 会计报表层次重要性在各账户之间是如何分配的？

9. 为什么评价审计结果时所运用的重要性水平可能不同于编制审

计计划时确定的重要性水平？如果评价审计结果时所运用的重要性水平

大大 低 于 编 制 审 计 计 划 时 确 定 的 重 要 性 水 平，注 册 会 计 师 应 如 何

处理？

10. 注册会计师在终结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审计时，应如何汇

总尚未调整的错报或漏报？汇总数接近重要性水平时如何处理？

11. 如何理解审计风险？它包含哪些组成要素？这些组成要素之间

是什么关系？

12. 审计风险、审计证据与重要性水平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

13. 什么是初步审计策略？它由哪些要素组成？

14. 主要证实法与较低的控制风险估计水平法有什么区别？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在编制审计计划之前，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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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的方法可以采取检查、观察、询问、运用分析性程序等方法。

对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的了解可以为运用分析性程序 （如确定期望值）

提供帮助，而运用分析性程序也可以进一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

情况。

2. 审计计划可以分为总体计划和具体计划。总体审计计划是对审

计预期范围和实施方式所作的规划，是审计人员从接受审计委托到出具

审计报告全过程基本工作内容的综合规划，是对审计工作的统筹规划和

安排，比如初步确定重要性水平和评估审计风险，这对具体审计程序的

安排和审计证据的搜集都有指导意义。具体审计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审计

程序。

3. 审计计划应由审计项目负责人编制。独立编制审计计划是注册

会计师的责任。补充、修改审计计划，应经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负责

人同意。

4. 审核审计计划时，无论总体计划还是具体计划，主要是针对其

应该包括的内容，分别审查其合理性和恰当性。

5. 所谓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

序，这一程序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所

以说，重要性水平是注册会计师站在会计报表使用者的角度、以一项错

报或漏报是否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为标准所确定的一个临

界点。

6. 在审计计划阶段必须要运用重要性的概念，即对重要性水平做

出初步判断，目的是为了确定需要搜集的审计证据的数量，并据此确定

需要执行的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初步判断重要性水平时，可

以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会计报表层次，二是账户层次。对会计报表层

次的重要性水平，可以先确定一个适当的判断基础 （如资产总额、净资

产、营业收入或净利润），然后乘以一个固定的或变动的比率来确定。

账户层次的重要性水平可以对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加以分配确

定，分配时应考虑账户发生误报可能性的大小和账户审计费用的高低。

实际上，重要性水平并不是可以简单地运用公式计算确定的，它需要注

册会计师考虑很多因素，并运用专业判断加以确定。

7. 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误报，而审计人员审计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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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审计风险由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

险三个要素组成。在审计风险模型中，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是审计人员

评估的，因为这两个风险要素是客观存在而审计人员无法改变的，审计

风险是审计人员事先确定的、对一个审计项目可以接受的总的风险水

平，这样计算得出检查风险水平。审计人员应该根据检查风险水平的高

低决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这个检查风险水平即是审计人员

可以接受的、在实质性测试过程中漏查重大误报的可能性，因此，检查

风险水平与所需要的审计证据的数量成反向关系。可以接受的审计风险

水平也与所需要的审计证据的数量成反向关系，而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水平与所需要的审计证据的数量成正向关系。

8. 审计风险水平与重要性水平之间存在反向关系。所以，如果重

要性水平定得太低，不仅审计成本会提高，审计风险也会加大。但是审

计人员不能因此就无限制地高估重要性水平，这会导致审计测试不充

分，而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对会计报表的理解。

9. 审计策略是审计人员根据确定的审计范围，选择能够达到审计

目的而应实施的最有效审计程序的基本思路和组织方法。在计划阶段，

审计人员必须形成一个初步的审计策略。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为保证审计的连续性和审计结果的可比性，注册会计师在对同

一客户所进行的多次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中应使用同样的重要性水平。

（ ）

2. 审计人员应该选择各会计报表中最高的重要性水平作为会计报

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 （ ）

3. 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就是实质性测试的可容忍误差。

（ ）

4. 当累计尚未更正错报漏报超过重要性水平时，注册会计师应考

虑扩大实质性测试的范围或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会计报表，以降低审计

风险。 （ ）

5. 因为重要性水平与审计风险存在反向关系，审计风险与审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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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也存在反向关系，所以注册会计师确定的重要性水平越高，审计风险

就越低，相应应当获取的审计证据就越多。 （ ）

6. 不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注册会计师都要对

各重要账户或交易类别进行实质性测试。 （ ）

7. 注册会计师在以净利润为基础判断重要性水平时，如果被审计

单位净利润波动幅度较大，则当年仍以净利润为基础确定重要性水平。

（ ）

8. 注册会计师对重要性水平做出初步判断的目的是确定所需审计

证据的数量。 （ ）

9. 注册会计师在会计报表审计中运用重要性原则的目的是查出错

误与舞弊。 （ ）

10. 注册会计师实施有关审计程序后，如仍认为某一重要账户或交

易类别认定的检查风险不能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应当发表保留意见或

否定意见。 （ ）

11. 初步审计策略只是审计单个认定可选用的方法，而不是整个审

计的方法，尽管在大多数审计中，每种方法都可以用来审计很多的

认定。 （ ）

12. 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的程度越高，表明存在重大

错误的可能性越大，相应要求检查风险越低。 （ ）

13. 在实地审计工作中，运用重要性概念主要以生产经营业务金额

的大小为尺度，生产经营业务金额大的是重要的，生产经营业务金额小

的是不重要的。 （ ）

14. 会计报表项目的性质不同，在会计报表中被错报、漏报的风险

也不一样。 （ ）

15. 一般而言，重要性水平愈高，所需要证据数量愈大。 （ ）

16. 在对重要性水平做出初步判断时，注册会计师无需考虑被审计

单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 ）

17. 控制风险越低，注册会计师就可以执行越有限的控制测试。

（ ）

18. 审计人员只在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时，才应考

虑重要性和审计风险之间的反向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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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采用较低的控制风险估计水平法时，通常要扩大实质性测试

的范围。 （ ）

20. 注册会计师可以同被审计单位就总体审计计划进行讨论，并协

调工作，因此，审计计划可以由注册会计师同被审计单位共同编制。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计划某项审计工作时，审计人员应分哪些层次来评价重要性

（ ）。

A. 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 B. 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C. 会计报表和账户余额 D. 汇账凭证和原始凭证

2. 特定审计风险水平下，检查风险同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之间的

关系是（ ）。

A. 同向变动关系 B. 反向变动关系

C. 有时同向变动 D. 不明显的

3. 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资产负债表的错报漏报加总为 10 万元时是

重要的，损益表的错报漏报加总为 20 万元时是重要的，在制定审计计

划时，审计重要性水平应定为（ ）。

A.10 万元 B.20 万元

C.15 万元 D.30 万元

4. 实质性测试结果表明，控制风险水平高于控制风险的初步估计

水平，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是否（ ）。

A. 重新了解内部控制

B. 追加相应的审计程序

C. 重新执行控制测试

D. 重新确定重要性水平和可接受审计风险

5. 下列关于初步确定重要性水平的考虑中，不正确的是（ ）。

A. 对于管理当局自主决定处理的会计事项从宽制定重要性水平

B. 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性质复杂，可制定较高的重要性水平，以降

低审计成本

C. 内部控制健全，可将重要性水平定得高一点

D. 对流动性较高的项目，注册会计师应从严制定重要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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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同一期间不同会计报表的重要性水平不同，注册会计师应

选择作为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的是（ ）。

A. 最高者 B. 最低者

C. 平均数 D. 加权平均数

7. 在采用分配法分配重要性水平时，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和账

户层次重要性水平之和之间的关系是（ ）。

A. 相接近的 B. 前者大于后者

C. 后者大于前者 D. 相等的

8. 注册会计师通过设计的审计程序未能检查出会计报表中存在重

大错误的风险是（ ）。

A. 程序风险 B. 控制风险

C. 检查风险 D. 固有风险

9. 注册会计师执行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时，下列各项中最有可能帮

助其对重要性水平做出初步判断的是（ ）。

A. 计划实施实质性测试时确定的预期样本量

B. 被审计单位的中期会计报表

C. 内部控制调查问卷

D. 与管理当局的沟通函

10. 注册会计师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估计水平与所需审计证据

的数量（ ）。

A. 呈同向变动关系 B. 呈反向变动关系

C. 呈比例变动关系 D. 不存在关系

11. 在计划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可以运用以便找出存在潜在错

报风险领域的审计程序是（ ）。

A. 分析性程序 B. 控制测试程序

C. 实质性测试程序 D. 穿行测试程序

12. 下列事项中，属于注册会计师总体计划审核事项的是（ ）。

A. 审计程序能否达到审计目标

B. 审计程序能否适合各审计项目的具体情况

C. 对审计重要性的确定和审计风险的评估是否恰当

D. 重点审计程序的制定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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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项选择题

1. 重要性的判断应从什么方面加以考虑（ ）。

A. 数量 B. 金额

C. 性质 D. 专业判断

2. 审计风险是由 （ ） 组成的。

A. 客户的经营风险 B. 控制风险

C. 固有风险 D. 检查风险

3. 下面哪些可以随每个账户的认定而变化（ ）。

A. 审计风险 B. 固有风险

C. 控制风险 D. 检查风险

4. 下列哪些因素是对重要性水平做出初步判断时应考虑的因素

（ ）。

A. 以往的审计经验

B. 有关法规对财务会计的要求

C. 业务性质

D. 固有风险和审计风险的评估结果

5. 在确定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时，下列注册会计师不应选

用净利润作为判断基础的是（ ）。

A. 被审计单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B. 被审计单位净利润接近于零

C. 被审计单位净利润波动幅度较大

D. 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各项目的金额波动幅度较大

6. 被审计单位应收账款金额为 300 万元，重要性水平为 2 万元，现

对其中 的 50% 进 行 抽 查，发 现 0.95 万 元 的 错 报，注 册 会 计 师 应 当

（ ）。

A. 确认其金额 B. 追加审计程序

C. 发表无保留意见 D. 建议调整

7. 下列注册会计师可以控制的风险是（ ）。

A. 审计风险 B. 固有风险

C. 控制风险 D. 检查风险

8. 以下有关重要性的理解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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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要性是针对审计报告而言的

B. 重要性应从会计报表使用者的角度考虑

C. 重要性的判断离不开特定的环境

D. 重要性与可容忍误差成反向关系

9. 在编制审计计划前，了解被审计单位经营及所属行业基本情况

的方法包括（ ）。

A. 查阅上一年的工作底稿

B. 审阅行业业务经营资料

C. 确定关联方及其交易

D. 询问管理当局和内部审计人员

10. 初步审计策略的组成要素包括（ ）。

A. 控制风险的计划估计水平

B. 内部控制了解的程度

C. 评价控制风险时必须执行的控制测试

D. 为使审计风险降低到合理水平而将要执行的实质性测试

11. 下 列 情 况 中，注 册 会 计 师 应 当 合 理 运 用 重 要 性 原 则 的 有

（ ）。

A. 确定是否接受委托

B. 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C. 执行审计程序

D. 评价审计结果

12. 注册会计师执行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时，运用重要性原则的目的

主要有（ ）。

A. 提高审计效率 B. 保证审计质量

C. 查处错误与舞弊 D.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13. 总体审计计划的基本内容包括（ ）。

A. 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

B. 审计目标、审计范围及审计策略

C. 审计重要性的确定及审计风险评估

D. 对专家、内审人员及其他注册会计师工作的利用

14. 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各账户层次的重要性水平时，应考虑的因素

·001·



包括（ ）。

A. 各账户性质

B. 各账户错报、漏报的可能性

C. 各账户审计成本

D. 账户层次的重要性水平和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之间的关系

15. 如果经过实质性测试后，注册会计师认为与某一重要账户或交

易类别的认定有关的检查风险不能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那么，注册会

计师应发表（ ）。

A. 无保留意见 B. 保留意见

C. 否定意见 D. 无法表示意见

（四） 分析题

1. 某注册会计师在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时，分别假定了 A、

B、C、D 四种情况：

风险类别 情况 A 情况 B 情况 C 情况 D

可接受的审计风险 1% 2% 3% 4%

固有风险 100% 80% 100% 80%

控制风险 60% 70% 80% 90%

请计算回答以下问题：

（1） 上述四种情况下，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分别是多少？

（2） 哪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需要获取最多的审计证据？

（3） 写出审计风险模式，并分析各要素与审计证据之间的关系。

（4） 简要说明审计风险与重要性水平之间的关系。

2. 某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审计 A 公司 2001 年度的会计报表，通过

查阅 A 公司的会计报表，找到如下数据：

项 目 金额 （万元）

资产总额 90 000

净资产 44 000

主营业务收入 120 000

净利润 12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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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根据以往的审计经验，确定了在计算重要性水平时各项目对

应的百分比，见下表：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百分比 0.5% 1% 0.5% 5%

问题：

1. 试计算确定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

2. 简述重要性水平与审计证据之间的关系。

六、案例

某注册会计师在对 B 公司实施审计的过程中，按照以下步骤编制

了审计计划：

（1） 了解 B 公司经营及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

（2）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3） 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

（4） 考虑审计风险；

（5） 初步评价重要性水平；

（6） 对重要认定制定初步审计策略；

（7） 确定检查风险及设计实质性测试；

（8） 进行控制测试及评估控制风险。

要求：

1. 请分析上述审计计划的顺序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应当如何

改正？

2. 上述哪些步骤属于总体审计计划的步骤，哪些步骤属于具体审

计计划的步骤。

【案例提示】

上述编制审计计划的步骤是错误的，正确的步骤应当是：

（1） 了解 B 公司经营及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

（2） 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

（3） 初步评价重要性水平；

（4） 考虑审计风险；

·201·



（5） 对重要认定制定初步审计策略；

（6）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7） 进行控制测试及评估控制风险；

（8） 确定检查风险及设计实质性测试。

2. 改正后的步骤中，（1）、（2）、（3）、（4） 属于总体审计计划；

（5）、（6）、（7）、（8） 属于具体审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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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 3. × 4.√ 5. × 6.√ 7. × 8.√ 9. × 10. ×

11.√ 12.√ 13. × 14.√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二） 单项选择题

1. C 2. B 3. A 4. B 5. A 6. B 7. D 8. C 9. B 10. A 11. A

12. C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 2. BCD 3. BCD 4. ABCD 5. BC 6. BD 7. AD 8.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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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BCD 10. ABCD 11. BD 12. AB 13. ABCD 14. ABCD 15. BD

（四） 分析题

1.

（1） A、 B、 C、 D 四 种 情 况 的 可 接 受 的 检 查 风 险 水 平 分 别 是

1.67%，3.57%，3.75%，5.56%。

（2） A 种情况注册会计师需要获取最多的审计证据。

（3） 审计风险模式为：AR = IR × CR × DR。

AR：审计风险，IR：固有风险，CR：控制风险，DR：检查风险。

可接受的审计风险与审计证据的数量是反向关系，即可接受的审计

风险越低，需要搜集的审计证据越多。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与审计证据

是正向关系，即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水平越高，需要搜集的审计证据越

多。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与审计证据是反向关系，即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

低，需要搜集的审计证据越多。

（4） 审计风险与重要性水平是反向关系，即：重要性水平越高，审

计风险越小，重要性水平越低，审计风险越大。

2.

（1）

项目 金额 （万元） 百分比 重要性水平 （万元）

资产总额 90 000 0.5% 450

净资产 44 000 1% 440

主营业务收入 120 000 0.5% 600

净利润 12 060 5% 603

所以，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是 440 万元。

（2） 重要性水平和审计证据是反向关系，重要性水平越低，越需要

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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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内部控制及其评价与测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内部控制的发展和沿革

了解内部控制的概念、目标和要素

理解内部控制与独立审计的关系

掌握内部控制的了解与初步评价

掌握控制测试的概念、内容、方法、范围和时间

掌握控制风险高低的评价及其对实质性测试的影响

掌握管理建议书的性质、出具管理建议书的条件及其与审计意

见的区别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9 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2 号———管理建议书》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内部牵制 内部控制 内部会计控制 内部管理控制 管理建议书

控制风险 控制测试 实质性测试 交易循环 控制环境 控制程序

风险评估 信息与沟通 监督

（二） 关键问题

1. 审计人员为什么要了解和评价客户的内部控制？

2. 良好的内部控制应当包括哪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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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说内部控制只能提供合理保证？内部控制主要存在哪些

限制？

4. 保护资产安全的做法有哪些？

5. 了解内部控制时，通常采用哪些方法记录有关信息？各有何优

缺点？

6. 初步评价内部控制的目的何在？通常采用何种程序？

7. 控制测试程序的目的何在？通常如何进行？

8. 何谓交易循环？有哪些主要的交易循环？

9. 客户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可能放弃执行某些有效内部控制程序，

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举例说明。

10. 内部控制有何重要意义？建立内部控制的目的有哪些？

11. 客户管理当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人员、公司员

工、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相关外部团体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中各扮演何

种角色？

12. 客户管理当局和注册会计师都需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他们的

区别有哪些？

13. 审计师在评估某项声明的控制风险时，应执行哪些步骤？

14. 控制环境的构成因素有哪些？

15. 审计师如发现客户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应如何与客户沟通？

16. 如何管理建议书？如何撰写管理建议书？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在内部控制结构的概念中，内部控制由三个要素组成；在内部

控制整体框架的概念中，内部控制由五个因素组成。其中，控制活动

（或控制程序） 的五项内容存在于整个公司中，并出现于各管理层次及

功能组织中。

2. 在会计报表审计中，不论被审计单位规模大小，了解内部控制

的程序和实质性测试的程序是必须执行的，而符合性测试不是必须执行

的程序。当相关内部控制不存在、相关内部控制虽然存在但并未有效运

行，或者控制测试的工作量可能大于进行控制测试所减少的实质性测试

的工作量时，可以不进行控制测试而直接进行实质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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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内部控制一般采用询问、观察、检查、穿行测试等程序，

分别内部控制框架的几个因素进行了解；控制测试主要是对内部控制的

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测试；控制测试之后，要对控制风险进行评价，以

便确定将要执行的实质性测试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4. 控制测试的范围直接受审计人员计划控制风险估计水平的影响，

计划控制风险估计水平越低，需要搜集的审计证据越多。从审计有效性

的角度来看，控制测试应尽可能安排在会计年度接近结束的时候进行；

如果审计人员在期内已经执行控制测试，应进一步搜集测试日至期末的

相关审计证据，如期中测试后内部控制的变动情况、期中测试后发生的

交易和事项的性质和金额等，以决定是否完全信赖期中测试的结果。

5. 根据采用的审计策略不同，可能执行同步控制测试、额外控制

测试或计划控制测试。同步控制测试是在了解内部控制的同时执行的测

试；额外控制测试是审计人员在降低了控制风险估计水平的情况下 （如

由主要证实法改为较低的控制风险估计水平法），为搜集额外证据以支

持降低的控制风险估计水平而执行的测试，所以，只有当执行这种测试

能够获得额外证据来支持审计人员进一步降低对控制风险的最初估计水

平时，额外控制测试才是必要的；在较低的控制风险估计水平法下，审

计人员必须事先计划将要执行的控制测试，这就是计划控制测试。

6. 出具管理建议书不是注册会计师的法定义务，不能减轻或免除

管理当局的会计责任，也不能视为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整体发表的

意见。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无论控制风险评估水平如何，审计师都要记录控制风险评价

结果。 （ ）

2. 内部控制和证据之间存在联系是因为内部控制对会计数据的适

当性和准确性有影响。 （ ）

3. 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控制测试可以完全替代实质性

测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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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册会计师有责任建立、修正和维护被审计单位的各项控制。

（ ）

5. 内部控制的建立也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 ）

6. 会计报表审计中总是存在一定的控制风险。 （ ）

7. 初步评估的控制风险越低，注册会计师就能获取越多的关于内

部控制设计合理和运行有效的证据。 （ ）

8. 不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注册会计师均应有

各重要账户或交易类别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 （ ）

9. 对会计报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注册会计

师应在审计报告意见段之后增加说明段予以说明。 （ ）

10. 注册会计师评价相关内部控制的控制风险为低水平时，应在审

计工作底稿中记录该评价结论及其依据。 （ ）

11. 注册会计师对会计报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被审计单位内部控

制的重大缺陷，应出具管理建议书，但不影响应当发表的审计意见。

（ ）

12. 注册会计师如拟信赖内部控制，应当实施控制测试，以将控制

风险降低于可接受水平。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审计人员根据对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最终确定的控制风险评估水

平来确定其性质、时间安排和进度的测试是（ ）。

A. 属性测试 B. 控制测试

C. 实质性测试 D. 余额测试

2. 注册会计师在了解及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后，实施符合

性测试的范围应当是（ ）。

A. 有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

B. 拟信赖的内部控制

C. 对会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内部控制

D. 并未有效运行的内部控制

3. 承认内部控制成本不应超过预期收益，这一基本概念被认为是

（ ）。

A. 例外管理 B. 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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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限义务 D. 合理保证

4.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组成部分的是（ ）。

A. 监督 B. 风险评估

C. 信息和沟通 D. 授权和批准

5. 下列各项内部控制要素中包含内部审计功能的是（ ）。

A. 风险评估 B. 信息和沟通

C. 监督 D. 控制活动

6. 了解内部控制结构和评估控制风险（ ）。

A. 可以在审计中同时进行

B. 只有在评估水平低于最高时才需要记录在案

C. 是可能的，但在实施审计中不是必要的

D. 是一个必要的连续审计步骤

7. 一个主体的内部控制要素包括（ ）。

A. 与管理决策的效果、经济及效率有关的措施和程序

B. 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和监督

C. 适合适当授权、职责分离、充分记录和防护、独立检查的程序

D. 组织结构，包括职权的授权和执行的责任

8. 适当的职责分离要求分离（ ）。

A. 授权、记录和保管职责 B. 授权、执行和付款职责

C. 验收、运输和保管职责 D. 授权、批准和执行职责

9. 当 审 计 师 评 估 控 制 风 险 水 平 为 低 水 平 时，审 计 师 应 当 记 录

（ ）。

A. 这个结论及为规划审计而获取的对客户控制结构要素的了解

B. 仅仅这个结论

C. 这个结论和评价的依据

D. 对整体审计计划的意义

10. 直接为了获取内部控制设计或运行的有效性的证据的审计程序

被称为（ ）。

A. 符合性测试 B. 实质性测试

C. 控制测试 D. 内部控制要素的测试

11. 下列各项中，通常被认为是一项控制测试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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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银行发询证函

B. 清点并记录现有的现金

C. 审核支票上的签名

D. 获取或编制资产负债表日的银行存款调节表

12. 审计师评估控制风险水平的目的在于（ ）。

A. 确定要实施的控制测试的范围

B. 确定要实施的实质性测试的范围

C. 确定违规是否是可能的

D. 确定职员是否有不相容职责

13. 对审计人员来说，考虑审计客户雇员的胜任能力非常重要，因

为，雇员的胜任能力会直接严重影响（ ）。

A. 内部控制的成本收益关系

B. 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

C. 所记录的会计责任与资产的比较

D. 要实施的测试的时间安排

14. 控制测试的目的是合理地确信（ ）。

A. 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余额是正确和适当的

B. 控制措施和程序起到了预定的作用

C. 客户符合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披露要求

D. 客户符合了质量控制的要求

（三） 多项选择题

1. 内部控制的发展阶段包括（ ）。

A. 内部牵制阶段 B. 内部控制阶段

C. 内部控制结构阶段 D.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

2. COSO 报告认为内部控制的目的是为了取得（ ）。

A. 经营效果和效率 B.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C. 遵循适当的法律 D. 企业的利润目标

3. 内部控制的目标有（ ）。

A. 提高经营效率，取得良好的经营效果

B. 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C. 保护各项资产和记录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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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证企业计划和战略决策的有效实施

4. 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有（ ）。

A. 控制环境、监督 B. 控制活动

C. 风险评估 D. 信息与沟通

5. 企业所有的交易和账户通常划分为（ ）。

A. 销售和收款循环 B. 购货和付款循环

C. 生产循环 D. 筹资和投资循环

6. 注册会计师在确定了解内部控制所应实施审计程序的性质、时

间和范围时，应当主要考虑的因素有（ ）。

A. 被审计单位经营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

B. 被审计单位数据处理系统类型及复杂程度

C. 审计重要性

D. 相关内部控制类型等

7. 下列各种情况中，控制风险应当评估为最高水平的有（ ）。

A. 企业内部控制失效

B. 难以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作出评价

C. 注册会计师不拟进行控制测试

D. 进行控制测试的成本较高

8. 在下列各情况中，不应评价控制风险处于最高水平的有（ ）。

A. 相关的内部控制可能防止或发现和纠正重大错报或漏报

B. 注册会计师拟进行控制测试

C. 控制测试比实质性测试更易进行

D. 控制测试的成本较低

9. 内部控制调查记录的方式有（ ）。

A. 作业程序文字表述 B. 检核表

C. 作业流程图 D. 问卷

10. 下列各项注册会计师可以不进行控制测试，直接进行实质性测

试的有（ ）。

A. 相关内部控制不存在

B. 相关内部控制虽然存在，但注册会计师通过了解发现其并未有

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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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控制测试的工作量可能大于进行控制测试所减少的实质性测试

的工作量

D. 实质性测试的成本较低

11. 注册会计师在对某项认定的控制风险进行评价时，必须遵循的

步骤有（ ）。

A. 确认该项认定可能发生哪些潜在的错报或漏报

B. 确认哪些控制可以防止或者发现和更正这些错报或漏报

C. 执行控制测试，获取这些控制是否适当设计和有效执行的证据

D. 评价所获得的证据，评价该项认定的控制风险

12. 注 册 会 计 师 对 特 定 内 部 审 计 工 作 进 行 评 价 时，应 当 考 虑

（ ）。

A. 内部审计工作的范围是否可以满足审计人员的需要

B. 审计方案是否恰当

C. 审计工作底稿是否充分记录了所执行的工作

D. 所得出的有关结论是否适当

13. 注册会计师在对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出具的管理建议书中，应

当指明（ ）。

A. 会计报表审计的目的及管理建议书的性质

B. 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

C.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其影响程度

D. 管理建议书的使用范围及使用责任

14. 下列情况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将重要账户或交易类别相关认定

的控制风险，评估为高水平的有（ ）。

A. 控制政策和程序无效

B. 控制政策和程序与认定不相关

C. 搜集证据来评价控制政策和程序得不偿失

D. 注册会计师审计小规模企业会计报表

（四） 讨论题

1. 诚信礼品商店从事小礼品的门市零售及邮购服务，试分析其现

金收入应如何加强控制？说明其有效控制程序有哪些？

2. 从详细审计向内控导向审计的发展是审计工作的一大进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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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关系。

3. 管理建议书是注册会计师给被审计单位出具的一种书面建议，

试分析它应包含的内容以及对注册会计师的意义。

4.1949 年，美国会计师协会在其专门报告中指出：“内部控制包括

组织的计划和企业为了保护资产，检查会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

高经营效率，以及促使遵循既定的管理方针等所采用的所有方法和措

施。” 这种提法认为，内部控制不局限于与会计和财务部门直接有关的

控制方面，还包括预算控制、成本控制、定期报告、统计分析、培训计

划和内部审计等，以及技术与其他领域的经营活动。公司经理对这种提

法很满意，但是却受到了来自会计界的批评，他们认为该定义内容过于

宽泛，以至超出了审计人员评价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所应承担的职责，

于是，独立公共执业会计师出于法律责任方面的考虑，向审计程序委员

会施加压力，要求修改内部控制的定义。1953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所属的审计程序委员会颁布了 《审计程序说明》 第 19 号，对内部控

制定义做了正式修改，按其所属特点把内部控制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

制，并规定审计师只需评价会计控制，可以不考虑管理控制。

试对内部控制理论的这次变动进行分析和评价。

六、案例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 A 和 B 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派，对甲上市公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2003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甲公司尚未采用计算

机记账。A 和 B 注册会计师于 2003 年 11 月 l 日至 7 日对甲公司的内部

控制制度进行了解和测试，并在相关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了了解和测试

的事项，摘录如下：

（1） 甲公司产成品发出时，由销售部填制一式四联的出库单。仓库

发出产成品后，将第一联出库单留存登记产成品卡片，第二联交销售部

留存，第三、四联交会计部会计人员乙登记产成品总账和明细账。

（2） 会计人员戊负责开具销售发票。在开具销售发票之前，先核对

装运凭证和相应的经批准的销售单，并根据已授权批准的商品价目表填

写销售发票的价格，根据装运凭证上的数量填写销售发票的数量。

（3） 甲公司的材料采购需要经授权批准后方可进行。采购部根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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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请购单发出订购单。货物运达后，验收部根据订购单的要求验收

货物，并编制一式多联的未连续编号的验收单。仓库根据验收单验收货

物，在验收单上签字后，将货物移入仓库加以保管。验收单上有数量、

品名、单价等要素。验收单一联交采购部登记采购明细账和编制付款凭

单，付款凭单经批准后，月末交会计部；一联交会计部登记材料明细

账；一联由仓库保留并登记材料明细账。会计部根据只附验收单的付款

凭单登记有关账簿。

（4） 会计部审核付款凭单后，支付采购款项。甲公司授权会计部的

经理签署支票，经理将其授权给会计人员丁负责，但保留了支票印章。

丁根据已适当批准的凭单，在确定支票收款人名称与凭单内容一致后签

署支票，并在凭单上加盖记 “已支付” 的印章。对付款控制程序的穿行

测试表明，A 和 B 注册会计师未发现与公司规定有不一致之处。

（5） 计划部根据批准，签发预先编号的生产通知单。生产部根据生

产通知单填写一式四联的领料单。仓库发料后，其中一联留存，一联连

同材料交还领料部，其余两联经仓库登记材料明细账后送会计部进行材

料收发核算和成本核算。

（6） 甲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的投资权限为 1 亿元以下。董事会

决定由总经理负责实施。总经理决定由证券部负责总额在 1 亿元以下的

股票买卖。甲公司规定：公司划入营业部的款项由证券部申请，由会计

部审核，总经理批准后划转入公司在营业部开立的资金账户。经总经理

批准，证券部直接从营业部资金账户支取款项。证券买卖、资金存取的

会计记录由会计部处理。A 和 B 注册会计师了解和测试投资的内部控制

制度后发现：证券部在某营业部开户的有关协议及补充协议未经会计部

或其他部门审核。根据总经理的批准，会计部已将 8 000 万元汇入该

户。证券部处理证券买卖的会计记录，月底将证券买卖清单交给会计

部，会计部据以汇总登记。

（7） 甲公司控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兼任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是聘任的。在公司章程及相关决议中未具体载明股东大会、董事

会、经营班子的融资权限和批准程序。经了解，甲公司由财务部负责融

资，2003 年根据总经理的批示向中国工商银行借入了 1 亿元贷款。

（8） 甲公司设立了内部审计部，并直接对董事长负责。每年对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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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各业务部进行审计，并出具内部审计报告。A 和 B 注册会计师获取

了 2003 年度所有的内部审计报告，经抽查表明，内部审计报告指出了

内控存在的缺陷和改进建议。

（9） 甲公司设立现金出纳员和银行出纳员。银行出纳员负责到银行

取送支票等票据，并登记银行存款日记账。月底银行出纳员取得银行对

账单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要求：

（1） 根据上述摘录，假定未描述的其他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请指

出甲公司内部控制在设计与运行方面的缺陷，并提出改进建议。

（2） 根据对甲公司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测试，请分别指出上述内部控

制缺陷与哪些会计报表项目或科目的何种认定相关，

（3） 针对甲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A 和 B 注册会计师草拟了下

述管理建议书。请指出其中存在的不恰当之处，并予以改正 （请在给定

的管理建议书中修改：修改时请先将不当之处划线：然后再在划线下空

白处写出修改建议）。

管理建议书

甲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我们的责

任是根据我们的审计，对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提供的这份管

理建议书不在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项目之内，而是我们基于为贵公司

服务的目的，根据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问题而提出的。由于我

们从事的审计工作是建立在内部控制制度评价的基础上的，业已对贵

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评价，所以，管理建议书中

所包括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是我们对内部控制发表的鉴证意见，所

提的建议应由股东大会敦促管理当局予以采纳。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了解了贵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中有关会计制度、

会计工作机构和人员职责、财产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方面

的情况，并作了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贵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总体上

还是较薄弱的，有的方面还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现将我们发现的内

部控制方面的某些问题及改进建议提供给你们，希望引起你们的注意，

以便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由于我们执行了完整的审计程序，我们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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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贵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问题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本管理建议书是审

计报告的必要补充，阅读审计报告时应结合本管理建议书。

（一） 关于会计制度方面问题的评价及建议

（省略）

（二） 会计工作机构、人员职责及内部稽核制度

（省略）

（三） 财产管理制度

（省略）

⋯⋯

（六） 公司治理方面

（省略）

对于上述内部控制问题，我们已经与有关管理部门或人员交换过

意见，他们已确认上述问题的真实性。

本管理建议书只提供给贵公司。另外，我们是接受贵公司董事会

的委托进行审计工作，根据他们的要求，请将管理建议书内容转达给

各会计报表使用人。因使用管理建议书不当造成的后果由贵公司全体

股东负责。

ABC 会计师事务所（公章）

2004 年 2 月 28 日

【案例提示】

甲公司内控在设计和运行方面的缺陷及改进建议，及该内部控制缺

陷与何种认定相关。

（1） 产成品总账与明细账都由乙会计登记，使总账与明细账间的监

督职能失效。

建议：总账与明细账由不同的会计人员负责。

该缺陷与应收账款和主营业务收入等科目的 “存在与发生” 和 “估

价与分摊”认定相关。

（2） 未发现缺陷。

（3） 验收部开具的验收单未连续编号。

建议：连续编号。

该缺陷与 “存货” 的 “完整性” 认定相关材料明细账和与采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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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簿的登记不同步。

建议：应保持采购过程中会计工作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该缺陷与 “存货”、“应付账款”、“预付账款” 或 “银行存款” 等科

目的 “存在与发生” 和 “完整性” 认定相关。

（4）支票的填制与审核不应由一人负责。

建议会计部经理不应将支票签署权授予其他人执行，会计部根据付

款凭单由出纳开具的支票应由经理审核并签章。

该项缺陷与 “银行存款”“应付账款” 科目的 “存在与发生” 认定

相关。

（5） 仓库与会计部只根据生产不开具的领料单登记有关账簿，而无

适当的授权凭证。

建议：计划部的生产通知单应为一式多联，仓库和会计部应根据生

产通知单和领料单登记相关账簿。

该缺陷与 “存货”、成本费用类科目的 “估价与分摊” 认定相关。

（6） 资金的划转应由董事会批准，不应由总经理批准。证券部不可

以直接从证券公司营业部资金账户支取款项。证券部开立证券账户无相

应的审批制度。会计部只是根据证券部的买卖清单汇总记账，且证券部

自己处理证券买卖的会计记录，缺乏对证券部的监督约束。

建议：资金的划转由董事会统一审批；证券部不得直接从证券公司

营业部资金账户支取款项；建立与证券开户相关的审批制度；证券买卖

的会计处理统一由会计部负责，并定期取得应有的对账凭证。

该项缺陷与 “银行存款”、“短期投资”“长期投资” 等科目的 “存

在与发生”、“完整性” 认定相关。

（7） 相关法律规定：甲公司控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甲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甲公司未按法规对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公

司章程中明确载明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各自的权利义务。公司

的融资权应由董事会拥有。

建议：按相关法律的要求和程序，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

章程中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各自的权利义务。

（8） 内部审计部门应对董事会负责。

（9） 甲公司分别设立现金出纳员和银行出纳员，但银行出纳员只负

·711·



责到银行送取支票等票据，不负责现金的存取，同时又由其登记银行日

记账和编制对账单。这必将造成银行日记账与公司银行的实际支出和收

入不符，存在大量未达账项。

建议：将二者合二为一或由银行出纳员负责现金的存取。

该缺陷与 “银行存款” 的 “存在与发生” 和 “完整性” 认定相关。

（10） 对报销凭据的金额和授权审核应由出纳负责。

该缺陷与 “现金” 等科目的 “存在与发生” 认定相关。

对管理建议书的修改：

（1） 收件人不正确，应为甲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当局。

（2） 会计报表审计目的及管理建议书性质段中，“由于我们的⋯⋯

管理当局予以采纳” 应改为：由于我们主要从事的是对贵公司的年度会

计报表的审计，所实施的审计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面了解贵公司的

内部控制，所以管理建议书中包括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仅是我们注意

到的，不应被视为对内部控制发表的鉴证意见，所提建议不具有强制性

和公正性。

（3）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其影响和改进建议段中不应包括：由于我

们执行了完整的审计程序⋯⋯应结合本管理建议书。

（4） 使用范围及使用责任段中，“根据他们的要求⋯⋯全体股东负

责” 应改为：根据他们要求，请将管理建议书内容转达给董事会。因使

用管理建议书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

无关。

（5） 签章处应包括注册会计师 A 和 B 的签章。

七、阅读文献

1. 李风鸣：《内部控制学》，第 1、2、3、7、9 章，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2。

2. 朱荣恩：《审计学》，第 4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余玉苗：《审计学》，第 6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第 9 章，中文 1 版，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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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3. × 4. × 5.√ 6.√ 7.√ 8. × 9. × 10.√
11. × 12. ×

（二） 单项选择题

1. C 2. B 3. D 4. D 5. C 6. A 7. B 8. A 9. C 10. C 11. C

12. B 13. B 14. B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D 2. ABC 3. ABCD 4. ABCD 5. ABCD 6. ABCD 7. ABC

8. AB 9. ACD 10. ABC 11. ABCD 12. ABCD 13. ACD 14.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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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审计测试中的抽样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统计抽样的依据

理解审计抽样与一般意义的抽查的区别

理解统计抽样的含义与特点

理解统计抽样与非统计抽样的关系及各自的优缺点

理解审计抽样与专业判断的关系

掌握审计抽样的含义

掌握审计抽样的运用

掌握非统计抽样的含义及种类

重点掌握属性抽样、变量抽样以及双重目的抽样三者的区别和

联系

理解审计对象总体与抽样单位的关系

掌握审计人员在设计样本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掌握抽样风险的含义和种类

掌握非抽样风险的含义和种类

掌握可信赖程度、可容忍误差与预期总体误差

掌握如何进行分层

掌握随机选样、系统选样、随意选样等常用的样本选取方法

掌握对抽样结果进行评价的具体程序和内容

理解变量抽样风险的几种情况

掌握属性抽样审计相关概念

掌握固定样本量抽样方法的应用

掌握停—走抽样方法的应用

掌握发现抽样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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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单位平均估计抽样方法的应用

掌握比率估计抽样和差额估计抽样的应用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4 号———审计抽样》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审计抽样 统计抽样 非统计抽样 任意抽样 判断抽样 属性抽

样 变量抽样 双重目的抽样 专业判断 审计对象总体 抽样单位

非抽样风险 可信赖程度 可容忍误差 分层 随机选样 系统选样

样本误差 总体误差 重估抽样风险 固定样本量抽样 停—走抽样

发现抽样 纯随机抽样 等距抽样 分层抽样 金额单位抽样 重复抽

样 不重复抽样 单位平均估计抽样 比率估计抽样 差额估计抽样

（二） 关键问题

1. 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是如何影响审计工作的？

2. 为什么审计抽样逐渐被广泛应用？

3. 审 计 抽 样 方 法 适 用 于 哪 些 审 计 程 序？ 不 适 用 于 哪 些 审 计

程序？

4. 如何将审计抽样与专业判断很好地结合起来？

5. 如何理解可信赖程度与抽样风险？二者的关系如何？

6. 讨论随机选样、系统选样、随意选样的优缺点及各自的适用

范围。

7. 讨论属性抽样审计的程序。

8. 讨论变量抽样审计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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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审计抽样

的意义

现代审计中，审计抽样方法被广泛应用，因而它在审计理论与实践中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审计抽样理解为一般意义的

抽查，应该认识到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体系。审计抽样方法贯穿

于审计的控制测试与证实测试过程中

审计抽样

的种类

根据抽样技

术的不同

统计

抽样

在统计抽样理论的指导

下进行审计抽样

有 科 学 的 理

论 依 据， 可

以 量 化 控 制

风险

要 求 审 计 人

员 具 有 一 定

的理论基础

非统计

抽样

根据审计人员自己的经

验判断或其他依据进行

审计抽样

成本低 主 观 随 意 性

强， 要 求 审

计 人 员 有 丰

富的经验

根 据 作 为

对 象 的 总

体 特 征 的

不同

属性

抽样

根据样本的差错率推断

总体的差错率

根 据 控 制 测

试 的 目 的 和

特 点 所 采 用

的审计抽样

变量

抽样

根据样本的差错额推断

总体的差错额

根 据 实 质 性

测 试 的 目 的

和 特 点 所 采

用 的 审 计 抽

样

双重目的抽样 同 时 进 行 控

制 测 试 和 实

质 性 测 试 所

采 取 的 审 计

抽样

在运用统计抽样的全过程中，审计人员均需使用专业判断

把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结合起来使用，可以收到更好的

审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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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审计抽

样过程

的规划

样本的

设计

选样

方法

审计人员在设计样本时应考虑的基本因素：审计目标、审计

对象总体、抽样单位、抽样风险、非抽样风险、可信赖程度、

可容忍误差、预期总体误差、分层

样本量越大，抽样风险越低

进 行 控 制

测 试 时 应

关注

信赖不足风险———导致执行额外审计程序，降低

审计效率

信赖过度风险———导致错误结论，降低审计效果

进 行 实 质

性 测 试 时

应关注

误受风险———形成不正确的审计结论，降低审计

效果

误拒风险———执行额外审计程序，降低审计效率

可信赖程度与样本容量成正比，所要求的可信赖程度越高，

所需的样本容量就越大

可容忍误差与样本量成反比关系。可容忍误差越小，需选取

的样本量就越大

随机选样

系统选样

随意选样

抽样结果

的评价

控制测试

中抽样技

术的应用

证实测试

中抽样技

术的应用

具体程序

和内容

属性

抽样

变量

抽样

分析样本误差

推断总体误差

重估抽

样风险
进行实质性测试时，如果推断的总体误差超过了可

容忍误差，经重估后的抽样风险不能被接受，则应

增加样本量或执行替代审计程序。如果推断的总体

误差接近可容忍误差，应考虑是否增加样本量或执

行替代审计程序

在进行控制测试时，审计人员如果认为抽样结果无

法达到其对所测试的内部控制制度的预期信赖程度，

应考虑增加样本量或修改证实测试程序

形成审计结论

固定样本量抽样

停—走抽样

发现抽样

单位平均估计抽样

比率估计抽样

差额估计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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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审计抽样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抽查。 （ ）

2. 审计抽样的基本目标是在有限审计资源条件限制下，搜集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形成和支持审计结论。 （ ）

3. 总的来说，统计抽样要优于非统计抽样。 （ ）

4. 可接受的抽样风险水平越低，需要的样本量就越少。 （ ）

5. 注册会计师如果推断的总体误差超过可容忍误差，表明重估后

的抽样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 ）

6. 在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中，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抽样风险和

非抽样风险。 （ ）

7. 审计抽样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审计程序时，从总体中选取一

定数量的样本进行测试，并对所选项目发表审计意见的方法。 （ ）

8. 注册会计师认为抽样结果有 95% 的可信赖程度，即可说明确定

的可容忍误差为 5%。 （ ）

9. 注册会计师可对总体进行分层，但对不同层次应使用相同的审

计程序。 （ ）

10. 在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中，注册会计师评价样本结果运用的

都是专业判断。 （ ）

11. 抽样风险中，信赖过度风险和误受风险对注册会计师来说是最

危险的，因为它们会影响审计的效率。 （ ）

12. 若注册会计师在审查样本时发现有欺诈或逃避内部控制的情况

发生，不论其误差率是高还是低，均应采用其他审计程序。 （ ）

13. 抽样风险是由抽取的样本带来的。 （ ）

14. 可信赖程度指审计结论的可靠性程度。 （ ）

15. 在评价抽样结果时，如果推断的总体误差超过可容忍误差，注

册会计师增加实质性测试程序。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注册会计师运用分层抽样方法的主要目的是（ ）。

A. 减少样本的非抽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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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决定审计对象总体特征的发生率

C. 无偏见地选取样本项目

D. 重点审计可能有较大错误的项目，并减少样本量

2. 属性抽样的抽样结果种类有（ ）。

A. 视样本数量而定 B. 一种

C. 两种 D. 视审计对象总体而定

3. 在符合性测试中，信赖过度风险与样本数量之间是（ ）。

A. 反向变动关系 B. 同向变动关系

C. 同比例变动关系 D. 反比例变动关系

4. 下列各项风险中，对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都产生影响的是

（ ）。

A. 信赖过度风险 B. 信赖不足风险

C. 误受风险 D. 非抽样风险

5. 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审计对象总体时，应验证其（ ）。

A. 真实性和完整性 B. 相关性和可靠性

C. 相关性和完整性 D. 充分性和适当性

6. 注册会计师采用系统选样法从 8 000 张凭证中选取 200 张作为样

本，确定编号为第 35 号的凭证为随机起点，则抽取的第 4 张凭证的编

号应为（ ）。

A.235 B.200 C.155 D.195

7. 抽样单位是构成审计对象的个别项目，注册会计师确定抽样单

位的依据是（ ）。

A. 审计目的及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

B. 审计目的与审计策略

C. 审计目的及审计对象

D. 审计目的及审计范围

8. 在关于销售业务的审计中，不适宜抽样的是（ ）。

A. 确认赊销是否均经过批准

B. 确认销货发票是否均附有发运单副本

C. 审查大额或异常的销售业务

D. 确认销货发票副本上是否表明账户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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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收账款总金额为 400 万元，重要性水平为 6 万元，根据抽样结

果推断的差错额为 4.5 万元，而账户的实际差错额为 8 万元，这时，注

册会计师承受了（ ）。

A. 信赖不足风险 B. 信赖过度风险

C. 误受风险 D. 误拒风险

10. 主要用于查找重大非法事项，有极高的可信赖程度的抽样是（ ）。

A. 固定样本量抽样 B. 变动样本量抽样

C. 停—走抽样 D. 发现抽样

11. 将造成抽样风险的是（ ）。

A. 错误解释样本结果

B. 运用了不切合审计目标的程序

C. 未能找出样本文件中的错报

D. 信赖过度

12. 在进行符合性测试时，注册会计师如果认为抽样结果无法达到

其对所测试的内部控制制度的预期信赖程度，应考虑（ ）。

A. 执行追加程序

B. 增加样本量或修改实质性测试程序

C. 执行额外程序

D. 执行替代程序

13. 有关抽样风险与非抽样风险的下列表述中，注册会计师不能认

同的是（ ）。

A. 信赖不足风险与误拒风险会降低审计效率

B. 信赖过度风险与误受风险会影响审计效果

C. 非抽样风险对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都有影响

D. 审计抽样只与审计风险中的检查风险相关

14. 有关审计抽样的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 注册会计师采用统计抽样或非统计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只要运

用得当，均可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B. 审计抽样适用于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中的所有的审计程序

C. 统计抽样方法和非统计抽样方法的选用，影响运用于样本的审

计程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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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信赖过度风险和误受风险影响审计效率

（三） 多项选择题

1. 审计抽样主要应用在（ ）。

A. 逆查或顺查 B. 函证

C. 询问、观察、分析性程序 D. 阅读会议记录和合同

2. 按抽样决策依据的不同，可以将审计抽样分为（ ）。

A. 属性抽样 B. 变量抽样

C. 统计抽样 D. 非统计抽样

3. 按审计抽样所了解的总体特征不同可以将审计抽样分为（ ）。

A. 非统计抽样 B. 统计抽样

C. 变量抽样 D. 属性抽样

4. 统计抽样的特点为（ ）。

A. 按照随机原则抽取样本

B. 能够科学地确定样本规模

C. 能够量化并控制抽样风险

D. 能够准确确定总体特征

5. 有关审计抽样的表述中，注册会计师能认同的有（ ）。

A. 统计抽样并不适合于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中的所有程序

B. 统计抽样也离不开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

C. 审计抽样不同于详细审计和抽查

D.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的选用，并不影响运用于样本的审计程

序的选择

6. 注册会计师在运用抽样技术进行审计时，会降低审计效率的风

险是（ ）。

A. 信赖过度风险 B. 信赖不足风险

C. 误拒风险 D. 误受风险

7. 下列关系中，正确的是（ ）。

A. 抽样风险 + 非抽样风险 = 审计风险

B. 误受风险 + 误拒风险 = 属性抽样风险

C. 信赖不足风险 + 信赖过度风险 = 变量抽样风险

D. 分配法下，会计报表层的重要性水平 = 各账户或交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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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之和

8. 与所选的样本数量同向变动的是（ ）。

A. 可信赖程度 B. 可容忍误差

C. 预期总体误差 D. 审计责任

9. 不属于属性抽样的方法有（ ）。

A. 固定样本量抽样 B. 均值估计抽样

C. 差额估计抽样 D. 比率估计抽样

10. 注册会计师确定审计对象总体的预期误差时，应考虑的因素包

括（ ）。

A. 前期审计所发现的误差

B. 被审计单位经营业务和经营环境的变化

C. 内部控制的评价结果

D. 分析性程序的结果

六、案例

1. 审计人员在对某公司 2002 年 3 月的工资单进行审查时，决定从

900 名职工中抽取 30 名职工的工资单进行审查，并使用系统抽样方法

进行选样。计算抽样间隔是多少？

2. 某委托人应收账款的编号为 0001 至 5000，审计人员拟利用随机

数表选择其中的 175 份进行函证 （随机数表请参见教材）。要求：

（1） 以第 2 行、第 1 列数字为起始点，自左往右，以各数的后四位

数为准，审计人员选择的最初 5 个样本的号码分别是多少？

（2） 以第 4 行、第 2 列数字为起始点，自上往下，以各数的前四位

数为准，审计人员选择的最初 5 个样本的号码分别是多少？

3. 假设被审计单位的应付账款账面总值为 5 000 000 元，共计4 000

个账户，注册会计师为对应付账款总额进行估计，选出 200 个账户，账

面价值为 240 000 元。审定后认定的价值为 245 600 元。使用比率估计抽

样，应付账款总体金额应为多少？

【案例提示】

1.

抽样间隔为 30 （9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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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68、0995、4130、2527、2167；

3093、2905、1977、4342、0961。

3.

根据比率估计抽样的计算公式：

估计应付账款总体价值 = 总体账面价值 × （样本实际价值 ÷ 样本账面价值）

= 5 000 000 × （245 600 ÷ 240 000）

= 5 116 665 （元）

或者，运用差额估计抽样的计算公式：

总体差额 = （245 600 - 240 000） ÷ 200 × 4 000 = 112 000 （元）

估计应付账款总体价值 = 112 000 + 5 000 000 = 5 112 000 （元）

七、阅读文献

1.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第 14 章，中文 1 版，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2. 朱荣恩：《审计学》，第 5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余玉苗：《审计学》，第 7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3. × 4. × 5. × 6.√ 7. × 8. × 9. × 10. ×

11. × 12.√ 13. × 14. × 15. ×

（二） 单项选择题

1. D 2. C 3. A 4. D 5. C 6. C 7. A 8. C 9. C 10. D 11. D

12. B 13. D 14. A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 2. CD 3. CD 4. ABC 5. ABCD 6. BC 7. ABCD 8. AC

9. BCD 10.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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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审计报告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审计报告的分类

掌握审计报告的基本要素

掌握审计报告的基本类型

理解发表不同审计意见的条件要求

掌握不同意见审计报告的编制

了解审计报告的编制要求和程序

掌握特殊目的业务审计报告的编制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7 号———审计报告 （修订）》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6 号———特殊目的业务审计报告》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审计报告 无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带

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 特殊编制基础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 会计报表

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 法规、合约遵循情况的审计报告 简要会计报表

的审计报告

（二） 关键问题

1. 在什么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发表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 在什么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发表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 在什么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发表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4. 在什么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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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什么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

6. 出具特殊编制基础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7. 出具会计报表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8. 出具法规、合约遵循情况的审计报告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9. 出具简要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审计报告是审计工作的最终成果，具有法定证明效力，主要具

有鉴证、保护、证明三方面的作用。

2. 审计报告可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1） 按照审计报告的性质可

分为标准审计报告和非标准审计报告。（2） 按照审计报告使用的目的可

分为公布目的的审计报告和非公布目的的审计报告。（3） 按照审计报告

的详略程度可分为简式审计报告和详式审计报告。

3. 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内容：（1） 标题；（2） 收件人；（3）

引言段；（4） 范围段；（5） 意见段；（6） 注册会计师签章；（7） 会计师

事务所的名称、地址及盖章；（8） 报告日期。

4.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审计结论，出具下列审计意见之一的审计

报告：（1） 无保留意见；（2） 保留意见；（3） 否定意见；（4） 无法表示

意见。

5. 当注册会计师出具上述各种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时，如果认为

必要，可以在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对重要事项予以强调。在强

调事项段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对下列事项做出说明： （1） 持续经营；

（2） 不确定事项。除这两种情况外，注册会计师不应在意见段之后增加

强调事项段。注册会计师还应在强调事项段中指明，该段内容仅用于提

醒会计报表使用人关注，并不影响已发表的意见。

6. 注册会计师在遇到可能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

个别事项时，应在审计意见中加以保留。保留事项可归纳为以下两类：

（1） 会计政策的选用、会计估计的做出或会计报表的披露不符合会计准

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2）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7. 保留事项对会计报表的影响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时，注册会计师

可以发表保留意见。但是如果其影响程度超出一定范围，就不能发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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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见。如果是会计政策的选用、会计估计的做出或会计报表的披露不

符合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以致会计报表无法被接受，被审计单

位的会计报表已失去其价值，注册会计师就应发表否定意见。如果是审

计范围受到严重限制，注册会计师无法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发表意

见，那就只能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8. 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还可受托办理一些特殊目的的审计业务，

包括：（1） 对按照特殊编制基础编制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2） 对会计

报表的组成部分进行审计；（3） 对法规、合同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规定所

遵循情况的审计；（4） 对简要会计报表的审计。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审计报告是标准格式、简式的审计报告。

（ ）

2. 只有在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后，注册会计师才

能对依据已审会计报表所编制的简要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 ）

3. 当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时，应在范围段和意见段之间增加强调事项段。 （ ）

4. 在编制特殊编制基础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时，注册会计师应在

引言段中指明所审计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并在意见段中说明所审会计

报表在所有方面是否按照该编制基础进行了公允表达。 （ ）

5. 在简要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应在意见段之后增

加强调事项段，指明简要会计报表应与已审会计报表一并阅读。（ ）

6. 注册会计师在接受委托，对法规、合约的遵守情况进行审计时，

应当考虑其专业胜任能力。 （ ）

7. 在法规、合约遵守情况的审计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在意见段中

采用的是消极保证方式。 （ ）

8. 注册会计师在对会计报表组成部分出具审计报告时，并不需要

考虑会计报表整体的审计意见。 （ ）

9. 审计报告意见段之后增加的强调事项段，仅用于提醒会计报表

使用者关注，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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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当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用、会计估计的做出或会计报表

的披露不符合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时，注册会计师可以出具保留

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审计报告日是指（ ）。

A. 审计报告完成日 B. 审计报告公布日

C. 会计报表公布日 D. 审计工作完成日

2. 在执行特殊目的审计业务时，如果委托人要求按特定形式出具

审计报 告，注 册 会 计 师 应 当 拒 绝 接 受 委 托 或 解 除 业 务 约 定，除 非

（ ）。

A. 委托人的要求没有违反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

B. 委托人的要求没有违反业务约定

C. 委托人同意在审计报告中限定审计报告的用途

D. 已经获得委托人出具的专项声明

3. 会计报表如按照特殊编制基础编制，被审计单位同意在会计报

表附注中指明该特殊编制基础，如不考虑其他情况，注册会计师可以

（ ）。

A. 发表无保留意见 B. 发表保留意见

C. 发表否定意见 D. 无法表示意见

4. 下列情况中，注册会计师应出具保留意见的是（ ）。

A. 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问题，被审计单位同意按照注册会计师的意

见进行调整

B. 对个别重要的会计事项没有取得必要的审计证据

C. 被审计单位在被审计年度改变了存货的计价方法，已在会计报

表附注中作了披露

D. 经过审计发现会计报表虚盈实亏，被审计单位不同意调整

5. 当审计报告中出现 “由于⋯⋯的重大影响” 的字样时，表明审

计报告是（ ）。

A. 无保留意见 B. 保留意见

C. 否定意见 D. 无法表示意见

6. 下列审计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应提请报表使用者将所审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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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一并阅读以免产生误解的是（ ）。

A. 简要会计报表审计报告

B. 特殊编制基础会计报表审计报告

C. 会计报表组成部分审计报告

D. 法规合同遵循情况审计报告

7. 如对影响会计报表的重大事项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但已取得管理当局声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

情况下，注册会计师（ ）。

A. 仍可发表无保留意见，但应增加重要事项说明

B. 应当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C. 应当发表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D. 应当发表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8.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若客户拒绝进行必要的调整，注册会计师可根据情况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

B. 若客户拒绝进行必要的披露，注册会计师可根据情况出具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C. 若客户拒绝进行必要的调整，注册会计师可根据情况出具保留

意见或否定意见

D. 若客户同意进行必要的披露，注册会计师可根据情况出具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9. 无法表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区别在于被审计单位（ ）。

A. 拒绝进行调整的金额的大小

B. 误用会计政策的严重程度

C. 会计估计的不合理程度

D. 注册会计师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严重程度

10. 下列审计报告中，审计意见提供消极的评价的是（ ）。

A. 特殊编制基础会计报表审计 B. 会计报表组成部分审计

C. 简要报表审计 D. 法规、合同遵循情况审计

11. 有 关 法 规、合 同 遵 循 情 况 审 计 的 下 列 表 述 中，不 正 确 的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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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只有当注册会计师有能力对法规、合同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规定

的整体遵循情况进行审计时，方可接受委托

B. 只要有法规、合同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规定的个别事项超越注册

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就不应接受委托

C. 应在审计报告的范围段中指明已经对法规、合同所涉及财务会

计规定的遵循情况进行了审计

D. 应在审计报告的意见段中指明是否发现法规、合同所涉及的财

务会计规定未得到遵循的情况

12. 注册会计师在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时，应在意见段前增加说明段，明确说明理由，并在可能情况下，

指出其（ ）。

A. 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B. 对会计报表反映的影响程序

C. 对会计报表审计的影响

D. 对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序

（三） 多项选择题

1. 简式审计报告的意见段应说明的内容包括（ ）。

A. 会计报表的合法性 B. 会计报表的公允性

C. 会计政策的一贯性 D. 会计报表的真实性

2. 关于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只在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出现

B. 强调事项段的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C. 强调事项段的内容仅用于引起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关注

D. 强调事项段一般在意见段之后，有时也可以在意见段之前

3. 下 列 各 事 项 中，应 当 在 审 计 报 告 的 强 调 事 项 段 中 指 出 的 是

（ ）。

A. 被审计单位的重大不确定事项

B. 不影响审计意见、但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事项

C. 涉及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D. 被审计单位对外披露信息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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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册会计师签发的审计报告的主要作用是（ ）。

A. 评价作用 B. 鉴证作用

C. 保护作用 D. 证明作用

5. 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对会计报表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时应（ ）。

A. 指明会计报表组成部分所依据的编制基础

B. 说明所审计会计报表组成部分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按该编制基

础进行了公允表达

C. 若已对会计报表整体发表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只要会计

报表组成部分不构成会计报表整体的主要部分，注册会计师就

应对该组成部分出具审计报告

D. 提请被审计单位不应在会计报表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后附送整

体会计报表

6. 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对简要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时应（ ）。

A. 指明已按独立审计准则审计了简要会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报表

B. 指明简要会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报表的审计意见类型及审计报

告日期

C. 指明简要会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相一致

D. 指明简要会计报表应与其所依据的已审会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

一并阅读

7. 注册会计师在编制审计报告时，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

A. 内容要全面完整 B. 责任界限要分明

C. 审计证据要充分适当 D. 审计报告的使用要恰当

8. 审计报告的引言段中应当说明下列内容（ ）。

A. 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名称、日期或涵盖的期间

B. 注册会计师按照独立审计准则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合理确

信会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C. 会计报表的编制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会计报表发表意见

D. 审计工作为注册会计师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9. 下列情况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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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审计范围受到被审计单位限制，注册会计师无法就可能存在

的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误与舞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

B. 因审计范围受到被审计单位限制，注册会计师无法就对会计报

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违反法规行为，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

C. 注册会计无法确定已发现的错误与舞弊对会计报表的影响程序

D.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拒绝就对会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提供必要的书面声明，或拒绝就重要的口头声明予以书面确认

（四） 综合题

星海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王 × × 于 2004 年 1 月 12 日接受 A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托，对该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注册

会计师于 2004 年 3 月 18 日完成了审计工作，按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要

求，应于 2004 年 4 月 9 日提交审计报告。公司审计前会计报表反映的

资产总额为 5 000 万元，该年度的利润总额为 100 万元。现假定存在以

下几种情况：

（1） A 公司在被审计年度将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由原来的先进先出

法改为后进先出法，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了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认

为这种变更是合理的。

（2） 在某诉讼案中，A 公司被起诉侵权，原告要求赔偿 75 万元。

至被审计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日胜负仍难以预料。诉讼案和可能的影响均

已列示在会计报表附注中。

（3） 注册会计师得知公司 2003 年涉及的诉讼案于 2004 年 3 月 20 日

判决，A 公司败诉，应向原告赔偿 45 万元，公司对判决结果没有提出

异议，并在会计报表附注 5 中进行了披露。注册会计师在 3 月 26 日完

成了对该事项的实地审计工作，提请公司调整 2003 年度会计报表，被

公司拒绝。

（4） 公司 2003 年 7 月进行短期投资，成本为 112 万元，2003 年 12

月 31 日市价为 80 万元。公司仅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揭示了该市价。

（5） 公司在 2003 年 11 月份购入一台设备，当月投入使用，2003 年

未提折旧。该设备原始价值 50 万元，月折旧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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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应收账款项目进行函证时，其中对余额为 16 万元的客户 B

公司的函证未收到回函，注册会计师运用其他程序进行了验证。

（7） 公司利润总额中的 70% 是由其境外子公司提供的，注册会计

师无法赴国外对子公司的会计报表进行审查，也无法通过其他审计程序

加以验证。

要求：

（1） 如以资产总额和利润额为判断基础，采用固定比率法，请计算

确定 A 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层的重要性水平。假定资产总额和利润

额的固定百分比分别为 0.5%和 10%。

（2）假定公司不接受注册会计师提出的调整意见，分别针对上述七

种情况，说明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何种意见的审计报告，并简要说明

理由。

（3） 假定只存在上述 3、4 两种情况，且公司不接受注册会计师提

出的调整意见，说明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何种意见的审计报告，简要说

明理由，并代注册会计师续写下面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A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贵公司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

该年度的利润表、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些会计报表的编制是

ABC 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

这些会计报表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

以合理确信会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审计工作包括在抽查的基

础上检查支持会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证据，评价管理当局在编制会计

报表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作出的重大会计估计，以及评价会计报表的

整体反映。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六、案例

北京的华新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了甲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年度会计

报表的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李扬和刘涛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下面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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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 甲公司在 2003 年因生产造成环境污染被起诉，原告要求赔偿

损失 350 万元 （公司当年账面利润总额 1 000 万元），至 2004 年 3 月 15

日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结束时，这一案件仍未判决。

（2） 因其主导产品污染严重，地方政府新出台的环保政策对公司的

生产和经营将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所以公司难以获得供应商的正常商

业信用。

注册会计师经过审计确认，甲公司编制会计报表所依据的持续经营

假设是合理的，但因存在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

况，所以提请公司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适当披露。公司按照注册会计

师的意见对涉及诉讼案的情况、持续经营能力的问题分别在会计报表附

注 4 和 5 中作了充分适当的披露。

针对上述情况，请你代注册会计师撰写审计报告。

【案例提示】

审计报告
甲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以及 2003 年度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些会

计报表的编制是甲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

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会计报表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

合理确信会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审计工作包括在抽查的基础

上检查支持会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证据，评价管理当局在编制会计报

表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作出的重大会计估计，以及评价会计报表的整

体反映。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 《× ×

会计制度》 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甲公司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03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此外，我们提醒会计报表使用人关注，如会计报表附注 4 所述，

甲公司在 2003 年因生产造成环境污染被起诉，原告要求赔偿损失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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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这一案件至今尚未判决，这一案件的判决可能会对会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如会计报表附注 5 所述，因其主导产品污染严重，地方

政府新出台的环保政策对甲公司的生产和经营将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

甲公司难以获得供应商的正常商业信用，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着

重大的不确定性。本段的内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华新会计师事务所 （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扬 （签名并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涛 （签名并盖章）

中国北京市 2004 年 3 月 15 日

七、阅读文献

1.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第 2 章，中文 1 版，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2. 朱荣恩：《审计学》，第 13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余玉苗：《审计学》，第 14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3. × 4. × 5.√ 6.√ 7.√ 8. × 9.√ 10.√
（二） 单项选择题

1. D 2. A 3. A 4. B 5. C 6. A 7. C 8. C 9. D 10. D

11. B 12. B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 2. BC 3. AB 4. BCD 5. ABCD 6. ABCD 7. ABC 8. AC

9. ABCD

（四） 综合题

（1）5 000 × 0.5% = 25 （万元），100 × 10% = 10 （万元）。

所以，A 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层的重要性水平为 10 万元。

（2）第一种情况，应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的做法符合

一惯性原则的要求。

第二种情况，应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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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符合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要求。但这一情况属于重大的不确定事

项，注册会计师应在审计报告的意见段后加强调事项段说明这一情况，

以提醒会计报表使用者注意。

第三种情况，应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不调整 2003 年度

会计报表，违反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使会计报表不能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从应该调整的金额 （45

万元） 看，还不至于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否定意见。

第四种情况，应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应该计提当年的短

期投资跌价准备 32 万元，公司的做法使会计报表不能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从应该调整的金额看，还不至于

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否定意见。

第五种情况，应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当年应提设备折

旧 1 万元 （50 × 2% = 1），远远低于重要性水平，这一错报事项不影响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第六种情况，应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当应收账款的函证没

有结果时，可以采用替代审计程序证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第七种情况，应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因为公司利润总额

70%的部分无法验证其公允性，所以无法判断公司会计报表整体的公

允性。

（3） 如果只存在第三、第四两种情况，注册会计师应出具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因为第三、第四两种情况合计影响利润 77 （45 + 32） 万

元，公司账面利润总额 100 万元，按照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公司的实际

利润总额为 23 万元，这会严重误导会计报表使用者。

续写审计报告：

公司 2003 年涉及的诉讼案于 2004 年 3 月 20 日判决，公司应向原

告赔偿 45 万元，公司仅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披露；另外，公司

2003 年 7 月进行短期投资，成本为 112 万元，2003 年 12 月 31 日市价

为 80 万，公司仅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揭示了该市价。我们提请公司据此

调整 2003 年度会计报表，被公司拒绝。如果按照我们的意见进行调

整，公司的实际账面利润总额为 23 万元。

我们认为，由于受到前段所述事项的重大影响，上述会计报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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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 《× × 会计制度》 的规定，未能公允

反映 A 公司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03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星海会计师事务所 （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 （签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 （签章）

中国 × × 市 2004 年 3 月 26 日

（注：2004 年 3 月 26 日也可改为 “除 × 项附注外为 2004 年 3 月 18

日，某项附注为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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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识别和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的会计凭证、账户、主要经济业务

活动

说明销货与收款循环中内部控制要点及符合性测试

设计与执行销货与收款循环交易实质性测试

掌握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等账户的审计目标以

及实质性测试的基本程序

理解与每种实质性测试相关的会计报表认定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7 号———函证》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

《企业会计制度》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等科目的相关内容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销售与收款循环 内部控制 控制测试 交易测试 余额测试 肯

定式函证 否定式函证

（二） 关键问题

1. 如何设计销售交易内部控制调查表中的调查问题？

2. 怎样理解销售与收款循环中主要业务活动、对应的凭证及账户、

相关的认定、重要控制点的关系？

3. 比 较 说 明 对 销 货 业 务 的 真 实 性 和 完 整 性 的 测 试 程 序 有 何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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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实施销售业务的截止测试？

5. 执行应收账款的函证程序时应如何确定函证的范围、对象、方

式和时间？

6. 在审查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正确时应注意哪几方面？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销售与收款循环是企业日常发生的重要的经济业务，它既影响

资产负债表项目，又影响利润表项目，因此，是会计报表审计中十分重

要的内容。

2. 在销售与收款循环中，主要控制活动包括销售部门处理订单、

信用部门批准赊销、供货与发运、开具账单和记录销售等。在这些控制

活动中，销售单、发运单、销售发票等原始凭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

些原始凭证及相关的授权审批手续为审计测试提供了重要的交易轨迹。

3. 销售和收款循环的交易测试中，不同的具体审计目标下，所采

用的测试程序是不同的。一般说来，真实性测试是从账簿追查至凭证，

而完整性目标是从凭证查至账簿，二者的测试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估价

正确性测试主要包括销售发票与应收账款和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的核

对、销售发票上单价与价目表的核对、发票上产品的品种规格等于发运

凭证的核对、销售发票的复算；业务分类正确性的测试主要通过审核原

始凭证以确定具体交易的内容和类型；记录及时性测试主要是比较发运

单的日期、销售发票的日期、主营业务收入和应收账款明细账的日期是

否属于同一会计期间；过账和汇总目标主要采用加总主营业务收入明细

账数，并将加总数和一些具体内容分别追查至主营业务收入总账和应收

账款明细账等。

4. 在主营业务收入的余额测试中，主要的程序包括检查收入的确

认是否符合实现原则、执行分析性程序、实施销售的截止测试、检查报

表披露的恰当性等。

5. 在应收账款的余额测试中，函证程序是必要的审计程序，要注

意函证方式的选取、函证范围和对象的确定、函证过程的控制、函证结

果的分析和评价等内容；对未函证的应收账款，应抽查原始凭证；分析

应收账款明细账的余额，必要时建议作重分类调整；检查应收账款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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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表上的披露是否恰当；等等。

6. 在坏账准备的余额测试程序中，特别注意坏账准备计提的审计

内容和披露内容 （联系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掌握）。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对主营业务收入项目实施截止测试，其目的主要在于确定被审

计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会计记录归属期是否正确；应计入本期或下期的

主营业务收入有否被推迟到下期或提前至本期。 （ ）

2. 如果应收账款函证结果表明无审计差异，则审计人员可以合理

地推论，全部应收账款总体是合理的。 （ ）

3. 在通常情况下，审计人员应在核实应收票据明细表实有数与总

账余额相符的基础上，函证应收票据余额，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审计。

（ ）

4. 截止测试是符合性测试中常用的一种审计技术，被广泛运用于

货币资金、往来款项、存货、长短期投资、主营业务收入和期间费用等

诸多会计报表项目的审计中。 （ ）

5. 如何以恰当的实质性测试来发现不真实的销货，取决于审计人

员认为可能在何处发生错误。对 “完整性” 这一目标而言，审计人员通

常只在认为内部控制有弱点时，才实施实质性测试。因此，测试的性质

取决于潜在的控制弱点的性质。 （ ）

6. 如果被审计单位的相关内部控制不存在，或被审计单位的相关

内部控制尽管存在但未得到遵循，或内部控制测试的工作量可能大于进

行内部控制测试所减少的实质性测试的工作量，则审计人员不应再继续

实施符合性测试，而应直接实施实质性测试。 （ ）

7. 审计人员判定客户所提坏账准备是否恰当的关键是要分析、判

断有多少应收账款是属于无法收回的。 （ ）

8. 审计人员对企业应收账款账龄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取得应收账

款可收回性等方面的证据。 （ ）

9. 对于余额不大的应收账款项目，审计人员均应该采用肯定式

函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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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于审计人员不可能对所有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因此，对未函

证的应收账款，审计人员应抽查有关原始凭证，如销售合同、销售订

单、销售发票副本及发运凭证等，以验证这些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 ）

11. 在销售业务审计中，测试真实性目标时，起点应是发货凭证；

测试完整性目标时，起点应是相关明细账。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销售与收款循环业务的起点是（ ）。

A. 顾客提出订货要求

B. 向顾客提供商品或劳务

C. 商品或劳务转化为应收账款

D. 收入货币资金

2. 对于未函证的应收账款，审计人员应当执行的最有效的审计程

序是（ ）。

A. 重新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B. 抽查有关原始凭证

C. 进行分析性复核

D. 审查资产负债表日后的收款情况

3. 审计人员对应收账款进行实质性测试的目的，不应包括（ ）。

A. 确定应收账款内部控制的存在性

B. 确定应收账款记录的完整性

C. 确定应收账款的回收期

D. 确定应收账款在会计报表上披露的恰当性

4. 不属于坏账准备审计目标的是（ ）。

A. 确定计提坏账准备比率是否恰当，坏账准备是否充分

B. 确定坏账准备增减变动的记录是否完整

C. 确定坏账准备的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

D. 确定坏账准备在会计报表上的披露是否恰当

5. 为了证实已发生的销售业务是否均已登记入账，有效的做法是

（ ）。

A. 只审查有关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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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只审查销售日记账

C. 由日记账追查有关原始凭证

D. 由有关原始凭证追查销售日记账

6. 审计人员为了证实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销售的行为，

在实施的分析性复核程序中效果通常最差的是（ ）。

A. 比较本年与前年度折扣折让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B. 将大额欠款户的欠款额合计与以前年度比较

C. 比较本年与前年度的毛利率

D. 按月比较销售额

7. 为了确保销售收入截止的正确性，审计人员最希望被审计单位

（ ）。

A. 年初及年末停止销售业务 B. 经常与客户对账

C. 建立严格的赊销审批制度 D. 发运单连续编号并顺序签发

8. 为了审查应收票据的贴现，无效的审计程序是（ ）。

A. 审查被审计单位的相关会议记录

B. 向被审计单位的开户银行函证

C. 向被审计单位的债务单位函证

D. 询问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

9. 审查应收账款的最重要的实质性测试程序是（ ）。

A. 函证 B. 询问 C. 观察 D. 计算

10. 某审计人员审计 X 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时，将其交易和账

户划分为销售与收款循环、购货与付款循环、生产与服务循环、筹资与

投资循环。在一般情况下，该审计人员应将预收账款及营业费用项目划

入（ ）。

A. 销售与收款循环 B. 购货与付款循环

C. 生产与服务循环 D. 筹资与投资循环

（三） 多项选择题

1. 假如在销售总账和明细账中登记了并未发生的销售业务，或者

已经实现的销售却不记入销售总账和明细账，其违反了被审计单位管理

当局的（ ）认定。

A. 存在或发生 B.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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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权利与义务 D. 表达与披露

2. 下列情况下，审计人员应采用肯定式函证的是（ ）。

A. 上年度的肯定式函证回复率特别低

B. 预计差错率较大

C. 个别账户的欠款金额较大

D. 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有效

3. 如果大额逾期的应收账款经第二次函证仍未收到回函，审计人

员不应当执行的审计程序是（ ）。

A. 增加对应收账款的符合性测试

B. 提请被审计单位增列坏账准备

C. 审查应收账款明细账

D. 审查客户订货单、销售发票及产品出库单

4. 在审计应收票据是否已在资产负债表内做出恰当披露时，审计

人员应查实（ ）。

A.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的数额与审定数额相符

B.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的数额是否剔除了已贴现票据

C. 已贴现的商业汇票已在资产负债表补充资料中说明

D. 长期应收票据未列示于流动资产项内

5. 审计人员应选择应收账款的重要项目进行函证，并根据函证结

果分别作出的处理包括（ ）。

A. 回函金额不符的，应查明原因

B. 未回函的，可进行复函

C. 未回函的，采用替代方法进行检查

D. 回函余额相符的，应抽查有关原始凭证

6. 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已发生的销货业务是否均已登记入账进

行审计时，常用的控制测试有（ ）。

A. 检查发运凭证连续编号的完整性

B. 检查赊销业务是否经过授权批准

C. 检查销售发票连续编号的完整性

D. 观察已发出的对账单的完整性

7. 登记入账的销货业务是真实的，对这一目标，审计人员一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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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错误类型有（ ）。

A. 未曾发货却已将销货业务登记入账

B. 销货业务重复入账

C. 向虚构的顾客发货

D. 销货业务发生不入账

8. 主营业务收入审计目标有（ ）。

A. 确定主营业务收入是否全部入账

B. 确定对销货退回、销售折扣与折让的处理是否恰当

C. 确定主营业务收入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D. 确定主营业务收入的披露是否恰当

9. 在审计实务中，审计人员实施销售截止测试的路线有（ ）。

A. 以报表为起点 B. 以账簿记录为起点

C. 以销售发票为起点 D. 以发运凭证为起点

10. 上市公司除按会计制度规定应披露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等外，

还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分项披露的事项有（ ）。

A. 本期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或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较大的 （一般

超过 40%及以上的，下同），应说明计提比例及理由

B. 以前期间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或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较大的，

但本期又全额或部分收回的，或通过重组等其他方式收回的，

应说明其原因，原估计计提比例的理由，以及原估计计提比例

的合理性

C. 对某些金额较大的应收款项不计提或计提坏账比例较低 （一般

为 10%或低于 10%） 的理由

D. 本期实际冲销的应收款项及其理由，其中，实际冲销的关联交

易产生的应收款相应单独披露

（四） 分析题

1. 肯定式函证与否定式函证分别适应于哪些情况？

2. 应收账款函证结果与被审计单位会计记录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

哪些？审计人员应相应实施哪些主要的审计程序？

3. ABC 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审计 Y 公司 2001 年度的会计报表。

A 审计人员了解和测试了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将控制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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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为高水平。A 审计人员取得 2001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明细账，并

于 2002 年 1 月 15 日采用肯定式函证方式对所有重要客户寄发了询

证函。

A 审计人员将与函证结果相关的重要异常情况汇总于下表：

异常

情况

函证

编号

客户

名称

询证金额

（元）
回函日期 回函内容

（1） 22 甲 300 000 2002 年 1 月 22 日

购买 Y 公司 300 000 元货物属实，

但款项已于 2001 年 12 月 25 日用

支票支付

（2） 56 乙 500 000 2002 年 1 月 19 日

因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根据购

货合同，于 2001 年 12 月 28 日将

货物退回

（3） 64 丙 640 000 2002 年 1 月 19 日

2001 年 12 月 10 日收到 Y 公司委

托本 公 司 代 销 的 货 物 640 00 元，

尚未销售

（4） 82 丁 900 000 2002 年 1 月 18 日

采用 分 期 付 款 方 式 购 货 900 000

元，根据购货合同，已于 2001 年

12 月 25 日首付 300 000 元

（5） 134 戌 600 000
因 地 址 错 误，被

邮局退回
—

要求：针对上述各种异常情况，请问 A 审计人员应分别相应实施

哪些重要审计程序？

4. 开富公司于 2002 年 10 月委托立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2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人员邓龙任该审计项目的负责人，他决定在决算日

前先实施某些审计程序，包括对截至 2002 年 11 月 30 日的应收账款进

行函证。复函中有 6 户顾客提出了以下意见：

（1）本公司资料处理系统无法复核贵公司的对账单。

（2）所欠余额 10 000 元已于 2002 年 11 月 20 日付讫。

（3）大体一致。

（4）经查，贵公司 11 月 30 日的第 25050 号发票 （金额为 7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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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目的地交货，本公司收货日期为 12 月 5 日，因此，函证所称 11 月 30

日欠贵公司账款之事与事实不符。

（5）本公司曾于 10 月份预付货款 2 500 元，足以抵付对账单中所列

两张发票的金额 1 500 元。

（6）所购货物从未收到。

请问：针对顾客复函中提出的这些意见，审计人员应采取何种步骤

进行处理？

六、案例

1. 北京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王楠、石磊在对 ABC 股份有限

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 2002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获取的

该公司 2002 年 12 月 31 日 的 相 关 会 计 记 录 资 料 如 下 （计 量 单 位：

万元）：

项 目 名 称 金 额

银行存款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净额）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固定资产 （净值）

在建工程

应付账款

银行借款 （抵押借款部分）

实收股本 （内部职工及社会公众股）

资本公积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主营业务利润

利息支出

5 000
600

12 000
75 000
24 000
84 000
97 800
26 300
34 570
56 800
18 000
48 750

675 000
67 898
5 464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并将答案填入答题卷的表

格内。

（1） 上述项目中适用函证程序的有哪些？

（2） 接受函证的对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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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函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 可以选用的函证方式是什么？

请将上述内容填入下面表格中：

项目名称 接受函证对象 函证的主要内容 函证方式

2. A 和 B 审计人员对 XYZ 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

计。该公司 2003 年度未发生购并、分立和债务重组行为，供产销形势

与上年相当。该公司提供的未经审计的 2003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附注的

部分内容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1） 坏账核算的会计政策：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坏账准备按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的 50 计提。

应收账款和坏账准备项目附注：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6 553/52.77。

应收账款账龄分析 （2003 年年末余额） 见下表：

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1 年以内 8 392 10 915

1 ～ 2 年 1 186 1 399

2 ～ 3 年 1 161 1 365

3 年以上 1 421 2 874

合计 12 160 16 553

（2） 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项目附注：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2003 年年度发生额：61 020/52 819。

品名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2002 年发生额 2003 年发生额 2002 年发生额 2003 年发生额

X 产品 40 000 41 000 38 000 33 800

Y 产品 20 000 20 020 19 000 19 019

合计 60 000 61 020 57 000 52 819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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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上述附注内容中的年初数和上年比较数均已审定无误，你作为

A 和 B 审计人员，在审计计划阶段，请运用专业判断，必要时运用分析

性复核方法，分别指出上述附注内容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并简要说明理由。

3. 审计人员李亮正在就销货交易的实质性测试编制具体审计计划，

对于测试：①登记入账的销售业务是真实的；②已发生的销货业务均以

登记入账；③登记入账的销货业务的估价准确三个审计目标，均拟以明

细账为起点采用从明细账追查至有关凭证的审计路线。

要求：

（1） 从明细账追查至有关凭证的审计路线对测试是否均使用？为什

么？如果不适用，应改为何种审计路线？

（2） 如果与上述审计目标①相关的内部控制薄弱，请简述实现审计

目标①的具体实质性测试的方法。

（3） 为实现审计目标③，李亮拟采用复算会计记录中的数字性测试

程序。请简述其具体做法。

【案例提示】

1.

项目名称 接受函证对象 函证的主要内容 函证方式

（1）银行存款 所 审 计 期 间 所
有 与 被 审 计 单
位 有 往 来 的 金
融机构

（1） 存款户账号、性质及余额
等

（2）贷款性质、担保或抵押品、
贷款期限、利率及余额等

肯定式

（2）应收票据 票据开出人 付款日、到期金额、抵 押 担 保
物说明

肯定式

（3）应收账款 债务人 应收金额 肯定式或否定式

（4）其他应收款 债务人 应收金额 肯定式或否定式

（5）应付账款 债权人 应付金额 肯定式或否定式

（6）抵押借款 债权人
抵押人

（1）债权金额
（2）抵押物说明
（3）对是否遵守抵押契约表示
意见

肯定式

（7）实收股本 （1）交易所
（2） 证 券 托 管
机构

股份数额 肯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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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 （1） 中可能存在两处不合理之处：一是坏账准备年末余额

52.77 万元 ÷ 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16 553 万元 = 3.20 ，与会计政策规定的

50 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不符；二是应收账款账龄分析中，“2 ～ 3 年”

和 “3 年以上” 这两部分的年初数之和仅 2 582 万元，而 “3 年以上” 的

年末数却为 2 874 万元，通常，在公司 2003 年度未发生购并、分立和债

务重组行为等的前提下是不可能的。

内容 （2） 中可能存在 1 处不合理之处：x 产品 2003 年的销售毛利

率为 17.56%，大大高于 2002 年的 5%。既然公司 2003 年的供产销形势

与上年相当，通常应维持大致相当的销售毛利率水平。

3.

（1） 测试真实性目标时，起点应是明细账。测试完整性目标时，起

点应是相关凭证。测试其他目标时，方向一般无关紧要。所以，采用从

明细账追查至有关凭证的审计路线对测试目标①、③是适当的，对于测

试目标②是不适当的。

（2） 对目标①的测试：A. 针对未曾发货却已将销货业务登记入账

这一错误的可能性，可以从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中抽取几笔分录，追查

有无发运凭证及其他佐证凭证。如对发运凭证的真实性存疑，可能有必

要进一步追查存货的永续盘存记录，测试存货余额有无减少。B. 针对

销货业务重复入账这类错误的可能性，可以通过检查企业的销货交易记

录清单以确定是否存在重号、缺号。C. 针对向虚构的顾客发货并作为

销货业务登记入账这类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应当检查主营业务收入明细

账中与销货分录相应的销货单，以确定销货是否经过赊销批准手续和发

货审批手续。

检查上述三类多报销货错误的可能性的另一有效方法是追查应收账

款明细账中贷方发生额的记录。如果贷方发生额是注销坏账，或者直接

到审计时所欠货款仍未收回，就必须详细追查至相应的发运凭证和顾客

订货单等，以查明是否存在虚构销货业务。

（3） 通常的做法是，以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中会计分录为起点，将

所选择的交易业务的合计数与应收账款明细账的销货发票存根进行比较

核对。销货发票存根上所列的单价，通常还要与经过批准的商品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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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核对。另外，往往还要审核顾客订货单和销售单中的同类

数据。

七、阅读文献

1. 刘明辉：《独立审计学》，第 2 版，第 10 章，大连，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2002。

2. 刘桂良、瞿友喜：《现代审计学》，第 9 章，成都，西南财经大

学出版社，2002。

3.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审计》，第十章，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4. 刘大贤：《审计学》，第 3 版，第 8 章，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

社，2001。

5. 李相志： 《审计学》，第 10 章，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2001。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3. × 4. × 5. × 6.√ 7. × 8.√ 9. × 10.√
11. ×

（二） 单项选择题

1. A 2. B 3. A 4. C 5. D 6. B 7. D 8. C 9. A 10. A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 2. ABCD 3. ABC 4. ABC 5. ABC 6. AC 7. ABC 8. ABCD

9. BCD 10. ABD

（四） 分析题

1.

当债务人符合下列情况时，采用肯定式函证较好：

（1） 个别账户的欠款金额较大；

（2） 有理由相信欠款可能会存在争议、差错或问题。

当债务人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时，可以采用否定式函证：

（1） 相关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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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计差错率较低；

（3） 欠款余额小的债务人数量较多；

（4） 审计人员有理由确信大多数被函证者能认真对待询证函，并对

不正确的情况作出反应。

2.

应收账款函证结果与被审计单位会计记录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

（1） 被审计单位与债务人入账时间可能不同；

（2） 被审计单位与债务人一方或双方可能存在记账错误；

（3） 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弄虚作假或舞弊行为。

在出现差异时，审计人员相应实施的审计程序主要有：

（1） 分析函证结果的差异原因，并进一步核实；

（2） 调节被审计单位与债务人会计记录，确定有无记账错误；

（3） 证实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虚列应收账款或其他舞弊行为。

3.

（1） 审计人员于 2002 年 1 月 15 日函证，并于 2002 年 1 月 22 日收

到函证结果，有可能在 2002 年 1 月 15 日起至 2002 年 1 月 22 日之间已

收到款项，审计人员应对此项收款情况进行检查，如果仍未收到，应向

客户再次发函，要求其将有关凭单邮寄过来，以便查找。

（2） 审计人员于 2002 年 1 月 15 日函证，并于 2002 年 1 月 19 日收

到函证结果，审计人员应当对近期退货情况进行检查，有可能在 2001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02 年 1 月 15 日已收到退回的货物，被审计单位未

及时冲账，审计人员应提醒其按会计制度的规定及时处理；也有可能在

2002 年 1 月 15 日至 2002 年 1 月 19 日之间收到退回的货物，审计人员应

当对此间退货及会计处理情况进行检查，如果仍未收到，应向客户再次

发函，要求其将有关凭单复印件邮寄过来，以便查找。

（3） 在采用委托代销方式下，受托代销方在尚未销售的情况下，委

托方不应确认销售收入及应收账款。审计人员应检查代销合同，确认是

否属于受托代销方式，如果确实属于受托代销，应要求被审计单位冲销

销售收入及应收账款。

（4） 在采用分期收款方式下，在合同约定收款期已到，但仍未收到

确认应收账款时，审计人员应检查购货合同，并检查 2001 年年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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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 月是否收到首付的 300 000 元，如果未收到，应按 300 000 元

确认应收账款，而非 900 000 元。

（5） 审计人员应检查地址是否错误，如果属于地址错误，应按正确

的地址重新发函，如果地址没有错误，审计人员可以考虑是否可能是一

笔虚构的应收账款。

4.

（1） 此种情况下应采取替代程序，主要是审查顾客订货单、购销合

同、发票副本、运货文件、收款凭证等文件、资料，验证构成应收账款

的销货交易是否确实发生。

（2）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时间差异造成的，审计人员应审查收款凭

证，看货款是否收到及收到的日期。如果货款函证日之前已收到，则可

能是记账错误，即收到货款时贷记另一客户的明细账户，审计人员应审

查账户记录并对贷记的账户进行函证。

（3） 该顾客的回答很不清楚。审计人员应重新函证，要求对方具

体、准确答复。

（4） 此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客户在货物所有权尚未转移前就认定为销

售实现。审计人员应审查销货发票的副本和有关的购销合同、协议。

（5） 审计人员应查明预收货款是否确实收到并已入账，如查明确能

抵付，应提请客户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6） 审核货运文件等资料，以查明货物是否确已运出。如确已运

出，应将货运文件影印件送请顾客重新查证；如确未运出，应提请客户

作调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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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购货与付款循环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同购货与付款循环相关的会计凭证、账户、主要经济业务

活动

说明购货与付款循环中内部控制要点及符合性测试

设计与执行购货与付款循环交易实质性测试

掌握应付账款、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等账户的审计目标以及实

质性测试的基本程序

理解与每种实质性测试相关的会计报表认定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7 号———函证》

《企业会计制度》应付账款、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等科目的相关

内容

三、预习概览

（一） 关键概念

购货与付款循环 内部控制 控制测试 交易测试 余额测试 应

付账款

（二） 关键问题

1. 审计人员在取得决算日被审计单位应付账款试算表后，应实施

哪些基本审计程序对试算表进行审计？

2. 直接向供货方函证应付账款的审计程序是否和函证应收账款一

样有用和重要？试说明理由。

3. 审计人员应如何查找未入账的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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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计人员有时选取应付账款明细账户，经由明细账逆查原始单

据 （如订货单、验收报告、发票、已付支票等） 作为审查应付账款的一

项程序。这项程序的基本目的是什么？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购货与付款循环的审计主要是被审计单位的采购业务，它主要

影响资 产 负 债 表 项 目，主 要 账 户 是 应 付 账 款、固 定 资 产、累 计 折

旧等。

2. 购买与付款循环的主要控制活动包括请购商品或劳务、编制订

购单、验收商品、储存已验收的商品存货、编制付款凭单、确认与记录

负债等，在这些控制活动中，请购单、订购单、验收单、卖方发票、付

款凭单为审计测试留下了重要的审计轨迹。

3. 固定资产的内部控制较一般的购买与付款业务不同，具体包括

预算制度、授权批准制度、凭证和记录制度、职责分工制度、两类支出

区分制度、维护保养制度、处置制度和定期盘点制度。

4. 购买与付款循环交易测试程序的思路和销售与收款循环的交易

测试基本相同。

5. 在应付账款的余额测试中，查找未入账的应付账款是很重要的

程序，掌握常用的查找方法；函证不是应付账款审计的必要程序，但当

控制风险较高、某应付账款账户金额较大或被审计单位处于经济困难阶

段时，则应进行应付账款的函证。注意与应收账款、银行存款函证程序

进行比较。

5. 在固定资产的余额测试中，主要验证固定资产的真实存在、所

有权、增减变动 （联系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掌握），掌握分析性复核方

法的运用。

6. 对累计折旧，应重点验证其折旧政策的合法性、一贯性、计算

准确性。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因为多数舞弊企业在低估应付账款时，是以漏记赊购业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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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函证无异于寻找未入账的应付账款。 （ ）

2. 审计人员在审查应付账款时，应查实企业所有在年度决算日以

前收到的赊购发票，均已记入当年度应付账款。 （ ）

3. 如果被审计单位为上市公司，则其会计报表附注中通常还应披

露持有 3% （含 3%） 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应付票据的内容。 （ ）

4. 实施实地观察审计程序时，审计人员可以以固定资产明细账为

起点，进行实地追查，以证明会计记录中所列固定资产确实存在，并了

解其目前的使用状况；也可以以实地为起点，追查至固定资产明细分类

账，以获取实际存在的固定资产均已入账的证据。 （ ）

5. 即使某一应付账款明细账户年末余额为零，审计人员仍然可能

将其列为函证对象。 （ ）

6. 如果被审计单位是上市公司，则在其会计报表附注中通常应说

明有无欠持有 10% （含 10%） 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账款；说明

账龄分析超过 5 年的大额应付账款未偿还的原因，并在期后事项中反映

资产负债表日后是否偿还。 （ ）

7. 对于因债务人抵债而获得的固定资产，应检查产权过户手续是

否齐备，固定资产计价及确认的损益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

（ ）

8. 对于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应登入备查簿。 （ ）

9. 固定资产的折旧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折旧政策，带有一定的主观

随意性。 （ ）

10. 如果存在未回函的重大项目，审计人员应采取替代程序，确定

其是否真实。通常可以检查决算日后应付账款明细账及现金和银行存款

日记账，核实其是否支付，同时检查该笔债务的相关凭证资料，核实交

易事项的真实性。 （ ）

11. 应付票据明细表一般应列示票据类别及编号、出票日期、面

额、到期日、收款人名称、利息率、付息条件以及抵押品的名称、数量

和金额等 。 （ ）

12. 即使某一应付账款明细账户年末余额为零，审计人员仍然可以

将其列为函证对象。 （ ）

13. 同函证应付账款一样，函证应付票据只能获得被审计单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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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表列示数据是否准确的审计证据。 （ ）

14. 应付账款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函证，如函证，最好采用否定式

函证。 （ ）

15. 固定资产的保险不属于企业固定资产的内部控制范围，因此，

审计人员在检查、评价企业的内部控制时，不应当了解固定资产的保险

情况。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在审查固定资产增加项目时，对于盘盈的固定资产，审计人员

应审查其是否（ ）。

A. 已按重置完全价值入账

B. 已按资产评估价值入账

C. 已按实际成本价值入账

D. 已按现值法计算的价值入账

2. 审计人员证实被审计单位应付账款是否在资产负债表上充分披

露时，不应当考虑（ ）。

A. 应付账款发生是否恰当

B. 预付账款明细账的期末贷方余额是否并入应付账款项目

C. 应付账款明细账的期末借方余额是否并入预付账款项目

D. 应付账款的分类是否恰当

3. 下列制度中不属于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的是（ ）。

A. 预算制度 B. 维护保养制度

C. 授权批准制度 D. 调查制度

4. 固定资产审计目标一般不包括（ ）。

A. 固定资产是否存在

B. 固定资产是否归被审计单位所有

C. 固定资产的计价和折旧政策是否恰当及预算是否合理

D. 固定资产的期末余额是否正确

5. 计算固定资产原值与本期产品产量的比率，并与以前期间比较，

这一程序属于固定资产审计的（ ）。

A. 控制测试 B. 实质性测试

C. 数字测试 D. 分析性复核测试

·161·



6. 审计人员实地观察固定资产的重点是（ ）。

A. 本期新增加的项目 B. 本期减少的项目

C. 计提折旧的项目 D. 正在使用的项目

7. 固定资产清理的审计目标不包括（ ）。

A. 确定固定资产清理的记录是否完整

B. 确定反映的内容是否正确

C. 确定固定资产清理的期初余额是否正确

D. 确定固定资产清理在会计报表上的披露是否恰当

8. 应付票据的审计目标一般不包括确定（ ）。

A. 应付票据的所有权

B. 应付票据的发生和偿还记录是否完整

C.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是否正确

D. 应付票据在会计报表上的披露是否恰当

9. 对于资产类项目审计和负债类项目审计来说，两者的最大区别

是（ ）。

A. 资产类项目审计侧重于审查所有权，而负债类项目审计侧重于

审查义务

B. 资产类项目审计侧重于应收账款，而负债类项目审计侧重于应

付账款

C. 资产类项目审计侧重于防高估和虚列，而负债类项目审计侧重

于防低估和漏列

D. 资产类项目审计与损益无关，而负债类项目审计与损益有关

10. 在 下 列 审 计 程 序 中，与 查 找 未 入 账 的 应 付 账 款 无 关 的 是

（ ）。

A. 审核应付账款账簿记录

B. 审核期后现金支出的主要凭证

C. 审核期后未付账单的主要凭证

D. 追查年终前签发的验收单及相关的卖方发票

11. 审计人员为审查被审计单位未入账负债而实施的下列审计程序

中，最有效的是（ ）。

A. 审查资产负债表日后货币资金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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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几天的购货发票

C. 审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的函证回函

D. 审查购货发票与债权人名单

12. 审计人员认为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折旧计提不 足 的 迹 象 是

（ ）。

A. 经常发生大额的固定资产清理损失

B. 累计折旧与固定资产原值的比率较大

C. 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庞大

D. 固定资产保险额大于其账面价值

13. 应付票据的审计通常是以从被审计单位处取得的（ ）为起

点的。

A. 股票发行备忘录 B. 股东登记簿

C. 应付账款明细账 D. 应付票据明细账

（三） 多项选择题

1. 被审计单位进行购货与付款循环所涉及的重要凭证和账簿应包

括（ ）。

A. 请购单和订购单 B. 应付账款明细账

C. 银行存款日记账 D. 债权方对账单和现金日记账

2. 审计人员对某公司购货与付款循环进行审计，该公司明细账往

来账户年末余额及本年度进货总额如下，请问审计人员应该选择哪两家

公司进行函证（ ）。

A.378 000 元，589 700 元

B.0 元，37 656 700 元

C.86 000 元，83 990 元

D.3 677 800 元，2 637 540 元

3. 下列情况中，审计人员应对应付账款实施函证程序的是（ ）。

A. 应付账款存在借方余额

B. 控制风险较高

C. 某应付账款的账户金额较大

D. 被审计单位处于经济困难阶段

4. 审计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汇总表时，其内容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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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期初余额 B. 折旧率

C. 期末余额 D. 本期减少

5. 审计人员应获取、汇集不同的证据以确定固定资产是否确实归

被审计单位所有，对于房地产类固定资产，需要查阅的书面文件有

（ ）。

A. 合同、产权证明 B. 财产税单

C. 抵押借款的还款凭证 D. 保险单

6. 审查折旧的计提和分配时应注意（ ）。

A. 计算复核本期折旧费用的计提是否正确

B. 检查折旧费用的分配是否合理

C. 注意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时，有关折旧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规定

D. 是否在资产负债表上披露

7. 对于被审计单位经营性租入的固定资产，审计人员不应专门审

查的有（ ）

A. 固定资产的租赁合同、协议

B. “固定资产” 账户的核算情况

C. 租入固定资产提取的折旧额是否正确

D. 租入固定资产有无变相馈赠情况

8. 审计人员应选择预付账款重要项目进行函证，并根据函证结果

分别作出的处理包括（ ）

A. 回函金额不符的，应查明原因

B. 未回函的，可进行复询

C. 未回函的，采用替代方法进行检查

D. 回函金额相符的，应抽查有关原始凭证

9. 下列各项审计程序中，可以查找出未入账的应付账款的程序是

（ ）。

A. 检查在资产负债表日未处理的不相符购货发票的经济业务

B. 检查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收到的购货发票，确认其入账时间是否

正确

C. 检查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应付账款明细账贷方发生额的相应凭证，

确认其入账时间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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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材料入库凭证但未收到购货发票的经济业务

10. 计算固定资产原值与本期产品产量的比率，并与以前期间相关

指标进行比较，审计人员可能会发现（ ）。

A. 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区分的错误

B. 闲置的固定资产

C. 增加的固定资产尚未做出会计处理

D. 减少的固定资产尚未做出会计处理

11. 审查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高估固定资产数额时，审计人员可以

采取的审计程序是（ ）。

A. 被审计单位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替换原有固定资产，原有固定资

产是否未作记录

B. 分析营业外收支账户

C. 向固定资产管理部门查询本年有无未作会计记录的固定资产减

少业务

D. 复核固定资产保险

12. 审计人员对固定资产取得和处置实施符合性测试的重点包括

（ ）。

A. 审查固定资产的取得和处置是否经过授权批准

B. 审查固定资产的取得是否与预算相符，有无重大差异

C. 审查与固定资产取得和处置相关的项目如银行存款、应付账款、

固定资产清理、在建工程和营业外收支等会计记录的恰当性

D. 审查是否正确划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

13. 审计人员针对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而实施审计程序时，除可以参

照经营性租赁相关审计程序外，还应审查（ ）。

A. 租入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是否正确

B. 租入固定资产计价是否正确

C. 租入固定资产是否确属企业必需

D. 租入固定资产是否已登入备查簿

（四） 简答题

1. 某审计人员正在对 H 公司的应付账款项目进行审计。根据需要，

该审计人员决定对 H 公司下列四个明细账户中的两个进行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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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年末余额 本年度供货总额

A 公司 42 650 元 66 100 元

B 公司 — 2 880 000 元

C 公司 85 000 元 95 000 元

D 公司 289 000 元 3 032 000 元

试问：

（1） 该审计人员应选择哪两位供货人进行函证？为什么？

（2） 假定上述四家公司均为 H 公司的购货人，上表中后两栏分别

是应收账款年末余额和本年销货总额，该审计人员应选择哪两家公司进

行函证？为什么？

2. 简要说明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内容。

3. A 和 B 审计人员在审计红光公司年度会计报表时，注意到与购货

和付款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他们认为红光公司管理当局在资

产负债表日故意推迟记录发生的应付账款，于是决定实施审计程序进一

步查找未入账的应付账款。请问审计人员 A 和 B 应如何查找未入账的

应付账款？

4. 审计人员在审查某公司应付账款明细账时，发现 2002 年开富化

工厂明细账有贷方余额 86 000 元，经查证有关凭证，是 1999 年向开富

化工厂购买化工原料的货款。请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否要进行进一步

的审查，如何审查？怎样提出审计意见？

5. 某审计人员对新成立的 A 公司进行审计，发现其固定资产总账

中有如下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房屋 2 400 000

贷：应付票据———抵押票据 1 400 000

长期投资———普通股 1 000 000

经审核相关凭证，发现该公司以转让其所持普通股 10 000 股 （每

股面值 100 元） 给 B 公司及承担 B 公司建造房屋的抵押借款 1 400 000

元为条件获得一幢厂房。试问，该审计人员应实施哪些审计步骤，以验

证所登记的房屋成本是 2 400 000 元？

6. 从以下方面比较应收账款函证与应付账款函证的异同：

（1）函证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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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

（3）选择需要确认的账户。

六、案例

1. 下表共列示了应收账款和固定资产项目的若干审计目标及可能

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请针对每一审计目标，选出能够实现该审计目标

的最佳审计程序，将其英文大写字母编号填列在题后表格内，每一项审

计程序最多只能被选择一次。

审计项目名称 审计目标 审计程序

应收账款 （1）在资产负债表日，

应收账款记录完整

（2）在资产负债表日，

被审 计 单 位 对 所 有 应

收账 款 均 具 有 法 定 收

款权

（3） 在 资 产 负 债 表 日

应收账款余额正确

（4） 会 计 报 表 中，应

收账款分类反映恰当

A. 分析应收账款同销售的比率关系，并同前

期比较

B. 实施销售截止测试，确定销售业务和相应

的存货及销售成本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C. 按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标准测算已提坏

账准备是否充分，并提请调整大额差异

D. 检查销售退回和折让是否附有按顺序编号

并经主管人员核准的贷项通知单

E. 复核所有贷款协议、确定应收账款是否已

作抵押

F. 抽查被审计单位职员及有关部门的暂借款

项的记录，确定已计入正确的账户

G. 分析应收账款各月月末余额与应付账款各

月月末余额的非正常比例关系

固定资产 （5） 被 审 计 单 位 对 所

审计 会 计 期 间 所 增 固

定资产享有所有权

（6）在资产负债表日，

所有 在 册 的 固 定 资 产

均存在

（7）在资产负债表日，

所有 固 定 资 产 的 净 值

均已正确计量

A. 将固定资产明细账期初余额与上年度审计

工作底稿核对

B. 复核折旧费用的计提，并确定固定资产有

效使用年限及折旧方法同以前年度一致

C. 确定固定资产记录部门与保管使用部门的

职责分离

D. 审查固定资产契约和保险单据

E. 实施截止测试，证实固定资产维护费已计

入恰当的会计期间

F. 确定所有机器设备均已保险

G. 实地检查所有主要的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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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目标 （1） （2） （3） （4） （5） （6） （7）

审计程序

2. A 和 B 审计人员对 XYZ 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

计。该公司 2003 年度未发生购并、分立和债务重组行为，供产销形势

与上年相当。该公司提供的未经审计的 2003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附注的

部分内容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固定 资 产 原 价 和 累 计 折 旧 项 目 附 注：固 定 资 产 原 价/累 计 折 旧

（2003 年年末额） 为 49 580/11 296。

类别

固定资产原价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房屋及建筑物 20 930 2 655 21 23 564

通用设备 8 612 1 158 62 9 708

专用设备 10 008 3 854 121 13 741

运输工具 1 681 460 574 1 567

土地 472 472

其他设备 389 150 11 528

合计 42 092 8 277 789 49 580

类别

累计折旧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房屋及建筑物 3 490 898 31 4 357

通用设备 863 865 34 1 694

专用设备 3 080 1 041 20 4 101

运输工具 992 232 290 934

土地 15 15

其他设备 115 83 3 195

合计 8 540 3 134 378 11 296

要求：假定上述附注内容中的年初数和上年比较数均已审定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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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是 A 和 B 审计人员，在审计计划阶段，请运用专业判断，必要

时运用分析性复核方法，分别指出上述附注内容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不

合理之处，并简要说明理由。

【案例提示】

1.

审计目标 （1） （2） （3） （4） （5） （6） （7）

审计程序 B E C F D G B

2.

本表中存在两处不合理之处：一是 “累计折旧———土地” 的本年增

加数为 15 万元，这与国家规定土地不提折旧的要求相悖；二是 “固定

资产原价———房屋及建筑物” 的本年减少数为 21 万元，小于 “累计折

旧———房屋及建筑物” 的本年减少数 （31 万元）。而根据会计核算的基

本原理，考虑固定资产净残值率这一因素，即便这些减少的房屋及建筑

物已提足折旧，其累计折旧数也应小于相应的固定资产原价。

七、阅读文献

1. 刘明辉：《独立审计学》，第 2 版，第 11 章，大连，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2002。

2. 刘桂良、瞿友喜：《现代审计学》，第 10 章，成都，西南财经大

学出版社，2002。

3.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审计》，第十一章，北

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 刘大贤：《审计学》，第 3 版，第 9 章，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

社，2001。

5. 李相志： 《审计学》，第 11 章，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2001。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3. × 4.√ 5.√ 6. × 7.√ 8. ×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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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 14. × 15. ×

（二） 单项选择题

1. A 2. A 3. D 4. C 5. D 6. A 7. C 8. A 9. C 10. A 11. A

12. A 13. D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D 2. BD 3. BCD 4. ABCD 5. ABCD 6. ABC 7. BC

8. ABC 9. ABCD 10. BCD 11. ABC 12. ABD 13. AB

（四） 简答题

1.

（1） 该审计人员应选择 B 公司和 D 公司进行应付账款余额的函证。

因为对于函证客户的应付账款，应选择那些可能存在较大余额或并非在

会计决算日有较大余额的债权人。函证的目的在于查实有无未入账负

债，而不在于验证具有较大年末余额的债务。本年度 H 公司从 B、D 两

家公司采购了大量商品，存在漏记负债业务的可能性更大。

（2） 该审计人员应选择 C、D 两家公司作为应收账款的函证对象。

因为函证应收账款的目的，在于验证各期末余额的准确性，防止客户高

估应收款，夸大资产。C、D 两家公司在会计决算日欠客户货款最多，

高估的风险因而更大。

2.

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

（1） 固定资产的预算制度；

（2） 授权批准制度；

（3） 账簿记录制度；

（4） 职责分工制度；

（5） 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区分制度；

（6） 固定资产的处置制度；

（7） 固定资产的定期盘点制度；

（8） 固定资产的维护保养制度。

3.

注册会计师 A 和 B 查找未入账应付账款的审计程序如下：

（1） 检查红光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未处理的不相符购货发票及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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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入库凭证但未收到购货发票的经济业务；

（2） 检查红光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收到购货发票，确认其入账时

间是否正确；

（3） 检查红光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应付账款明细账贷方发生额的

相应凭证，确认其入账时间是否正确。

4.

“应付账款———开富化工厂” 明细账可能存在的问题有：

（1）该公司与开富化工厂在业务上有纠纷，故拒付货款。

（2） 该公司故意拖欠货款，占有开富化工厂的资金。

（3） 可能是记账差错。

要查明事实真相，应该进一步进行审查，方法是采用面询或函询的

方法到开富化工厂进行调查。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若是

纠纷，双方协商解决；若是故意拖欠，应尽快归还欠款；若是记账错

误，则应及时加以更正。

5.

由于 B 公司获得了 A 公司转让的股份，所以本笔交易可能属关联

方交易，审计人员应特别注意。概括地讲，该项固定资产 （房屋） 不能

简单认定成本为 2 400 000 元。首先，审计人员应取得该房屋的建筑工

程记录，仔细核对相关的成本费用，包括原材料、人工和制造费用的附

件凭证；其次，审计人员应调查建筑行业正常利润率，进一步准确确定

工程价值；再次，审核抵押贷款合同及附件，因为该借款也许代表全部

房屋建筑成本；最后，应请资产评估机构确定该房屋的现值。经过上述

程序后，审计人员取得房屋建筑成本、正常利润和现值 （重置成本） 的

有关凭证，如建筑成本和正常利润之和超过重置成本，则必须以重置成

本为评价依据。

6.

（1） 应收账款的函证可以达到证实应收账款账户余额的真实性、正

确性，防止或发现被审计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销售业务中发生的错误和

舞弊行为，因此，是一般公认的审计程序，函证数量的大小范围可根据

应收账款的重要性、内部控制状况、以前期间的函证结果和函证方式的

选择来确定；应付账款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函证。但如果控制风险较高，

·171·



某应付账款明细账金额较大或该审计单位处于财务困境阶段，则应进行

函证。

（2） 应收账款的函证可采用肯定式或否定式；应付账款一般最好采

用肯定式。

（3） 应收账款的函证对象一般为：大额或账龄较长的项目，以债务

人发生纠纷的项目，关联项目，主要客户项目，交易频繁但期末余额较

小甚至余额为零的项目，非正常项目；应付账款函证一般选择较大金额

的债权人，以及在资产负债表日金额不大，甚至为零，但为企业重要供

货人的债权人，作为函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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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生产与服务循环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生产与服务循环涉及的主要会计报表项目、主要业务活动

和主要凭证与记录

了解生产和服务循环的内部控制要点及符合性测试程序

掌握生产和服务循环的交易测试程序

掌握生产成本和主营业务成本的审计程序

重点掌握存货项目的分析性复核程序

重点理解存货监盘的要点及与应收账款函证的区别

理解不同情况下审计人员实施监盘程序的内容

重点掌握如何执行存货监盘程序

掌握对特殊的存货如何执行监盘及对特殊情况如何处理

重点掌握存货监盘结果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掌握存货计价测试的主要程序

重点掌握存货正确截止的基本要求和存货截止测试的方法

掌握应付工资的审计目标和实质性测试程序

了解与存货、生产循环和服务循环相关的相关账户的审计程序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6 号———存货监盘》

《企业 会 计 制 度》生 产 成 本 、主 营 业 务 成 本 等 科 目 的 相 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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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生产循环 服务循环 内部控制 符合性测试 交易测试 生产成

本 主营业务成本 存货 分析性复核 监盘 计价测试 截止测试

应付工资 审计目标 审计程序

（二） 关键问题

1. 如何进行生产循环的交易测试？

2. 如何进行服务循环的交易测试？

3. 如何进行生产成本和主营业务成本的审计？

4. 简要说明存货成本相关项目的分析性复核程序的内容。

5. 存货监盘是观察、询问和实物检查工作的集合程序，请具体

说明。

6. 存货的监盘程序和应收账款的函证程序有何区别？

7. 如何确定存货监盘结果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8. 存货计价测试的主要程序包括哪些？

9. 存货正确截止的关键是什么？如何进行存货的截止测试？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生产循环的交易测试主要从业务授权、真实性、完整性等目标出

发。其中对成本分析性复核是一项很重要的程序；真实性目标的测试仍

然按照从凭证到账簿的方向进行核对，而完整性目标的测试则仍然按照

从账簿到凭证的方向进行核对，审查有关原始凭证是否连续编号也有助

于完整性目标的审计；另外，对重大在产品项目进行计价测试、通过抽

查成本计算单检查各项费用的归集和分配以及成本的计算也是交易测试

的重要程序。

服务循环的交易测试与生产循环的交易测试的思路是一致的。

在对存货成本相关项目的分析性复核中，简单比较法主要是对直接

材料成本、工资费用、制造费用、生产成本、主营业务成本、存货余

额、存货成本差异率、待摊费用、预提费用、待处理财产损失等项目的

前后期数据进行比较，通过趋势分析确定有无异常，以评价各项目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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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合理性。

存货周转率和毛利率是对存货项目进行分析性复核的两个重要指

标。这两个指标的异常波动往往意味着企业在存货的周转方面、成本控

制方面或销售价格方面存在变化或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监盘年末存货数量是存货审计中的首要内容和必经

的审计程序，除非审计人员无法实施监盘程序，且可选择可以信赖的替

代程序，否则，审计人员对未实施监盘的存货价值应该提出保留意见。

审计人员进行的存货监盘是观察、询问和实物检查工作的集合程

序。审计人员应首先询问盘点的准备工作是否到位，然后实地观察盘点

的过程，在企业盘点之后进行复盘抽点。

存货正确截止的关键在于存货实物纳入盘点范围的时间与存货引起

的借贷双方会计科目的入账时间都处于同一会计期间。常用的方法是检

查存货盘点日前后入账的购货发票与相应的验收报告和入库单在同一会

计期间，或销售发票与出库单在同一会计期间；或从验收部门的业务记

录入手，检查接近年底的验收业务，其相应的购货或销售发票是否在同

期入账。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因为不存在满意的替代程序来观察和计量期末存货，所以注册

会计师必须对被审计单位的存货进行监盘。 （ ）

2. 注册会计师进行的存货监盘是观察、函证、检查程序的集合

程序。 （ ）

3. 注册会计师对存货进行盘点的时间可以在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之

前或之后，但应尽量接近资产负债表日。 （ ）

4. 如果存货项目的数量多，注册会计师进行存货监盘的样本量必

然就大。 （ ）

5. 对存货进行计价测试，一般要选取结存余额较大、价格变动较

大的项目。 （ ）

6. 分析各月的存货成本差异率，目的是分析有无利用成本差异率

人为调节成本的现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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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常常被用作人为调节成本的蓄水池，所以

一般要对二者执行分析性程序，以判断其总体合理性。 （ ）

8. 对存货进行监督性盘点的目的是确定存货的期末结存数量。

（ ）

9. 制定存货盘点计划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 ）

10. 对于存放于异地的存货，注册会计师不能进行实地监督盘点

时，只能运用函证加以证实。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下列各项中，属于生产成本审计实质性测试程序的是（ ）。

A. 对成本进行分析性复核

B. 审查有关凭证是否进行适当审批

C. 审查有关记账凭证是否附有原始凭证，及原始凭证的顺序编号

是否完整

D. 询问和观察存货的接触、审批程序

2. 有关存货审计的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 对存货进行监盘是证实存货 “完整性” 和 “权利” 认定的重要

程序

B. 对难以盘点的存货，应根据企业存货收发制度确认存货数量

C. 存货计价审计的样本应着重选择余额较小且价格变动不大的存

货项目

D. 可以通过审阅验收部门的业务记录进行存货截止审计，即查明

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购入的货物是否在同期入账

3. 为测试所记录的成本是否均已发生而非虚构，注册会计师应

（ ）。

A. 对重大在产品项目进行计价测试

B. 抽取料、工、费的原始记录，与成本明细账进行核对

C. 从成本明细账中选取若干笔业务，与料、工、费的原始凭证进

行核对

D. 抽查成本计算单，检查各种费用的归集和分配以及成本的计算

是否正确

4. 对存货进行监督性盘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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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B. 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程序

C.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责任

D.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

5. 对于外购存货业务，最容易发生滞后入账的情况是（ ）。

A. 单 （结算账单） 货同到

B. 期末时单到货未到

C. 期末时货到单未到

D. 资产负债表日前付款的采购业务

6. 被审计单位有少量年终在途存货，未纳入盘点范围，当年也未

作采购的会计处理，则（ ）。

A. 注册会计师对此应发表保留意见

B. 注册会计师对此应发表否定意见

C. 一般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对会计报表发表意见

D. 注册会计师应进一步搜集证据以确认其合理性

7. 为 验 证 已 发 生 的 工 资 支 出 是 否 均 已 入 账，应 执 行 的 程 序 是

（ ）。

A. 检查工资费用的分配标准是否适当

B. 将工资结算汇总表、工资费用分配表与有关的费用明细账核对

C. 将工资率与工资手册核对，验证工资的计算是否正确

D. 审阅工资结算汇总表和工资费用分配表，检查其恰当性

8. 审查预提费用的计提是否正确时通常要连带进行审查的账户是

（ ）。

A. 长期借款 B. 待摊费用

C. 短期借款 D. 递延资产

9. 存货审计一项必不可少的审计程序是（ ）。

A. 函证 B. 监督性盘点

C. 亲自盘点 D. 观察

10. 生产循环的起点是 （ ）。

A. 生产部门领用原材料

B. 生产计划部门签发生产通知单

·771·



C. 生产部门开始生产产品

D. 购买原材料

11. 审计人员在进行年度审计时，通常坚持在结账日或接近于结账

日进行存货盘点，一般不同意在年度中间盘点，除非（ ）。

A. 客户存货内部控制非常健全

B. 业务委托书有相关约定

C. 客户一再要求

D. 审计程序中已经规定

12. 某注册会计师对 A 公司 2002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发现

2002 年 12 月 28 日购入一批价值 30 万元的货物发票已到，但货物至

2003 年 1 月 5 日才收到，A 公司未对上述购货业务记录于 2002 年账目

中，因此，注册会计师可以认定（ ）。

A. A 公司 2002 年末存货及利润同时虚减 30 万元

B. A 公司 2002 年末应付账款虚减 30 万元

C. A 公司在 2002 年没有进行相关记录是正确的

D. A 公司应在 200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附注中进行相关披露

（三） 多项选择题

1. 甲注册会计师对某公司 2002 年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实施存货

截止测试程序可能查明（ ）。

A. 少计 2002 年度的存货和应付账款

B. 多计 2002 年度的存货和应付账款

C. 虚增 2002 年度的利润

D. 虚减 2002 年度的利润

2. 在与被审计单位讨论盘点计划时，注册会计师应关注的事项有

（ ）。

A. 盘点时间

B. 盘点参与人员

C. 存货是否停止流动

D. 是否编制连续编号的盘点标签

3. 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存货进行截止测试的方法有（ ）。

A. 实地观察和抽查期末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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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抽查存货盘点日前后的购货发票和验收报告，检查是否每张发

票都附有验收报告

C. 从验收部门的业务记录中选取接近截止日的业务，检查其对应

的购货发票是否在同期入账

D. 询问存货的安全保护措施是否到位

4. 为完成生产循环的完整性测试需要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

A. 抽查成本计算单，检查各种费用的归集和分配以及成本的计算

是否正确

B. 审查有关原始凭证的编号是否连续

C. 分析性复核

D. 从有关的原始凭证中选取样本，检查其在生产成本明细账中的

记录

5. 注册会计师在对存货进行计价测试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有（ ）。

A. 测试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

B. 存货计价方法是否合理且一贯

C. 是否有抵押、担保的存货

D.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正确

6. 存货周转率的波动可能意味着被审计单位存在（ ）。

A. 销售产品总体结构发生变动

B. 有意或无意地减少存货储备

C. 存货成本项目发生变动

D. 存货核算方法发生变动

7. 在生产与服务循环的有关内部控制中，不相容的职务有（ ）。

A. 生产的授权审批和生产过程的记录职务

B. 生产过程的记录和生产的执行职务

C. 存货的保管和记录职务

D. 工资的授权批准和记录职务

8. 审查生产成本的直接材料项目时，需要抽查的原始凭证通常有

（ ）。

A. 领料单 B. 发出材料汇总表

C. 材料费用分配汇总表 D. 成本计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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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审查原材料、包装物和库存商品时通常要执行的程序有（ ）。

A. 审查分类是否正确 B. 计价测试

C. 监督性盘点 D. 截止测试

10. 下列关于存货监盘程序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注册会计师应向被审计单位询问盘点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

B. 注册会计师应亲自观察存货的盘点

C. 注册会计师应选取不少于存货总量的 10%的部分进行抽点

D. 对寄放在外的存货，可以采用向寄存单位函证的方法加以确认

11. 注册会计师需要对应付工资进行审计，原因在于 （ ）。

A. 工资费用一般是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B. 工资费用分配不当会影响损益情况

C. 工资费用通常是被审计单位的一项重要费用

D. 同存货一样，工资核算的方法复杂多样

12. 在监督客户存货盘点时，如果发现某类存货盘点错误，注册会

计师应当（ ）。

A. 提请客户重新盘点该类存货，并改正错误

B. 视该类存货价值占整个存货的比重，确定是否提请客户重新

盘点

C. 提请客户重新盘点整个存货，并改正错误

D . 将有关情况记录于工作底稿

13. 如果要确定直接材料成本的金额准确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程

序可能包括（ ）。

A. 抽查材料领用单，查明是否已经适当授权批准

B. 抽查产品成本计算单，检查相关计算是否正确

C. 分析比较同一产品前后年度的直接材料成本，查明是否存在重

大波动

D. 检查直接材料成本在会计报表中的披露是否恰当

（四） 分析题

1. 注册会计师在对 A 公司存货项目的相关内部控制进行研究评价

之后，发现 A 公司存在以下五种可能导致错误的情况：

（1）所有存货都未经认真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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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近资产负债表日前入库的产成品可能已纳入存货盘点范围，

但可能未进行相关会计记录。

（3）由 B 公司代管的某种材料可能不存在。

（4）B 公司存放于 A 公司仓库内的某种产品可能已计入 A 公司存货

项目。

（5）存货计价方法已作变更。

要求：说明为了证实上述情况是否真正导致错误，注册会计师应当

分别执行的最主要的实质性测试程序 （每一种情况只列一项程序）。

2. 注册会计师对甲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该

公司 2002 年度的供产销形势与上年相当。该公司提供的未经审计的

2002 年度会计报表附注的部分内容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项目附注：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

成本 （2002 年度发生额） 为 61 020/52 819。

品名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2001 年发生额 2002 年发生额 2001 年发生额 2002 年发生额

X 产品 40 000 41 000 38 000 33 800

Y 产品 20 000 20 020 19 000 19 019

合 计 60 000 61 020 57 000 52 819

要求：假定上述附注内容中的年初数和上年比较数均已审定无误，

请帮助注册会计师运用分析性复核方法，指出上述附注中存在或可能存

在的不合理之处，并说明理由。

3. 某企业的原材料采用计划成本核算，注册会计师发现甲材料的

计价存在问题，具体情况如下：5 月初材料成本差异为超支差 10 800

元，库存材料成本 300 000 元；5 月份购入部分计划成本为 2 400 000 元，

其实际成本为 2 356 800 元；5 月份基本生产车间生产产品领用，计划

成本为 480 000 元，企业结转材料成本超支差 9 600 元。

要求：（1） 说明审计的方法；（2） 指出存在的问题；（3） 提出调整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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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1. 中兴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2 年 12 月 10 日接受甲公司的委托进行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据了解，甲公司原是华远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客

户，经向甲公司负责人员询问得知，负责甲公司审计业务的华远事务所

的注册会计师李峰离职，经李峰介绍，转而委托中兴会计师事务所。中

兴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要求在 12 月 31 日参与对公司存货进行盘

点，甲公司婉言拒绝，原因是公司曾于 6 月 30 日进行了盘点，当时李

峰参与了盘点工作，且盘点时的所有资料均可以提供给注册会计师复

核，现在刚刚接受一张订单，交货期限很短，如果停工盘点，则难以按

期交货。

对此，中兴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做了大量的工作，现了解到下面这

些信息：

（1） 李峰与甲公司的总经理私人关系甚好。

（2） 甲公司存货的内部控制有一定漏洞。

（3） 审阅 6 月 30 日的盘点记录，其中 A 产品期末盘存量是 20 000

件，查阅以前月份的存货明细账，A 产品的期末库存每月都保持在

10 000件至 12 000 件之间。

（4） 甲公司的生产经营特点决定了存货的比重较大，约占总资产的

40%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是否应该坚持对存货进行监督性盘点？

如果不能进行，能否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请说明原因。

2. 注册会计师在审查某公司的销售费用时，发现临时销售人员的

工资发放存在问题，具体情况是：由销售部门负责录用临时销售人员，

因为流动性非常大，所以人事部门没有为这些人员建立人事记录，每月

由销售科长上报临时销售人员名单，按每人每月 300 元发放工资，工资

款由销售科长填制领款单后向财会科领取，并负责向销售人员发放，之

后将由销售人员签名的工资结算单交回财会部门，财会部门不再进行复

核。对此，注册会计师抽查了销售科全年的工资结算单，发现其中几个

月有几个人的工资是由销售科长代领的。

请你分析该公司在工资发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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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案例提示】

1.

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必须坚持对存货进行监督性盘点，否则

不能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监盘是存货审计的必要程序，况且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

很大。

第二，存货的内部控制有一定漏洞，这种情况下只在期中进行盘点

是不妥的，况且前任注册会计师与公司总经理私人关系甚好。

第三，前任注册会计师李峰与公司总经理关系甚好，李峰的离职导

致甲公司变更委托，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能否充分信赖前任注册会计

师的工作。

第四，6 月 30 日的盘点结果与以前月份的期末存货数量有相当大

的波动，更应提醒现任注册会计师不能充分信赖前任注册会计师的

工作。

2.

该公司在工资发放中销售科长吃空额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

可能由销售科长代领工资的人员根本不存在，而这笔工资款由销售科长

侵吞。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内部控制的严重缺陷。被审单位没有为

临时销售人员建立人事记录，财务部门不对人员工资进行复核，只凭由

销售人员在工资结算单上签字是不足以起到控制作用的。

对被审单位的这一部分内部控制措施提出如下几点改进建议：

（1） 由销售部门和人事部门共同负责录用临时销售人员，人事部门

为每个人建立人事记录，临时人员离职应由销售部门及时通知人事部

门，人事部门每月向财会部门报送一份销售人员名单。

（2） 取消人均工资 300 元的发放方法，改为按销售量提成的方式。

每月由销售人员在销售量统计表上签名，销售部门再按产品分类汇总编

制销售量统计表 （公司所售产品的品种不多），同时交财会部门与有关

记录核对。

（3） 每月由销售部门计算临时销售人员工资，送交财会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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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销售量统计核对，并验算提成工资计算的正确性。

七、阅读文献

1. 朱荣恩：《审计学》，第 9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余玉苗：《审计学》，第 10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中文 1 版，第 19 章，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1.√ 2. × 3.√ 4. × 5.√ 6.√ 7.√ 8.√ 9. × 10. ×

（二） 单项选择题

1. A 2. D 3. C 4. A 5. C 6. C 7. B 8. C 9. B 10. B 11. A

12. C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D 2. ABCD 3. BC 4. BD 5. ABD 6. BCD 7. ABCD

8. ABCD 9. BCD 10. ABCD 11. ABC 12. AD 13. ABC

（四） 分析题

1.

（1）对期末存货进行监盘。

（2）对期末存货进行截止测试。

（3）向 B 公司进行函证。

（4）询问管理当局，审阅相关合同与信函，并向 B 公司进行函证。

（5） 进行计价测试。

2.

存在的不合理之处：X 产品 2002 年的销售毛利率为 17.57%，大大

高于 2001 年的 5%。理由：既然公司 2002 年的供产销形势与上年相当，

通常应保持大致相当的销售毛利率水平。

3.

（1） 审计方法：首先审阅 “生产成本”、“原材料” 和 “材料成本差

异” 等明细账，抽查甲材料购进、领用的原始凭证以及发出材料汇总表

等，验算领用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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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问题：

验算领用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

材料成本差异率 =
10 800 + （2 356 800 - 2 400 000）

300 000 + 2 400 000
× 100% = - 1.2%

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 = 480 000 × （- 1.2%） = - 5 760 （元）

通过计算可以发现，企业多转了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 15 360

（5 760 + 9 600） 元。

（3） 建议企业作如下调账处理：

借：生产成本 15 360

贷：材料成本差异 15 360

·581·



第十四章 筹资与投资循环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筹资和投资所涉及的主要业务活动、主要凭证和会计记录

了解筹资业务和投资业务的主要内部控制和符合性测试程序

掌握筹资和投资的交易测试程序

重点掌握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审计目标和实质性测试程序

重点掌握所有者权益的审计目标以及股本和实收资本的实质性

测试程序

掌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实质性测试程序

重点掌握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审计目标和实质性测试程序

掌握应 收 补 贴 款 、其 他 应 收 款 、应 付 股 利 、应 付 债 券 、其 他 应

付款、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补贴收

入、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所得税等账户的实质性测试程序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7 号———函证》

《企业会计准则———投资》

《企业会计制度》 银行借款、股本等科目的相关内容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筹资交易 投资交易 内部控制 控制测试 交易测试 银行借款

所有者权益 短期投资 长期投资 审计目标 审计程序

（二） 关键问题

1. 如何进行筹资业务和投资业务的交易类别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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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进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实质性测试？

3. 如何进行股本和实收资本的实质性测试？

4.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实质性测试程序有哪些？

5. 如何进行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实质性测试？

6. 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的实质性测试程序有哪些？

7. 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实质性测试程序有哪些？

8.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实质性测试程序有哪些？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筹资和投资的交易测试程序都是从真实性目标、完整性目标、

估价准确性目标、分类正确性目标、记录及时性目标、过账及汇总准确

性目标出发，所实施的审计程序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

2. 在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审计程序中，有一些程序是共同的，

如编制或索取明细表、审查借款的合理性、向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函证

等。在长期借款的审计程序中，审查长期借款的借款费用是一项重要的

程序，长期借款费用处理的错误一般属于混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

的错误，对当期损益和下期损益都会产生影响。

3. 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业务较少而金额较大，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中一般直接进行详细的实质性测试，而且主要是防止高估。除了审查

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报表披露等程序以外，通过审核有关的原始凭证

确定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是否符合有关的法规规定和董事会等的决议是审

计程序中的重要内容。

4. 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审计程序中，有一些程序是共同的，如

审查投资业务的授权批准情况、实地盘点或函证投资证券、审查投资的

入账价值、审查投资收益的处理等。除此以外，在长期投资的审计程序

中，投资方法的选择和长期投资业务的合规性是重要的审计程序。

5. 对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重要的程序是选择大额或异常的

项目进行询证、进行截止测试、检查有无长期挂账的项目、报表披露是

否恰当等。

6. 对无形资产，尤其注意入账价值的确定、减值准备的提取、摊

销的处理、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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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重要的审计程序是抽查大额或异常的

项目、分析性复核、截止测试、报表披露等。

8. 对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尤其注意核算内容的审查、大额

或异常项目的审查等。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如果被审计单位长期投资超过其净资产的 50%，注册会计师应

提请被审计单位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投资。 （ ）

2. 如果企业的长期投资证券是委托某些专门机构代为保管，注册

会计师应向这些保管机构进行函证，以证实投资证券的存在性和金额准

确性。 （ ）

3. 在审查盈余公积的使用时，注册会计师应查实被审计单位公益

金仅仅用于职工集体福利。 （ ）

4. 注册会计师审查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已发行的股票数量是否真实、

是否已收到股款时，应向主要股东函证。 （ ）

5. 长期借款发生以后，一般在偿还期内很少发生变动。如果被审

计年度长期借款没有发生变动，注册会计师可以省略相关的审计程序。

（ ）

6. 为确定 “应付债券” 账户期末余额的合法性，注册会计师应直

接向债务人及债券的承销人或包销人进行函证。 （ ）

7. 由于对所有者权益项目通常直接进行详细的实质性测试，所以

注册会计师可以不了解所有者权益的内部控制。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注册会计师在审查长期债券投资的溢价摊销时，不应重点审查

的是（ ）。

A. 摊销方法是否合规

B. 每期摊销额计算是否正确

C. 每期投资收益是否为应计利息和溢价摊销额之差

D. 长期债券投资是否采用权益法核算

2. 注册会计师审计应付债券时，如果被审计单位应付债券业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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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直接进行（ ）。

A. 内部控制调查 B. 符合性测试

C. 实质性测试 D. 穿行测试

3. 注册会计师审计股票发行费用的会计处理时，若股票溢价发行，

应查实被审计单位按规定将各种发行费用（ ）。

A. 先从溢价中抵销 B. 作为长期待摊费用

C. 作为递延资产 D. 作为当期管理费用

4. 注册会计师要验证企业长期投资是否超过其净资产的 50%，为

使审计工作更有效，其实施相关审计程序的最佳时间是（ ）。

A. 审计计划阶段 B. 符合性测试阶段

C. 对被投资单位验资时 D. 审计完成阶段

5. 当发现记录的债券利息费用大大超过相应的应付债券账户余额

与票面利率乘积时，注册会计师应当怀疑（ ）。

A. 应付债券的折价被低估 B. 应付债券被高估

C. 应付债券被低估 D. 应付债券的溢价被高估

6. 甲注册会计师审计某公司长期借款业务时，为确定 “长期借款”

账户余额的真实性，可以进行函证。函证的对象应当是（ ）。

A. 该公司的律师 B. 金融监管机构

C. 银行或其他有关债权人 D. 该公司的主要股东

7. 所有者权益审计采用的方法一般是（ ）。

A. 详查法 B. 抽查法

C. 分析法 D. 分析性复核

8. 注册会计师为了验证被审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所列示的长期

投资确实归被审计单位所有，应实施的最佳审计程序是（ ）。

A. 将交易及会计记录进行核对，确定所有交易均经批准或授权

B. 抽查投资交易原始凭证，证实有关凭证是否已预先编号

C. 函证资产负债表日被托管的所有证券

D. 将明细账与总账进行核对

9. 在应付债券的审计中一般不涉及的账户是（ ）。

A. 在建工程 B. 财务费用

C. 投资收益 D. 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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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企业不按期进行应付债券的折、溢价摊销（ ）。

A. 不会影响在建工程的账面记录

B. 不会影响财务费用的账面记录

C. 不会影响应付债券的账面价值

D. 不会影响应付债券的面值

11. 甲公司 2000 万股普通股股票上市发行，下列审计程序中审计人

员最不可能执行的是（ ）。

A. 向该公司的开户银行函证 B. 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函证

C. 检查股票备查登记簿 D. 检查该公司已签发的现金支票

12. 审查未分配利润时，一般不涉及的账户是（ ）。

A. 应付股利 B. 股本

C. 本年利润 D. 利润分配

（三） 多项选择题

1. 注册会计师审查无形资产的摊销时，应查实（ ）。

A. 摊销的方法是否合理 B. 摊销的金额是否计算无误

C. 摊销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D. 摊销的程序是否合理

2. 对 于 实 收 资 本 的 减 少，注 册 会 计 师 应 查 明 被 审 计 单 位 是 否

（ ）。

A. 事先通知所有债权人，债权人无异议

B. 事先通知所有债务人，债务人无异议

C. 经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并修改公司章程

D. 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

3. 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在审查长期股权投

资的投资收益时，注册会计师应重点查实（ ）。

A. 该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是否经过批准

B. 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增减变动数额是否真实、准确

C. 该公司的投资比例是否真实、准确

D. 该公司分享的净资产增减变动数额是否真实、准确

4. 某 客 户 的 财 务 负 责 人 担 任 证 券 的 会 计 记 录 工 作，他 不 宜 再

（ ）。

A. 参与证券买卖 B. 参与证券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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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兼任证券业务的授权审批 D. 兼任证券买卖的负责人

5. 下列各项中可以作为长期借款实质性测试审计证据的是（ ）。

A. 长期借款明细表

B. 长期借款的合同和授权批准文件

C. 相关抵押资产的所有权证明文件

D. 重大长期借款的函证回函和逾期长期借款的展期协议

6. 下列各项控制措施中属于筹资业务的实物控制的是（ ）。

A. 设立债券和股票筹资登记簿

B. 委托代理机构发放股利

C. 已收回的债券应及时注销

D. 股利发放要以董事会有关发放股利的决议文件为依据

7. 下列关于所有者权益审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一般采用详细审计的方法

B. 通常不需要了解相关的内部控制

C. 符合性测试是必须要执行的程序

D. 重点要防止高估

8. 为证实长期借款披露的恰当性，审计人员应注意（ ）。

A. 借款合同中有关限制条件的财务信息的披露情况

B.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分类情况

C. 长期借款的授权批准情况

D. 长期借款的抵押和担保的披露情况

9. 下列审计程序中属于分析性复核的是（ ）。

A. 根据长期借款的加权平均总额和加权平均利息率计算全年的利

息费用，并与实际利息费用比较

B. 根据每月的借款利息和平均利息率推算长期借款的金额，据以

检查长期借款的漏计和低估情况

C. 根据票面利率和债券的面值计算应计利息数，并验证企业的账

面记录

D. 验算盈余公积的提取基数和提取金额

10. 向债券登记结算公司 函 证，可 以 获 取 证 据 证 明 上 市 公 司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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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期末股本计价的正确性

B. 股本的报表披露的恰当性

C. 涉及股本的业务的授权情况

D. 股本业务记录的正确性

11. 对盈余公积的审计，审计人员一般是由盈余公积账户追查至

（ ）。

A. 资产负债表 B. 利润表

C. 利润分配表 D. 现金流量表

12. 企 业 如 果 不 按 期 计 算 应 付 债 券 的 应 计 利 息，可 能 会 影 响

（ ）。

A. 在建工程账户的记录

B. 财务费用账户的记录

C. 应付债券的账面价值

D. 应付债券的折价或溢价摊销额

（四） 综合题

1. 甲公司 2000 年 1 月 1 日为购建固定资产发行企业债券，面值

5 000 000元，3 年期，年利率 6%，每年 6 月 30 日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发行收入 5 090 000 元存入银行。固定资产在 2000 年 6 月 30 日投

入使用。2000 年的会计处理如下 （公司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采用直

线法进行溢价摊销）：

（1） 取得发行收入存入银行时：

借：银行存款 5 090 000

贷：应付债券 5 090 000

（2）6 月 30 日付息时：

借：财务费用 150 000

贷：银行存款 150 000

要求：

（1） 请指出上述会计处理中的错误，并说明对 2000 年的资产和损

益有何影响。

（2） 作调账处理。

2. 审计人员审查某公司 2001 年的长期投资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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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 年 1 月 1 日，以每股 1 元的价格购入方达公司股票 100 万

股，占方达公司股票总数的 30%。方达公司 2001 年度税后利润 200 万

元，并发放 50 万元作为现金股利。

（2）2001 年 1 月 1 日，以 109 万元购入面值为 100 万元、三年期、

票面利率为 6%、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公司按直线法进行溢价

摊销。

（3） 账面资料显示：

“股票投资” 明细科目年末余额 100 万元，“债券投资” 明细科目年

末余额为 109 万元；“投资收益” 科目的贷方发生额中，股票投资的股

利收入为 15 万元，债券投资的利息收入为 6 万元。

要求：分析上述长期投资业务会计处理中的问题，并计算长期投资

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以及投资收益的正确金额。

六、案例

某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某上市公司 2002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

审计。注册会计师于 2002 年 12 月 2 日对该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

解和测试，并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了了解和测试的事项。部分内容

如下：

（1） 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的投资权限为 1 亿元以下，董事会

决定由总经理负责实施。总经理决定由证券部负责总额在 1 亿元以下的

股票买卖。该公司规定，公司划入营业部的款项由证券部申请，由会计

部审核，总经理批准后划转入公司在营业部开立的资金账户。经总经理

批准，证券部直接从营业部资金账户支取款项。证券买卖、资金存取的

会计记录由会计部处理。注册会计师了解和测试投资的内部控制后发

现：证券部在某营业部开户的有关协议及补充协议未经会计部或其他部

门审核。根据总经理的批准，会计部已将 8000 万元汇入该户。证券部

处理证券买卖的会计记录，月底将证券买卖清单交给会计部，会计部据

以汇总登记。

（2） 该公司控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兼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是聘任的。在公司章程及相关决议中未具体载明股东大会、董事

会、经营班子的融资权限和批准程序。经了解，该公司由财务部负责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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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2002 年根据总经理的批示向工商银行借入了 1 亿元贷款。

要求：

（1） 根据上述内容，假定未描述的其他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请指

出该公司内部控制在设计和运行方面的缺陷，并提出改进建议。

（2） 根据对该公司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测试，请分别指出上述内部控

制缺陷与哪些会计报表项目和科目的何种认定相关。

【案例提示】

（1） 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及改进建议

由证券部直接支取款项使授权与执行职务未得到分离，使款项的安

全得不到保证。建议该公司从资金账户中支取款项时，由会计部审核和

记录、由证券部办理。

与证券投资有关的活动要由两个部门控制。有关的协议未经独立部

门审核，会使有关的条款未全部在协议中载明，可能存在协议外的约

定。建议该公司与营业部的协议应经会计部或其他部门审核。

证券部自己处理证券买卖的会计处理，业务的执行与记录这两个不

相容职务未分离，并且未得到适当的授权和批准；月末会计部汇总登记

证券投资记录，未及时按每一种证券分别设立明细账，详细核算。应建

议公司由会计部负责对投资进行核算，及时分品种设立明细账详细

核算。

借款应得到适当的授权或批准。建议该公司在公司章程或有关决议

中具体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的关于筹资的权限和批准

程序。

（2） 内部控制缺陷与会计报表项目认定的关系

由证券部直接支取款项与投资的 “完整性”、“存在或发生” 认定

有关。

与证券部的协议未经独立部门审核与投资的 “完整性” 认定有关。

由证券部进行会计核算、会计部月末汇总与投资的 “估价或分摊”、

“完整性” 认定有关。

在公司章程及相关决议中未具体载明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

的融资权限和批准程序，与借款的 “完整性”、“存在或发生”、“估价或

分摊” 的认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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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阅读文献

1. 朱荣恩：《审计学》，第 10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余玉苗：《审计学》，第 11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中文 1 版，第 20 章，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3. × 4. × 5. × 6. × 7. ×

（二） 单项选择题

1. D 2. C 3. A 4. D 5. C 6. C 7. A 8. C 9. C 10. D 11. D

12. B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 2. ACD 3. BCD 4. ABCD 5. ABCD 6. AC 7. AD 8. ABD

9. AB 10. AD 11. BC 12. ABC

（四） 分析题

1.

上述会计处理有错误，具体说明如下：

（1） 债券为溢价发行，应设置债券面值、债券溢价明细账分别核算

债券面值和溢价，并应在付息时和年末进行溢价的摊销。

（2） 因为发行债券所筹资金是用于固定资产购建，所以固定资产投

入使用之前发生的债券利息应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固定资产投入使用之

后发生的债券利息应作为财务费用核算。

（3） 年末没有作计提利息和溢价摊销的会计处理。

上述问题对当年资产和损益的影响：少计资产 135 000 元，少计利

润 15 000 元。具体说明如下：

（1） 由于在 6 月 30 日没有将所付利息资本化并进行溢价摊销，所

以少计资产 135 000 （5 000 000 × 6% ÷ 2 - 90 000 ÷ 6） 元，多计财务费

用 150 000 元，导致少计利润 150 000 元。

（2） 由于在年末没有计提应计利息并进行溢价摊销，所以少计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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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135 000 （300 000 ÷ 2 - 90 000 ÷ 6） 元，导致多计利润 135 000 元。

调账分录如下：

（1） 债券发行时：

借：应付债券 5 090 000

贷：应付债券———债券面值 5 000 000

应付债券———债券溢价 90 000

（2）2000 年 6 月 30 日付息时：

借：在建工程 150 000

贷：财务费用 150 000

同时：

借：应付债券———债券溢价 15 000

贷：在建工程 15 000

（3） 年末计提应计利息并进行溢价摊销：

借：财务费用 150 000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150 000

借：应付债券———债券溢价 15 000

贷：财务费用 15 000

2.

（1） 对股票投资，公司采用的是成本法核算。在投资比例达到

30%的情况下，应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所以导致股票投资的期末余额

和投资收益错误。

对债券投资，公司没有进行溢价的摊销。当年债券投资的期末余额

应以原始价值减去当年的摊销额，投资收益应以当年的应收利息减去溢

价摊销额。

（2）股票投资期末余额 = 100 + 200 × 30% - 50 × 30% = 145 （万元）

债券投资期末余额 = 109 - （109 - 100） ÷ 3 = 106 （万元）

股票投资的投资收益 = 200 × 30% = 60 （万元）

债券投资的投资收益 = 100 × 6% - （109 - 100） ÷ 3 = 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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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货币资金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及控制测试的主要内容

掌握现金的审计目标

了解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内部控制

掌握现金的实质性测试程序

掌握银行存款的审计目标

掌握银行存款的实质性测试程序

了解其他货币资金的审计目标、实质性测试程序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7 号———函证》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8 号———银行间函证程序》

《企业会计制度》 银行存款、现金等科目的相关内容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货币资金 内部控制 符合性测试 现金 银行存款 审计目标

实质性测试程序

（二） 关键问题

1. 现金的审计目标是什么？如何进行现金的实质性测试？

2. 注册会计师执行库存现金的盘点程序和存货的监盘程序有何

区别？

3. 银行存款的审计目标是什么？如何进行银行存款的实质性测试？

4. 银行存款的函证与应收账款的函证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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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册会计师取得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后应检查哪些内容？如果

注册会计师从被审计单位的开户银行取得了 2003 年 1 月 31 日的银行对

账单，该对账单能证实 2002 年 12 月 31 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的哪

些内容？

四、重点与难点分析

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测试主要是通过检查的方法进行的，如检查收

付款凭证、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等，即通过检查交易和事项留下的

凭证来测试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测试的部分程序与银行存款的实质性测试的部分

程序相近，如日记账与总账核对、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检查外币

资金的折算等，应注意二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在符合性测试中执行上述

程序，是为了检查账账核对、定期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等内部控制

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外币折算方法的合法性和一贯性，而在实质性测试

中执行这些程序，则是为了检查相关内部控制下所产生的会计信息，如

账账是否相符、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未达账项的真实性、外币业务折

算的正确性等。

盘点库存现金是现金实质性测试中的一项重要程序，其目的是证实

现金的存在性。注意比较现金的盘点与存货的监盘程序的区别，如盘点

的参加人员、盘点的范围、盘点的内容、盘点的时间、盘点的方式等

方面。

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和函证银行存款余额都是证实银行存款是

否存在的重要程序。

取得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后，应检查未达账项的真实性、资产负债

表日后的进账情况。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未提现支票 （企业已付、银行未

付）、在途存款 （企业已收、银行未收）、银行已收企业未收的款项。

向银行函证，不仅可以了解银行存款的存在、了解欠银行的债务，

还可以发现未登记的银行借款。注意应向本年度被审单位存过款的所有

银行发函。注意比较银行存款的函证和应收账款的函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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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货币资金的支出要有合理、合法的凭据，并要有核准手续。 （ ）

2. 库存现金的盘点一般采用突击方式进行。 （ ）

3. 企业的其他货币资金业务较少，注册会计师一般直接进行其他

货币资金的实质性测试。

4. 库存现金的盘点一般不能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进行，因为盘点的

目的是证实资产负债表日现金的实际库存数。 （ ）

5. 银行存款的函证一般采用否定式函证。 （ ）

6. 被审计单位的一年以上的定期存款或限定用途的存款不属于流

动资产，应列示于其他资产项下。 （ ）

7. 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表上的银行存款余额，应以编制的银行存

款余额调节表调整后的数额为准。 （ ）

8. 库存现金的盘点是针对现金的完整性目标而实施的。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下面各项中属于银行存款的符合性测试程序的是（ ）。

A. 取得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并检查未达账项的真实性

B. 检查银行存款收支的正确截止

C. 检查外币银行存款的折算方法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与上年

度一致

D. 函证银行存款余额

2. 如果注册会计师已从被审计单位的某开户银行获取了银行对账

单和所有已付支票清单，该注册会计师（ ）。

A. 不必再向该银行函证

B. 仍须向该银行函证

C. 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是否向该银行函证

D. 可根据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要求，确定是否向该银行函证

3. 注册会计师测试现金余额的起点是（ ）。

A. 检查所有现金支出凭证和已开出支票

B. 抽取并检查现金收付款凭证，与现金日记账核对

·991·



C. 核对现金日记账与总账的余额是否相符

D. 盘点库存现金

4. 注册会计师监盘库存现金时，被审计单位必须参加的人员是（ ）。

A. 会计主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

B. 现金出纳员和银行出纳员

C. 现金出纳员和内部审计人员

D. 出纳员和会计主管人员

5. 注 册 会 计 师 需 要 进 行 函 证 的 被 审 计 单 位 的 开 户 银 行 应 该 是

（ ）。

A. 存款户已经结清的银行

B. 本年存过款的所有银行

C. 有其他货币资金存款的银行

D. 存款户尚未结清的银行

6. 如果注册会计师要证实被审计单位在临近 12 月 31 日签发的支票

未予入账，最有效的审计程序是（ ）。

A. 函证 12 月 31 日的银行存款余额

B. 审查 12 月 31 日的银行对账单

C. 审查 12 月 31 日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D. 审查被审计单位 12 月份的支票存根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7. 银行存款截止测试的关键是（ ）。

A. 审查被审年度各月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B. 确定被审年度企业对各银行账户开出的最后一张支票的号码

C. 审查被审年度各月的银行对账单

D. 确定企业在被审年度记录的最后一笔银行存款业务

8. 在盘点库存现金时，注册会计师如果发现有抵充库存现金的借

条及未提现支票，应（ ）。

A. 通知被审计单位及时入账

B. 在 “库存现金盘点表” 中注明或作必要调整

C. 将其作为审计差异，并记录于 “审计差异调整表”

D. 要求被审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相关附注中列示

9. 为证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日记账、总账记录的正确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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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会计师应抽取审查一定期间的（ ）。

A. 内部控制流程图 B. 收款凭证

C. 付款凭证 D.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三） 多项选择题

1. 注册会计师实施的下列各项审计程序中，能够证实银行存款是

否存在的有（ ）。

A. 分析定期存款占银行存款的比例

B. 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C. 函证银行存款余额

D. 检查银行存款收支的正确截止

2. 下列关于库存现金盘点程序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 企业各部门经管的现金都应列入盘点范围

B. 库存现金盘点是证实资产负债表所列现金是否存在的一项重要

程序

C. 对借条、未作报销的原始凭证，可以视同库存现金

D. 对存放在两处或两处以上的现金应同时进行盘点

3. 一个良好的银行存款内部控制制度应做到（ ）。

A. 按月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B. 加强对银行存款收支业务的内部审计

C. 全部收支及时准确入账，支出要有核准手续

D. 银行存款收支与记账的岗位分离

4. 为证实银行存款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在取得银行存款余额调

节表以后应检查（ ）。

A. 企业是否按月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B. 未达账项的真实性

C. 大额银行存款的收支情况

D. 资产负债表日后的进账情况

5. 注册会计师向客户的往来银行进行函证，可以了解（ ）。

A. 资产负债表所列银行存款是否存在

B. 银行存款收支记录的完整性

C. 是否有欠银行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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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是否有未登记的银行借款

6. 注册会计师对库存现金进行突击性盘点，可以实现的审计目标

包括（ ）。

A. 确定资产负债表上所列示的现金是否确实存在

B. 确定被审计期间所发生的现金收支业务是否已全部记账

C. 确定现金的余额是否正确

D. 确定现金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披露是否恰当

7. 一个良好的现金内部控制应该做到（ ）。

A. 控制现金坐支，当日收入现金应及时送存银行

B. 按月盘点现金，做到账实相符

C. 全部收支要有合理、合法的凭据并及时准确入账，支出要有核

准手续

D. 现金收支与记账的岗位分离

六、案例

1. 甲注册会计师在对 A 公司 2002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对该

公司的银行存款实施的部分审计程序如下：

（1） 取得 2002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2） 向开户银行寄发银行询证函，并直接收取寄回的询证函回函。

（3） 取得开户银行 2003 年 1 月 31 日的银行对账单。

问题：

（1） 甲注册会计师应采取何种方式才能直接收回开户银行的询证函

回函？目的是什么？

（2） 甲注册会计师取得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后应检查哪些内容？

（3） 甲注册会计师索取开户银行 2003 年 1 月 31 日的银行对账单，

能证实 2002 年 12 月 31 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哪些内容？

2. 注册会计师在审查某机器制造公司的银行存款账时，发现该公

司 2003 年 5 月 31 日的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为 168 800 元，银行对

账单余额为 166 000 元。注册会计师将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逐

笔核对后，发现下列情况：

（1）5 月 15 日银行对账单上收到外地某加工厂的托收承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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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000元，公司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上没有记录。

（2）5 月 19 日银行向外地某钢厂支付钢材采购款 60 000 元，公司

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上没有记录。

（3）5 月 29 日公司开出转账支票 1 张，金额 6 400 元，银行对账单

上没有记录。

（4）5 月 30 日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记载存入转账支票 1 张，金额

9 200元，银行对账单上没有记录。

要求：根据上述情况，验证公司 5 月 31 日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

是否正确，分析公司银行存款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的

审查意见。

【案例提示】

1.

（1） 注册会计师应在询证函内指明回函请直接寄至甲注册会计师所

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在询证函内附上贴足邮票的以甲注册会计师所在

会计师事务所为回函地址的信封。甲注册会计师直接收回开户银行询证

函的目的是防止 A 公司截留或更改回函。

（2） 甲注册会计师应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未达账项的真实

性，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入账情况。

（3） 甲注册会计师索取开户银行 2003 年 1 月 31 日的银行对账单，

能证实列示在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的在途存款和未兑现支票的真

实性。

2.

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的正确余额应该为：

166 000 + 9 200 - 6 400 + 60 000 - 60 000 = 168 800 （元）

公司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是正确的。

公司可能存在出借银行账户的问题，因为 5 月 15 日和 19 日银行对

账单上有一收一付金额相等的两笔收支记录，而公司的银行存款日记账

上没有相应的收付记录。根据银行对账单上显示的收付记录的内容，可

以检查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和材料采购明细账，如果主营业务收

入明细账上没有向外地某加工厂销售的记录，材料采购明细账上没有向

外地某钢厂采购材料的记录，可以断定公司确实存在出借银行账户的

·302·



问题。

七、阅读文献

1.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中文 1 版，第 21 章，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2. 朱荣恩：《审计学》，第 11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余玉苗：《审计学》，第 12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3.√ 4. × 5. × 6.√ 7. × 8. ×

（二） 单项选择题

1. C 2. B 3. C 4. D 5. B 6. D 7. B 8. B 9. D

（三） 多项选择题

1. BC 2. ABD 3. ABCD 4. BD 5. ACD 6. ABC 7.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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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特殊项目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期初余额的含义和审计目标

理解期初余额的审计程序

重点掌握期初余额的审计结论对本期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掌握期后事项的审计目标和审计程序

重点掌握期后事项的含义、种类和期后事项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了解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会计估计的审计目标和审

计程序

掌握非货币性交易的审计目标和审计程序

掌握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审计目标和审计程序

掌握财务承诺和或有事项的审计目标和审计程序

掌握持续经营假设的审计目标和审计程序

重点掌握持续经营假设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掌握错误与舞弊、违反法规行为的含义

了解增加错误与舞弊的情形、管理舞弊的主要手段以及管理舞

弊的 “红旗” 警讯

掌握错误与舞弊的审计程序

掌握编制和实施审计计划时如何关注违反法规行为

掌握发现可能存在违反法规行为时的处理

掌握违反法规行为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8 号———错误与舞弊》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4 号———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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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5 号———期后事项》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6 号———关联方及其交易》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7 号———持续经营》（修订）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8 号———违反法规行为》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5 号———会计估计》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5 号———合并会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期初余额 期后事项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会计估计

非货币性交易 关联方及其交易 财务承诺 或有事项 持续经营假设

审计目标 审计程序 审计报告 错误 舞弊 违反法规行为

（二） 关键问题

1. 注册会计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期初余额进行审计？期初余额

的审计目标是什么？

2. 如何根据期初余额的审计结论确定其对本期审计意见类型的

影响？

3. 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审计目标是什么？简要说明通常需要执行哪

些专门的审计程序进行关联方交易的审计？

4. 或有事项的审计目标是什么？

5. 什么是期后事项？期后事项分为哪两种类型？各自对会计报表

有何影响？

6. 注册会计师对审计外勤工作结束日之前和之后发生的期后事项

的责任有什么不同？对审计报告有何影响？

7. 持续经营假设对审计意见有何影响？

8. 被审计单位在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等方面出现哪些迹象时可能

导致注册会计师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

9. 表明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存在潜在错报或漏报危险的信号有

哪些？

10. 注册会计师在会计报表审计中如何关注错误与舞弊行为？错误

与舞弊行为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业务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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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注册会计师发现可能存在违反法规行为时应如何处理？违反法

规行为对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有何影响？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一） 期初余额的审计

从以下几个方面掌握这部分内容：

1. 期初余额的含义。

2. 什么情况下要对期初余额进行审计？

（1）首次接受委托。

（2）需要发表审计意见的当期会计报表中使用了前期会计报表的

数据。

3. 期初余额的审计目标。

4. 对期初余额无需专门发表审计意见，但要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

掌握通常需要执行的审计程序。

考虑期初余额的审计结论对会计报表审计意见的影响。

（二） 期后事项的审计

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这部分内容：

1. 期后事项的定义

在期后事项的定义中，之所以把期后事项的发生时间分为两段，是

因为注册会计师对这两段时间内发生的期后事项所负的责任不同。

2. 期后事项的种类

根据期后事项对会计报表的影响不同，可将期后事项分为两类。这

与期后事项发生的时间没有关系。下面两类期后事项既可能发生在审计

报告日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审计报告日之后。

（1） 对资产负债表日已存在情况提供补充证据的事项：

①这类事项的主要情况出现在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②应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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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具体项目。

（2） 不影响会计报表金额，但可能影响对会计报表正确理解的

事项：

①这类事项的主要情况出现在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表日之后。

②应提请被审计单位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如不披露，会影响对

会计报表的正确理解。

③具体项目。

3. 期后事项的审计目标和审计程序

4. 期后事项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1） 对已经发现的重大期后事项，注册会计师应根据期后事项的类

型，分别提出调整或披露建议。如果被审计单位不接受调整或披露建

议，注册会计师应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2） 注册会计师对 a、b 两个时间段内 （即审计报告日之前和审计

报告日之后） 发生的期后事项所负的责任不同：

①在审计外勤工作结束日之前，注册会计师应主动实施审计程序或

进行专门询问以发现审计报告日之前发生的期后事项。

②在审计外勤工作结束日之后，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主动实施审计

程序或进行专门询问以发现审计报告日之后发生的期后事项。但应对其

知悉的期后事项予以关注，并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以确定期后事项的

类型及其对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影响程度。

（3） 审计报告日之后发生的期后事项，注册会计师在追加审计程序

之后，对审计报告时间有两种表述方法：一是以延长后的审计外勤工作

结束日作为审计报告日，二是标注双重日期。两种做法对注册会计师责

任的影响不同。

（4） 在会计报表公布日后获知审计报告日已经存在但尚未发现的期

后事项，注册会计师应与被审单位讨论如何处理，并考虑是否需要修改

已审计会计报表。如被审计单位拒绝采取适当措施，注册会计师应考虑

是否修改审计报告。

（三） 或有事项的审计

或有事项可能产生或有资产，也可能产生或有负债。

（1） 或有资产：不应在会计报表中确认，一般也不应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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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或有负债

①如果或有负债可能导致损失，且损失的金额可以合理估计，则应

将其确认为 “预计负债”，作为会计报表项目在会计报表中反映出来。

②如果或有负债可能导致损失，但损失的金额无法合理估计；或导

致损失的可能性很小，则对该项或有负债只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

注册会计师对或有事项进行审计，首要目标在于确定或有事项是否

存在，根据客户对或有事项的确认和披露情况，决定对会计报表审计意

见的影响。

要求掌握或有事项的种类、审计目标，了解或有事项的审计程序。

（四） 持续经营假设的审计

掌握审计目标、审计程序和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五） 错误与舞弊的审计

审计人员应以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实或消除对存在错误或舞弊的

怀疑，并考虑对审计报告的影响；如果客户的最高管理人员涉嫌舞弊

时，影响律师咨询并考虑取消审计业务约定。

（六） 违反法规行为的审计

审计人员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业务时，在审计计划和审计实施阶段都

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充分关注可能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违

反法规行为，并在审计终结阶段考虑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期初余额是指被审计单位首次接受审计时，所审计会计期间期

初已存在的余额。 （ ）

2. 注册会计师对期初余额进行审计，主要是为了证实期初余额不

存在对本期会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错报或漏报。 （ ）

3. 注册会计师要充分考虑期初余额审计形成的相关结论对所审计

会计报表的影响，以决定发表审计意见的类型。 （ ）

4. 通报可能影响会计报表的期后事项，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 ）

5.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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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单位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识别和披露关联方及其交易是注

册会计师的责任。 （ ）

6. 注册会计师只能对关联方及其交易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发表意见，而不可能发现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所有错报

和漏报。 （ ）

7. 注册会计师应当就被审计单位所提供的关联方交易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向管理当局获取书面声明。 （ ）

8. 注册会计师审计关联方交易时，重点应放在关联方交易的会计

处理是否恰当上。 （ ）

9. 对未决诉讼案件，如果被审计单位已经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做了

适当披露，注册会计师也对此取得了充分证据，但其结果对会计报表的

影响较大且不确定性程度较大，注册会计师仍应在审计报告中进行反

映。 （ ）

10. 注册会计师关注或有事项，主要目的在于提请被审计单位对重

大的或有损失在会计报表或附注中加以反映。 （ ）

11. 凡在审计外勤工作结束日之前发生的期后事项，注册会计师应

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会计报表；凡在审计外勤工作结束日之后发生的期

后事项，注册会计师应提请被审计单位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 ）

12. 注册会计师应充分考虑被审计单位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经营假

设不再合理的可能性，以确定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 ）

13. 如果前任注册会计师出具了带说明段的审计报告，则注册会计

师对本期会计报表仍应出具带说明段的审计报告。 （ ）

14. 当引起销售增长的应收账款和库存非正常增长时，可能表明企

业会计报表存在潜在的危险。 （ ）

15. 如果有迹象表明错误货物不可能存在时，注册会计师应修改或

追加审计程序，并发表保留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下列关于或有事项和期后事项的描述中正确的是（ ）。

A. 前者的主要情况出现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后者的主要情况出

现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

B. 前者可能引起对外支付，后者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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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前者结束于资产负债表日之前，后者结束于资产负债表日之后

D. 前者的结果尚不明确，后者的结果已经明确

2.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关联方及其交易审计目标的是（ ）。

A. 关联方及其交易是否真实存在

B. 关联方交易是否合法

C. 关联方交易的记录是否适当

D. 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是否恰当

3. 下列事项需要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会计报表的是（ ）。

A. 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表日后被兼并

B. 被审计单位所持股票的市价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严重下跌

C. 资产负债表日前被审计单位被起诉，法院于资产负债表日后审

计报告日前做出判决，被审计单位败诉，要支付大笔赔偿金

D. 被审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审计报告日前发生一起重大

火灾

4. 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时，应关注其财务

危机。下列各种迹象中，属于财务危机的是（ ）。

A. 会计主管人员离职且无人代替

B. 失去主要市场、特许权或主要供应商

C. 人力资源或重要原材料短缺

D. 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且长期未做处理

5. 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假设不再合理，而

仍在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应发表（ ）。

A.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B. 保留意见

C. 否定意见

D. 无法表示意见

6. 注 册 会 计 师 对 期 后 事 项 审 计 时，其 应 负 责 任 的 截 止 日 期 为

（ ）。

A. 审计外勤工作结束日

B. 会计报表公布日

C. 会计报表批准报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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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资产负债表日

7. 注册会计师对期后事项所负的责任取决于（ ）。

A. 期后事项主要情况出现的时间

B. 期后事项发生的原因

C. 期后事项的性质

D. 期后事项发生的时间

8. 被审计单位连续出现巨额营业亏损，但注册会计师认为其持续

经营假设是合理的，则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应提请被审计单位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适当披露

B. 若被审计单位拒绝披露，应发表保留意见

C. 若被审计单位充分披露，应不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提及

D. 无论被审计单位是否作了披露，都应在审计报告中提及

9.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当发现错误或舞弊行为是由内部控制漏洞所导致时，注册会计

师应考虑修改实质性测试程序

B. 注册会计师有责任将会计报表中存在的严重失实的错误、舞弊

和违反法规行为揭露出来

C. 通常在编制审计计划时无需考虑存在重大错误、舞弊和违法行

为的可能性

D. 对错误、舞弊和违反法规行为，注册会计师应做到合理确信的

程度

（三） 多项选择题

1. 注册会计师在进行会计报表审计时，一般对期初余额（ ）。

A. 无须专门发表审计意见

B. 无须专门实施审计程序

C. 必须专门发表审计意见

D. 必须考虑其审计结论对所审计会计报表的审计意见的影响

2. 注册会计师判断期初余额对本期会计报表影响程度的着眼点是

（ ）。

A. 期初余额是否存在对本期会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错报或漏报

B. 上期结转至本期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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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D. 上期期末已存在的或有事项及其承诺

3. 如果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实期初余额是否对本期

会计报表有重大影响，注册会计师应对本期会计报表发表（ ）。

A. 无保留意见

B. 保留意见

C. 否定意见

D. 无法表示意见

4. 注册会计师审计被审计单位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目的在

于确定（ ）。

A. 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

B. 会计政策变更的合法性

C. 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的正确性

D. 会计政策变更的披露的恰当性

5. 被审计单位应该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或有负债一般包括

（ ）。

A. 通过或有事项所确认的负债

B. 已贴现商业承兑汇票的或有负债

C. 未决诉讼、仲裁形成的或有负债

D. 为其他单位提供债务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

6. 关联方及其交易对会计报表反映有重要影响，注册会计师进行

会计报表审计时，应（ ）。

A.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查明是否存在关联方

B.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查明被审计单位是否与关联方进行交易

C. 提请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就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出具声明书

D. 在审计报告中提及重要的关联方及其交易

7. 某注册会计师于 2003 年 1 月 10 日完成了对被审计单位 2002 年

度会计报表的外勤审计工作，于 1 月 15 日获知被审计单位有大批产成

品经验收不合格，于 1 月 22 日完成了对该期后事项的追加审计程序，

则审计报告日应确定为（ ）。

A.1 月 10 日 B.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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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月 15 日

D. 标注双重日期 1 月 10 日、1 月 22 日

8. 某注册会计师对甲公司 2002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发现，该

公司当年发生大额非货币性交易，则应提请该公司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

露（ ）。

A. 非货币性交易中换出换入资产的类别

B. 非货币性交易中资产的计价基础

C. 非货币性交易中实现的损益

D. 非货币性交易中换出换入资产的金额

9. 下 列 审 计 程 序 中 可 以 帮 助 注 册 会 计 师 识 别 关 联 方 交 易 的 是

（ ）。

A. 查阅以前年度工作底稿

B. 了解是否存在已经发生但未进行会计处理的交易

C. 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记录

D. 查阅会计记录中数额较大的、异常的及不经常发生的交易或

金额

10. 下列各种迹象中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

设产生重大疑虑的是（ ）。

A. 无法继续履行重大借款合同中的有关条款

B. 无法偿还即将到期且难以展期的债务

C. 营业期限即将到期且无意继续经营

D. 存在数额巨大的或有负债

11. 对被审计单位可能存 在 的 错 误 或 舞 弊 行 为，注 册 会 计 师 应

（ ）。

A. 考虑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可能影响

B. 搜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加以证实或消除疑虑

C. 证实其确实存在以后应取消业务约定

D. 对确实存在的重大错误或舞弊行为，应发表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

12. 下列关于违反法规行为的审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在符合性测试中不能发现可能影响会计报表的违反法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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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于违反法规行为的严重影响，注册会计师应发现和揭示会计

报表中所有的违反法规行为

C. 当被审计单位拒绝纠正违反法规行为时，注册会计师应考虑征

求律师意见或解除业务约定

D. 当被审计单位对违反法规行为拒绝反映或反映不当时，注册会

计师应出具保留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案例

注册会计师王某审计甲公司 2003 年度的会计报表，于 2004 年 2 月

2 日完成审计工作。王某了解到 2004 年 2 月 16 日甲公司的一笔巨额应

收账款因债务人宣布破产而无法收回。王某于 2 月 22 日完成了对这一

期后事项的审计工作。要求：

（1） 说明王某确定审计报告的日期的方法有哪些？所承担的责任有

何不同？

（2） 假设甲公司在被审计年度中就很清楚债务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

资不抵债，而对此没有计提足够的坏账准备，对债务人破产这一事件，

王某应如何要求公司对被审计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处理？

（3）假设债务人破产是由于 2 月 5 日的一场重大火灾所导致的，而

在被审计年度其经营状况良好，对债务人破产这一事件，王某应如何要

求甲公司对被审计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处理？

【案例提示】

（1） 注册会计师确定审计报告日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签署双重日

期，即保留 2 月 2 日的审计报告日，并就债务人破产事件注明 2 月 22

日这一新的审计报告日。二是更改审计报告日，即将 2 月 2 日的审计报

告日推迟至 2 月 22 日。

推迟审计报告日的做法，在会计报表审计范围内全面扩大了注册会

计师的责任范围；注明双重日期的做法，仅在反映有关特定项目方面扩

大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范围。

（2） 债务人早已经出现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而在被审计单位资产

负债表日后宣布破产，这属于第一类期后事项，即主要情况在被审计单

位的被审计年度就已经出现，属于为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情况提供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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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证据的事项，所以注册会计师应提请甲公司调整 2003 年度的会计

报表。

（3） 债务人因突发火灾遭受重大损失而宣布破产，这属于第二类期

后事项，即主要情况出现在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表日之后，不影响被审

计年度的会计报表，但可能影响对会计报表的正确理解，所以应要求甲

公司在 2003 年度会计报表的附注中进行披露。

七、阅读文献

余玉苗：《审计学》，第 12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3.√ 4. × 5.√ 6.√ 7.√ 8. × 9.√ 10.√
11. × 12.√ 13. × 14.√ 15. ×

（二） 单项选择题

1. D 2. B 3. C 4. D 5. C 6. A 7. D 8. C 9. C

（三） 多项选择题

1. AD 2. BCD 3. BD 4. ABCD 5. BCD 6. ABC 7. AD 8. AD

9. BCD 10. ABCD 11. AC 12.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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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终结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管理当局声明书的基本要素

掌握管理当局声明书正文的主要内容

掌握注册会计师应如何分析利用管理当局声明书

掌握注册会计师应如何分析利用律师声明书

掌握审计差异的种类

掌握如何汇总、评价和处理审计差异

了解签发审计报告前对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复核和分析

掌握签发审计报告前对审计工作底稿的整理、分析和最终复核

了解注册会计师与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当局进行沟通的内容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2 号──利用专家的工作》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3 号──管理当局声明》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4 号──与管理当局的沟通》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管理当局声明书 律师声明书 审计差异 审计差异的汇总 审计

差异评价和处理 审计工作底稿的整理 审计工作底稿分析和最终复核

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复核和分析 与股东的沟通 与董事会的沟通 与

管理当局的沟通

（二） 关键问题

1. 什么是管理当局声明书？它对注册会计师搜集审计证据发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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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意见有何影响？

2. 什么是律师声明书？它对注册会计师搜集审计证据发表审计意

见有何影响？

3. 审计差异包括哪几种类型？汇总审计差异以后如何进行评价和

处理？

4. 签发审计报告前如何对已审计会计报表进行复核和分析？

5. 签发审计报告前如何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最终复核？

6. 注册会计师应在审计实施阶段就哪些事项与管理当局进行沟通？

7. 注册会计师应在审计报告阶段就哪些事项与管理当局进行沟通？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管理当局声明书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的与

会计报表相关的陈述。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业务时，应当向

被审计单位获取管理当局的声明。作为审计证据，管理当局声明书的可

靠性比较差，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注册会计师。获取管理当局声

明书不能代替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的其他审计程序。如果管理当局拒绝

出具声明书或拒绝出具注册会计师认为必要的部分声明，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审计范围，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2. 被审计单位律师对函证问题的答复和说明就是律师声明书。律

师声明书所用的格式和措辞并没有定式。律师声明书的内容会直接影响

注册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的类型。倘若律师声明书表明或暗示律师拒绝

提供信息，或隐瞒信息，或对被审计单位的叙述的情况不加修正，注册

会计师一般应认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就不能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3. 审计差异一般包括三类：已知错报、估计错报、差错准备。注

册会计师应当对已知错报和估计错报进行汇总，并与修正后的重要性水

平比较，以确定审计意见的类型。

4. 审计工作底稿进行最终复核这项工作，一般由会计师事务的主

任会计师承担，是对整套审计工作底稿进行的原则性复核。复核的内容

主要有：（1） 所采用审计程序的恰当性；（2） 所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的充

分性；（3） 审计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遗漏；（4） 审计工作是否符合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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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的质量要求。

5. 在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应与被审计单位进行多方面的沟通，

包括与股东、董事会、管理当局的沟通。从时间上来看，在审计工作的

不同阶段、甚至在已审计会计报表公布以后，都有可能或应当与股东、

董事会或管理当局就有关事项进行必要的交流。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注册会计师获取的管理当局书面声明通常应包括管理当局的相

关会议记录。 （ ）

2. 管理当局声明书应由被审计单位及其会计机构主要负责人签署，

并加盖被审计单位公章。 （ ）

3. 注册会计师向管理当局索取声明书是为了取得管理当局没有隐

瞒重要信息的保证。 （ ）

4. 如果管理当局声明书中表明被审计单位已将全部应付账款登记

入账，则注册会计师一般不需要对应付账款的完整性进行测试。

（ ）

5. 注册会计师在汇总审计差异时，除了已发现的错报外，还应考

虑通过审计抽样和执行分析性程序所推断的错报。 （ ）

6. 公司在年报中所公布的其他信息，即使出现重大错报或与已审

计会计报表出现重大不一致，也不会影响注册会计师对已审计会计报表

的审计意见。 （ ）

7. 当公司年报中所公布的与已审计会计报表无直接关系的其他信

息出现重大错报时，注册会计师应书面告知管理当局。 （ ）

8. 注册会计师应在审计计划阶段要求管理当局就某些重要事项做

出解释或声明。 （ ）

9. 在审计报告阶段，注册会计师应就被审计单位面临的可能危及

其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风险与管理当局进行沟通。 （ ）

10. 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所以没有必要就审计意见类型与管理当局进行沟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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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单项选择题

1. 注册会计师于 2002 年 2 月 4 日开始对甲公司 2001 年度的会计报

表进行审计，2 月 25 日完成审计工作，3 月 1 日完成审计报告，并于 3

月 3 日将审计报告送交甲公司，则甲公司管理当局声明书的日期应当为

（ ）。

A.2002 年 2 月 4 日 B.2002 年 2 月 25 日

C.2002 年 3 月 1 日 D.2002 年 3 月 3 日

2.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声明书正文主要内容的

是（ ）。

A. 保证提供完整的审计程序所需要的特殊信息

B. 管理当局的会计责任

C. 明确将影响会计报表表达与披露的事项

D.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

3.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实施阶段与管理当局进行

沟通的事项是（ ）。

A. 已发现的管理当局重大错误与舞弊

B. 注册会计师认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较高的事项

C. 审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D. 审计意见的类型及审计报告的措辞

4. 下面关于律师声明书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可以为注册会计师合理确定期后事项和或有事项提供有力的

证据

B. 为注册会计师形成审计意见提供直接证据

C. 如果律师声明书表明律师拒绝提供要求的信息，注册会计师应

考虑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D. 注册会计师应根据律师的职业声誉来判断律师声明书的合理性

5. 签发审计报告前对审计工作底稿的最终复核（ ）。

A. 由主任会计师进行

B. 由审计助理人员进行

C. 由项目负责人进行

D. 由签字的注册会计师进行

·022·



6. 签发审计报告前对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复核和分析应运用（ ）。

A. 余额测试程序

B. 交易测试程序

C. 分析性程序

D. 控制测试程序

7. 对已审计会计报表的最后审阅（ ）。

A. 由签字的注册会计师或审计项目负责人进行

B. 由主任会计师或审计项目负责人进行

C. 由签字的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助理人员进行

D. 由注册会计师会同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进行

8. 当公司在年报中所公布的其他信息与已审计会计报表出现重大

不一致时，注册会计师应该（ ）。

A. 提醒被审计单位修改会计报表或其他信息

B. 调整审计意见类型

C. 解除业务约定

D. 向股东大会报告

9. 注册会计师向公司董事会直接报告的事项一般限于（ ）。

A. 会计政策或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修改审计报告的重

大问题

B. 注册会计师拟提出的关于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建议

C. 与管理当局无法达成一致的某些重要事项

D. 注册会计师认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较高的事项

（三） 多项选择题

1. 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最终复核的意义有（ ）。

A. 实施对审计工作结果的最后质量控制

B. 确认审计工作已达到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标准

C. 消除妨碍注册会计师判断的偏见

D. 明确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范围

2. 主任会计师在签发审计报告前最终复核审计工作底稿时，主要

需要审核（ ）。

A. 所采用审计程序的恰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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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的充分性

C. 审计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遗漏

D. 审计工作是否符合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要求

3. 注册会计师在总结和评价审计差异时，应关注的审计差异是

（ ）。

A. 通过实质性测试发现的错报或漏报

B. 通过审计抽样或执行分析性程序所估计的错报或漏报

C. 差错准备即可容忍的差异

D. 对本期会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前期尚未调整的错报或漏报

4. 当尚未调整的错报或漏报的汇总数超过重要性水平时，注册会

计师应该（ ）。

A. 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会计报表

B. 扩大实质性测试范围

C. 执行详细审计

D. 出具保留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5. 当尚未调整的错报或漏报的汇总数接近重要性水平时，注册会

计师应该（ ）。

A. 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会计报表以降低审计风险

B. 追加实质性测试范围以降低审计风险

C. 调整重要性水平

D. 发表无保留意见

6. 在审计实施阶段注册会计师应与管理当局商讨的事项有（ ）。

A. 拟实施的审计计划

B. 注册会计师认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较高的事项

C. 审计意见的类型

D. 管理当局所作的解释、声明及提供的其他证据

7. 在审计报告阶段注册会计师应与管理当局沟通的事项有（ ）。

A. 审计工作中受到的阻碍和限制

B. 会计政策或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修改审计报告的重

大问题

C. 审计意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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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大审计调整事项

8. 通常，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的审计委员会进行沟通的事项

包括（ ）。

A. 内部控制中的重大缺陷

B. 与管理当局意见的主要分歧

C. 执行审计中遇到的来自管理当局的重大困难

D. 管理当局的判断和会计估计

六、案例

注册会计师在对某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的实地审计工

作中，发现公司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2003 年 5 月 1 日，公司为增加营运资金按面值发行 2 年期、面

值为 2 400 万元、票面利率为年利率 10%的企业债券，当日筹足资金并

按规定作了相应的会计处理，但当年未计提债券利息。

（2）2003 年 11 月份，公司盘点发现短缺产成品 25 万元，作了借记

“待处理财产损溢”25 万元、贷记 “产成品”25 万元的会计处理。2004

年 1 月，查明短缺原因，其中属于一般经营损失部分为 20 万元，属于

非常损失部分为 5 万元。公司没有对 2003 年度会计报表作相应调整。

（3） 公司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坏账准备按期末应收款项余额的

6%计提。2003 年年末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反映的应收账款项目为借

方余额 1 050 万元，其他应收款项目为借方余额 84.6 万元，预收账款项

目为贷方余额 67.5 万元，坏账准备项目为贷方余额 63 万元。其中，应

付账款和预收账款项目的明细组成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应付账款———a 公司 300 预收账款———f 公司 105

应付账款———b 公司 - 75 预收账款———g 公司 50

应付账款———c 公司 104 预收账款———h 公司 - 100

应付账款———d 公司 50 预收账款———i 公司 9.5

应付账款—e 公司 25 预收账款———j 公司 3

合计 404 合 计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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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如果不考虑审计重要性水平，请你针对上述三个情况，代注

册会计师分别提出审计调整建议 （包括报表重分类审计调整分录）。编

制调整分录时不需考虑对税费、期末结转损益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案例提示】

1. 对情况 （1），作调整分录：

借：财务费用———应计利息 160

贷：应付债券———债券利息 160

对情况 （2），作调整分录：

借：管理费用 20

营业外支出———非常损失 5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25

对情况 （3），相关处理为：

①将应付账款中的借方余额部分通过会计报表重分类分录调整至预

付账款项目。

借：预付账款———b 公司 75

贷：应付账款———b 公司 75

②将预收账款中的借方余额部分通过会计报表重分类分录调整至应

收账款项目。

借：应收账款———h 公司 100

贷：预收账款———h 公司 100

③按期末应收款项余额的 6% 补提坏账准备 （1 050 + 84.6 + 100）

× 6% - 63 = 11.076 （元）。

借：管理费用 11.076

贷：坏账准备 11.076

七、阅读文献

1. 朱荣恩：《审计学》，第 12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余玉苗：《审计学》，第 13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中文 1 版，第 22 章，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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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3.√ 4. × 5.√ 6. × 7.√ 8. × 9.√ 10 ×

（二） 单项选择题

1. B 2. D 3. D 4. B 5. A 6. C 7. B 8. A 9. C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 2. ABCD 3. ABCD 4. AB 5. AB 6. ABD 7. BCD

8.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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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其他类型的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经营审计的意义、目标和特征

掌握经营审计项目的确定

掌握经营审计的程序和方法

掌握审计报告的内容、格式和使用

了解合规审计的含义、特征和目标

掌握合规审计的程序和内容

了解内部审计和政府审计的意义、目标和特征

掌握内部审计准则的内容

掌握政府审计的程序

掌握内部审计报告的编制过程审计建议

掌握内部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掌握政府审计准则体系

掌握政府审计的程序和方法

了解政府审计报告与处理意见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经营审计 合规审计 内部审计 审计建议 政府审计 审计意

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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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键问题

1. 经营审计的含义是什么？

2. 经营审计的目标是什么？

3. 经营审计有哪些特征？

4. 经营审计项目是如何确定的？

5. 经营审计要经过哪些步骤？

6. 进行初步调查可采用哪些方法？

7. 如何建立经营审计的评价标准？

8. 经营审计报告应包括哪些内容？

9. 合规审计的含义是什么？

10. 合规审计的目标是什么？

11. 合规审计有哪些特征？

12. 合规审计的程序怎样？

13. 合规审计报告包括哪些内容？

14. 内部审计的含义是什么？

15. 内部审计的目标是什么？

16. 内部审计有哪些特征？

17. 内部审计准则包括哪些内容？

18. 内部审计的程序是什么？

19. 内部审计报告的编制过程是什么？

20. 内部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21. 政府审计准则体系包括哪几部分？

22. 政府审计的含义是什么？

23. 政府审计的目标是什么？

24. 政府审计有哪些特征？

25. 政府审计的程序是什么？

26. 政府审计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是什么？

27. 审计意见书包括哪些内容？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经营审计是对一个组织的业务活动或业务活动的某些方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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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的系统的研究。经营审计的目标是对被审计项目的

工作绩效作出评估，找出改进的潜力所在，提出改进的建议。内部审计

人员、政府审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都可以执行经营审计。经营审计不同

于财务审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经营审计的受益者是被审计单

位或委托人，很少有第三方使用经营审计报告。

在理解经营审计的概念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经营审计是一种系统的审查，所谓系统的审查，就意味着要

对经营活动进行有规律、有计划的观察和分析，也要客观地搜集和评价

证据。但从性质上说，把经营审计说成是一种调查研究也许更准确一

些，它不是像财务审计那样按一定的专业标准进行审查并搜集可靠、充

分的审计证据。

第二，经营审计的范围比财务审计的范围更广，可以是对管理当局

关于经营决策和某些事件的认定的审查，也可以是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

活动的计划、执行和控制所进行的审查活动，审计对象可以是整个被审

计单位的业务活动，也可以是一个单位内部的部分业务活动。所谓 “部

分”，可以是一个分部或部门，也可以是一个功能，如数据处理、生产、

销售或购货。

第三，像财务审计一样，经营审计也要按一定的标准来进行，也要

确定实际与标准的符合程度，但是，这种标准往往不像财务审计标准那

样完备和具有权威性，审计人通常需要将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目标仔细地

加以界定，以便作为评价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确定适当评价标准本

身就构成一项经营审计业务。

第四，经营审计结果也要采取正式的书面报告的形式进行报告，但

报告的格式由于不同的审计业务而有很大的不同。经营审计报告通常要

说明审计的目标、范围、方式、结果和建议。报告要指出可改善的方面

和改善的途径，而不对整个组织的经营活动整体的效率效果性表示

意见。

2. 经营审计目标与财务审计目标完全不同。财务审计的目标是就

会计报表整体的合法性、公允性和会计处理的一致性表示意见。经营审

计的目标有三个，即对现有的业绩进行评价、挖掘改善的潜力、为改进

工作和决策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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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经营审计业务中，上述的某个目标可能需要优先考虑。

3. 经营审计有如下几个特征：

（1） 审计人员的资格。审计人员不需要获得任何特别的证书或执照

才能执行经营审计业务。但是，经营审计常常要超出会计和审计知识和

技能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在从事经营审计的组织中必须有相关的

专家。

（2） 经营审计的标准。提供经营审计服务也要遵循一定的业务标

准。首先，不论哪种审计人员都要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即具有专业胜任

能力、适当的职业关注、实施计划与督导和搜集充分的相关信息。至于

经营审计或管理咨询的服务标准，就需要照顾到这种审计的特殊性，一

般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在坚持正直性和客观性

的前提下满足客户的要求。第二，与客户达成协议。审计人应就双方的

责任、服务的性质和种类及有关限制达成书面或口头的协议，在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时，还要对协议进行修改。第三，与委托人沟通。要让委托

人了解，注册会计师按其执业行为守则执行业务可能会与客户发生利益

冲突；了解双方关于业务范围和利益的约定或保留；了解审计发现或

事件。

（3） 审计人员独立性在经营审计领域，对审计人独立性应该有相对

宽松的解释，不能按会计报表审计所遵循的执业行为守则的规定来要

求，在执行经营审计中审计人的独立性更主要地表现为正直和客观。美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管理咨询业务标准没有禁止注册会计师在提供管理咨

询服务时与委托人企业存在利益关系，只要注册会计师向委托人讲清楚

所存在的利益关系。

（4） 审计依据。经营审计没有既定的和统一的审计依据，它需要一

些 “特定的目标”，这些特定的目标起着与公认会计原则相同的作用，

事实上，建立评价标准本身就是经营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4. 经营审计的程序：

（1） 初步调查。初步调查的目的是要确定容易出问题的环节，采取

的方法通常包括面询、观察、查阅内部报告和实际操作 （重做）。

（2） 确定评价的标准。经营审计师需要查阅公司关于被审查业务的

文件，确定被审计项目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企业的授权或职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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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每种授权的目的以及各种授权之间的关系，寻找或建立评价的标

准。在可能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应使用客观的、相关的、公认的标准对

被审计的业务活动进行评价或计量，以支持所得出的判断性结论和建

议。审计人员可通过以下方法确定标准：① 利用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标

准，如公司确定的目标、历史水平、政策、程序、文件、承诺、预算、

公司计划以及公司的业务容量等。但是，审计人员不能盲目使用管理当

局确定的考核技术，只有当他们确信管理当局的评价标准或考核技术符

合逻辑而且有效时，才可以确定为评价的标准。② 外部的衡量标准，

如法律规定、合同条款、行业标准、劳动效率研究结果、趋势和业绩比

较数据、权威性文件；③ 以前相同审计业务的经验。审计人员不应试

图找到十分精确的标准，而应该关注是否存在浪费，是否存在成本更低

或更有效的方法。

（3） 审查管理控制和相关的控制。人们通常将内部控制区分为管理

控制和会计控制，对于经营审计来说考虑不同的控制同样是重要的。在

进行经营审计时，审计人员更关心的是管理控制，但凡是与实现被审计

的经营活动目标有关的控制，审计人员都应予以关注。审计人员应当研

究与审计项目有关的管理政策，对有关的管理控制程序进行测试，深入

研究有缺陷和有异议的方面。

（4） 提出审计结论和建议。形成审计结论和建议要求审计人员对在

前面的步骤里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并搜集证据以便支持前面所搜集

到的资料，依据在上述步骤中所获得的信息，对具体事项作出结论。

（5） 编写和提交审计报告。经营审计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组织和编写

关于审计结果和建议的审计报告。编写审计报告，并提交给有关人员，即

按规定有权接受审计报告或有责任就审计结果和建议采取措施的人员。

5. 经营审计报告。

（1） 审计人员在审计报告中要说明审计的目标、范围和所使用的方

法。审计报告对审计目标和范围加以说明有助于读者了解审计结果和审

计人员的建议。委托人给审计业务提出的限制也应在审计报告中加以说

明，概括说明审计方法 （如面询、流程图等） 也是有益的。在这一部分

通常要说明为什么要使用某种方法，所使用的标准的来源和运用情况，

还要提醒读者，经营审计报告一般主要报告问题 （缺陷） 和要改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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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不是报告企业的优点。

（2） 审计人员应当报告重要的审计发现 （结果） 和审计结论。审计

人员应当以建议书的形式建议被审计单位应采取何种措施纠正错误，改

进工作。建议书也可以不限于那些能够客观地确定的事项，对于本次审

计没有审查，或由于本次业务的限制没能得出适当的结论的事项，审计

人员均可以提出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的建议。审计人员对进一步调查研

究的建议通常要加以解释，说明这样做会产生的效果。报告最好还要说

明审计人员是根据被审计单位某个期间的审查的结果和结论而作出的审

计报告。

经营审计报告与财务审计报告最主要的区别是经营审计报告一般不

对整个审计结果形成总体意见，而是对具体的审计发现进行评价。财务

审计报告必须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整体表示意见。产生这一差别的

原因是，财务审计有一套公认的会计原则作为审计依据，而经营审计没

有一套与财务审计相平行的计量标准。

6. 合规审计是为了确定被审计单位是否遵守了有关的法律和上级

监管部门制定的有关的程序与规则而实施的审计。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都可以成为合规审计的对象，因为所有的政府部门、企业和非营利组

织，都需要遵守一些既定的政策、契约、法律的规定，要对他们执行法

规的情况进行鉴定，就需要进行合规审计，所以，我们可以把合规审计

划分为政府合规审计和企业合规审计。

合规审计与财务审计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合规审计的最显著的特

征。在进行合规审计时，必须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因为

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必然反映到会计报表当中，只有对其会计报表进行

审计，才能够发现被审计单位违法违规的事实以及对会计报表的影响。

由于合规审计与财务审计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财务审计的目标基本上适

用于合规审计，在财务审计目标的基础上，要增加确定被审计单位遵守

特定的法律法规情况这一特定的审计目标。

7. 合规审计的程序。会计报表审计的程序同样适用于合规审计，

即要经过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报告阶段，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有各自的

特点而已。

（1） 准备阶段。进行合规审计的一个首要工作就是要熟悉被审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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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被审计项目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明确审计所须遵守的法律法规

范围。

（2） 实施阶段。在对被审计单位实施合规审计时，审计人员必须实

施必要的审计程序，确定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当局是否明确哪些法律法规

对其财务报表可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掌握管理当局是否忽视了有关

的法律法规。

审计人员也要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与财务审计不同的是，

在进行合规审计时要特别关注被审计单位关于保证有关的法律法规得到

执行的内部控制程序的设计和执行情况，还要对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对

控制风险加以评估。实施审计时，审计人员必须设计和执行专门的审计

程序来完成合规审计的特定的审计目标，搜集充分的证据以支持审计

结论。

（3） 报告阶段。合规审计报告的使用范围不及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广。合规审计报告的呈送对象取决于审计的委托方。如果合规审计是由

部门或企业的管理当局安排的，由企业的管理当局自行聘请注册会计师

完成合规审计，审计的结果通常是报告给被审计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内

部管理当局是合规审计报告主要的使用者。如果某个组织机构要确定它

所制定的制度或提出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有关个人或组织的贯彻执行，这

个组织就会聘请注册会计师来对有关个人或组织进行合规审计。

8. 内部审计的目标。人们一般认为，内部审计的发展经历了三个

发展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都伴随着审计目标的不断扩展。早期的内

部审计，主要是以揭露经济业务和会计记录中的差错和舞弊行为为目的

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内部审计是内部审计与内部牵制制度相结合的内

部审计，它是以会计事项为中心，检查企业制定的会计程序和制度是否

得到遵守，审查差错和舞弊行为，对今后可能发生错误的会计事项采取

预防措施，从内容上来讲，主要是财务审计。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内部审

计与内部控制相结合的内部审计。这时的内部审计以企业全部的经济活

动为对象，检验和审查单位各项管理是否有效地发挥作用，评价经济活

动的效率、效果和经济性，其审计内容不仅包括财务审计，而且包括经

营审计 （管理审计） 和合规审计。可见，内部审计的总体目标包括了财

务审计、经济效益审计和合规审计的目标，即审查会计记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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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财务处理过程中发生的差错和舞弊行为；检查法律法规的执行情

况；审查和评价经济活动的效率、效果和经济性。

9. 内部审计作为审计的一种形式，具有审计的一般特征。内部审

计作为审计的一种特殊形式，还具有区别于外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

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服务内向性。内部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同在一个组织内，内

部审计人员是本部门、本单位领导在经济监督方面的助手和经济管理方

面的参谋。因此，服务的内向性是内部审计最基本的特征。

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一样，都具有监督和服务双重职能，担负着监

督部门、单位的经济活动和为加强改善部门、单位经营管理服务的双重

作用，而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外部审计侧重于外部监督，内部审计则侧

重于内向服务，内部审计在进行内部监督本身就是在为本部门和本单位

的直接管理者提供服务，这是由内部审计的组织地位和利益导向决定

的。内部审计作为组织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在企业管理当局直接领导

下工作；同时，内部审计人员的经济利益与本部门、本单位息息相关，

这决定了内部审计必须也必然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服务。

（2） 审计范围的广泛性。内部审计作为对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的综

合经济监督，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既可以对部门、单位的整个经济活

动过程进行监督，又可以对部门、单位的计划、预算、合同、协议的合

理性进行审计，还可以对工作效率、管理水平进行审计，还可以对部

门、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合同、制度、操作规程的情况进行审计。现

代内部审计有时很难明确区分财务审计和经营审计，就是说，内部审计

既可以进行财务审计，又可以进行经营审计和合规审计；既可以进行全

面审计，又可以进行专题审计，既可进行定期审计，又可以进行不定期

审计；发现问题可立即进行审计，在时间上比外部审计更及时。

（3） 内部审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内部审计的这一特征是由企业的

中心任务决定的。企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经

济效益，这就决定了内部审计只有把审计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效益审计

时，才能得到本单位领导和职工的广泛支持和重视，才能有效地发挥其

作用。可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乃是内部审计的重要特征，内部审计

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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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对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作为部门、单位的一个职能部

门，与部门、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审计人员的行为受到

部门、单位负责人的牵制，另一方面，审计人员的利益又与部门、单位

的利益休戚相关。所以，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是相对的，是不充

分的。首先，在组织上无独立性而言，只有在对本单位下属组织进行审

计时，才具有独立性；其次，由于内部审计人员是本单位职员，也影响

了他对本单位审计的客观公正性，即态度上的独立性。总之，内部审计

无论是 在 组 织 上，经 济 上 还 是 精 神 上，其 独 立 性 都 会 受 到 一 定 的

限制。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特征外，内部审计还具有审计方式的灵活性、审

计时间的经常性和及时性、审计结论的非强制性等几个特征。

10. 政府审计机构作为国家的代表，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宗旨，从广

义上讲，其审计目标就是维护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权益不受侵犯。

从狭义上讲，审计目标主要取决于审计的内容。政府审计是由政府审计

组织实施的审计，从内容上来说，可以是财务审计，可以是合规审计，

也可以是经营审计。因此，政府审计的基本目标与其他各种审计的基本

目标是相同的，即真实性目标、合法性目标、有效性目标。

政府审计机构在执行不同的审计时，需要侧重不同的审计目标，财

务审计强调真实性和合法性审计目标；合规审计强调合法性目标；经营

审计强调有效性目标。

11. 政府审计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比较而言，有其自身的

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计对象特殊。政府审计属于宏观审计，其对象包括国民经

济各部门、各行业的宏观调控部门、职能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政府

部门本身就是监督机构，对它们进行审计，就是对监督部门进行再监

督，既包括审查监督各政府部门自身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也包括审查

和评价该部门职能的履行情况、工作效果和工作效率、法规法律的执行

情况。如对财政税务机关的审计，既要审查其财政税收政策的正确性和

有效性，又要审查其本身的财务和业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

性。审计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审计的内容广泛而复杂，包括财务

审计、合规审计和经营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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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审计依据政策性强。政府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所受的法律约

束与其他经济组织是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是管理部门，它的作用必须

通过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来实现，行政事业

单位的收支必须遵守国家的专门规定。因此，在审查这些部门和单位职

能的履行情况和业务活动情况时，必须严格地以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针

政策和规章制度作为审计的依据。

第三 ，审计方式方法多样化。政府审计内容的综合性决定了其审

计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在审计方式上，可以是通常的 “上审下”，也可

以采取 “联合审”、“同级审”、“同步审”、“就地审” 和 “延伸审” 等多

种方式。在方法上，可以根据审计项目的要求灵活运用各种审计方法。

12. 内部审计程序是指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进行审计时从开始到结

束的审计工作步骤和顺序。根据审计署颁布的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

定，内部审计工作的主要程序是：拟订审计项目计划；通知被审计单

位；实施审计；提出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审计意见

书；作出审计决定；进行后续审计。

13. 政府审计程序是政府审计组织在进行审计时，从开始到结束的

审计工作步骤和顺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第五章的规定，

政府审计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终结阶段。审计

法中关于审计程序的规定，是政府审计人员实施审计的法律依据，也是

维护国家利益和被审计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

（1） 准备阶段，包括编制审计项目计划；确定被审计单位；组织审

计力量；拟订审计工作方案。

（2） 实施阶段，包括下达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提出审计报告；

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

（3） 终结阶段，包括审定审计报告；出具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处理决

定；进行后续审计；受理审计行政复议。

审计工作结束时，审计小组应将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资料按照一定

的要求归类、装订、立卷，建立审计档案。审计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真实地记录了审计项目的过程及结果，对今后审计案情的

查考以及审计理论、教学的研究可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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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经营审计的范围比财务审计的范围广。 （ ）

2. 经营审计与财务审计的标准相同。 （ ）

3. 经营审计结束时，审计人员应向委托人提供建议。 （ ）

4. 会计报表的审计程序也适用于合规审计。 （ ）

5. 合规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有密切的联系。 （ ）

6. 经营审计对审计人员独立性的要求更严格。 （ ）

7. 经营审计报告没有统一的格式。 （ ）

8. 合规审计报告的使用范围比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使用范围更广。

（ ）

9. 内部审计是企业管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 ）

10. 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是监督。 （ ）

11. 内部审计报告中应包括对改进工作的建议和措施。 （ ）

12. 内部审计报告应使用统一的格式。 （ ）

13. 后续审计是政府审计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 （ ）

14. 审计决定具有法律效力，而审计意见书没有法律效力。（ ）

（二） 单项选择题

1. 经营审计与财务审计最明显的区别是（ ）。

A. 经营审计可以由内部审计人员执行

B. 经营审计报告的使用者是委托人

C. 经营审计要评价内部控制

D. 经营审计结果要以书面形式报告

2. 下列说法适用于经营审计的是（ ）。

A. 经营审计不需要遵守任何标准

B. 建立评价标准本身就构成经营审计的一项内容

C. 经营审计的执行者不需要具有独立性

D. 经营审计比会计报表审计更易于完成

3. 下列关于合规审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合规审计报告的呈送对象取决于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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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规审计与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无关

C. 合规审计不需要编制审计计划

D. 合规审计必须定期进行

4. 下列关于合规审计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审计人员需要识别与被审计项目有关的法律法规

B. 要评估被审计单位违法违规的风险

C. 不需要向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索要声明书

D. 审计人员要了解内部控制

5. 下列工作内容中，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不同的是（ ）。

A. 拟订审计计划 B. 通知被审计单位

C. 实施审计 D. 进行后续审计

6. 下列内容中，不属于内部审计的目标的是（ ）。

A. 审查会计记录的正确性，揭露错弊

B. 对会计报表进行对外公证

C. 审查和评价经济活动的效率性、效果性和经济性

D. 检查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7. 审计处理决定是适用于哪种情况的审计文书（ ）。

A. 对违反国家规定行为需要依法给予处理、处罚

B. 审计机关审定审计报告并对审计事项作出评价

C. 对被审计单位提出审计建议

D. 对审计事项进行说明

8. 政府审计报告的提出者是（ ）。

A. 派出审计机关

B. 上级审计机关

C. 负责审计的审计小组

D. 审计小组所在的处 （室）

（三） 多项选择题

1. 经营审计目标包括（ ）。

A. 评估业绩

B. 寻找改善的潜力

C. 为改进工作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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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搜集审计证据

2. 经营审计一般要遵循的步骤包括（ ）。

A. 进行初步调查

B. 建立评价的标准

C. 审查相关的内部控制

D. 形成并提交审计结论和建议

3. 下列关于合规审计正确的说法有（ ）。

A. 合规审计必须由注册会计师执行

B. 合规审计与财务审计有密切的联系

C. 合规审计的具体审计目标要根据不同的审计项目来确定

D. 财务审计的目标基本上适用于合规审计

3. 下列项目中哪些属于合规审计报告的内容（ ）。

A. 关于审计依据的说明

B. 关于被审计单位违法行为的说明

C. 关于违法行为对会计报表影响程度的说明

D. 关于审计报告使用范围的说明

5. 内部审计的特征包括（ ）。

A. 服务的内向性

B. 审计范围的广泛性

C.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D. 相对的独立性

6. 内部审计的内容可以是（ ）。

A. 财务审计 B. 合规审计

C. 经营审计 D. 上市公司会计报表审计

7. 政府审计的目标包括（ ）。

A. 完整性目标 B. 合法性目标

C. 真实性目标 D. 有效性目标

8. 政府审计机关实施后续审计的目的是（ ）。

A. 确保审计决定的执行

B. 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

C. 验证审计结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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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撰写审计报告

（四）、讨论题

1. 合规审计与会计报表审计有哪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2. 执行经营审计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

3. 政府审计同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有哪些不同？

4. 内部审计有哪些特征？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六、阅读文献

1. ［美］卡迈克尔：《审计概念与方法》，刘明辉、胡英坤主译，中

文 1 版，第 15 章，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中文 1 版，第 24 章，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七、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2. × 3.√ 4.√ 5.√ 6. × 7.√ 8. × 9.√ 10. ×

11.√ 12. × 13. × 14. ×

（二） 单项选择题

1. B 2. B 3. A 4. C 5. D 6. B 7. A 8. C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C 2. ABCD 3. BCD 4. ABCD 5. ABCD 6. ABC 7. BCD

8.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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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电算化审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和认识与审计相关的信息技术

熟悉系统流程图，分析、使用系统流程图

了解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一般处理模式

熟悉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内部控制

掌握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审计计划和方法

熟悉计算机辅助审计的内容和方式

了解信息技术对现代审计的影响，及受其影响现代审计的发展

趋势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0 号──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

财政部 1994 年 7 月 1 日颁布的 《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EDPs） 会计信息系统 （AIS） ERP 系统、

电子商务 （E - commerce） 管理信息系统 （MIS） 职能分离 流程图

手工处理的自动化 批处理技术 （batch processing） 在线实时事务处

理 （OLRT） 电 子 数 据 交 换 （EDI） COBIT EDP 控 制 一 般 控 制

应用控制 程序控制 输入控制 输出控制 总量控制 计算机辅助审计

棋盘式对照表 专家系统

（二） 关键问题

1. 如何理解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在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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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应用？请列举至少五个实例？

2. 除了审计的原理和方法，CPA 还要掌握哪些技术？请按重要程

度的高低列举，画出表格，并简要说明。

3. 什么是电子数据处理系统？什么是管理信息系统？什么是会计

信息系统？

4. 电子数据处理有哪些模式？这些模式各自有什么特点？

5. 审计人员在哪些方面依赖信息技术？

6. 审计人员可以用计算机做哪些工作？

7. 为什么说信息技术因素是审计工作组成部分？请具体说明。

8. 对于审计人员而言，手工会计和电算化会计有什么不同？信息

技术因素如何影响审计具体工作？

9. 对于 CPA 而言，系统流程图有哪些功能？CPA 掌握和利用系统

流程图，会给工作带来哪些好处？

10. 什么是联机系统？什么是脱机系统？请各自列举两个实例。

11. 什么是在线实时事务处理？在线实时事务处理有什么特点？请

各自列举两个实例。

12. 电子数据处理环境下的内部控制如何分类？

13. EDP 一般控制一般包括哪些内容？

14. 请列举 EDP 一般控制的程序控制实例。

15. 在电子数据处理环境下，采用一般控制手段，如何限制对计算

机程序和数据的接触？

16. 在电子数据处理环境下，如何限制对计算机设备的物理接触？

17. 什么是 EDP 应用控制？列举 10 个 EDP 应用控制实例。

18. 针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计划有那些内容？

19. 在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审计，测试 EDP 应用控制中，审计人员

如何在手工测试和计算机辅助测试间进行选择？

20. 为什么要实施计算机辅助审计？有哪些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

21. 计算机辅助审计棋盘式对照表有哪些具体应用？

22. 分析围绕计算机的审计、通过计算机的审计、应用计算机的审

计三者在具体审计工作中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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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一） 信息技术与审计

1. 与审计人员相关的技术

计算机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主要是电子技术应用于数据处理，如

文件管理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和网络信息系统。这些应用可以广义地理

解为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EDPs）。基于这样地技术建立的系统叫做管理

信息系统 （MIS）。应用于会计领域的系统为会计信息系统 （AIS）。审计

人员在开展审计工作时直接面对的是会计信息系统，然而，要弄清会计

报表等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必须了解企业各个层面的管理信息系统。

CPA 面对的是 “充分合理” 的财务报表，是由含有大量数据的信息

系统产生的。作为审计人员，除了执行审计任务，往往还要为客户提供

增值服务。

2. 审计人员对信息技术的依赖

电算化会计通常包括手工和计算机两部分。审计人员必须了解交易

在会计系统的手工和计算机两部分中所经过的路径。若审计人员基于这

样的控制程序所估计的控制风险，则有必要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测试。通

常审计人员直接确认计算机生成的信息，或对计算机使用者的手工控制

程序进行测试以代替对计算机控制程序的测试。

审计人员依赖于信息技术是多方面和深层次的，最常见的依赖计算

机的形式是：控制和审计都依赖于计算机生成的信息。

3. 信息技术作为审计人员的工具

审计人员使用计算机以完成审计测试，有时是指采用 “计算机辅助

审计方法”。

审计人员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的一般方法包括：审计辅助软件，审

计专家系统，计算机网络 （尤其是互联网） 等。

4. 信息技术与审计工作

（1）信息技术因素是审计工作组成部分

（2）信息技术因素影响审计具体工作

会计数据是手工处理还是由计算机处理不会改变审计人员的具体审

计目标。然而，数据的处理方法却可能对应用审计程序搜集证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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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审计人员可使用手工审计程序、计算机辅助审计程序或两者的

结合来获得充分、完整的证据事项。

（二） 电子数据处理技术模式分析

1. 信息系统的描述———流程图介绍

描述信息系统一般采用三种方法：数据流图，流程图和实体关系图。

流程图是 CPA 的常用工具，是 CPA 在学习和工作中必须掌握的知识。

流程图是一种图形化的描述方法，用于描述定义、分析及问题的解

决方案，图中的图形元素表示操作、数据、流程、设备等。由于没有更

好的工具描述系统，其应用不局限于系统开发者，还扩展到会计人员、

管理者等。用流程图可以清晰地描述会计工作的业务流程，包括：工作

流，控制流，决策树，时序及文档流。

2. 流程图构成

有很多流程图图形符号，就此也有国家的和国际的标准。然而，在

商业系统流程中最常用的只有两个符号：长方形 （处理） 和菱形 （决策

分支）。

3. 电子数据处理的技术模式

（1）手工处理的自动化 （automating manual systems）；

（2）在线输入，离线处理 （online transaction entry，OLTE）；

（3）在线实时事务处理 （online real - time processing，OLRT）。

（三）电子数据处理环境下的内部控制

1. 电子数据处理的内部控制

控制不是目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控制的最高层次是控制环境，

其次为一般控制，最后是应用控制。电子数据处理环境下的内部控制，

根据控制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使用者控制和电子数据处理 （EDP） 控

制。使用者控制是指由应用计算机进行处理的部门制定和维护的控制系

统。因此，使用者控制与 EDP 控制的区别在就在于控制系统所保存的

位置。EDP 控制是指那些保存在计算机中的控制系统。

EDP 控制通常分为两大类：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使用者控制通常

是应用控制。

2. EDP 一般控制

一般控制是指那些与全部或部分电算化会计应用有关的 EDP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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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控制具有多种形式。通常，一般控制在计划和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中

非常重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 职责分离；（2） 程序控制；

（3） 文件控制；（4） 其他一般控制。

3. EDP 应用控制

（四） 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计划

1. 认识系统及其控制环境

在一般计划阶段，审计人员获取关于客户会计信息系统的情况，并

将其作为对控制环境的内容进行考虑。

2. 了解会计信息系统的使用

审计人员必须了解业务经过会计系统中手工部分和电算化部分的路

径，考虑预期的与计算机相关的控制风险估计水平，确定在最高水平以

下的控制，以及凭证和测试控制对控制风险评估的影响。

会计制度的有效的测试方法是从结尾处开始的，审计人员应确定将

要进行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金额。对影响这些金额的交易从财务报

表到其来源进行追查。然后，由审计人员对这一流程的每一个处理环节

进行确认。在业务中这些处理是指开始、记录、计算、汇总、报告。通

常，每个处理环节都有可能发生错误，因而对这些处理环节设置控制程

序也是非常必要的。

审计人员还可以确定应在每个重要会计领域中的使用程序。并了解

计算机介入的性质和程度，以确定系统应用与会计制度的符合性。

3. 了解控制活动

若使会计工作依赖与会计信息系统，则审计人员必须对一般控制加

以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客户，许多审计人员即使没有计划将控制风

险水平评估在最高水平之下，也对一般控制进行审核。通常，这一审核

是由计算机审计专家来完成的，也可以由审计人员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进

行附加测试来完成。

4. 交易及余额详细测试的计划

在下列情形中，审计人员在交易及余额详细测试的计划中，不会使

用 EDP 控制作为降低控制风险水平的依据。

若在重大会计领域应用了会计信息系统，而且交易类别的具体控制

目标的实现要依赖于计算机处理的结果，则必须在控制风险的评估中考

·442·



虑 EDP 控制的作用。与这一目标相关的 EDP 控制是应用控制和一般

控制。

（五）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

在财务报表审计中使用计算机予以辅助，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类：

1. 客户程序的测试；

2. 客户文件的测试；

3. 使用微机作为审计工作工具。

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没有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的有

关条款。 （ ）

2. 计算机在重大会计方面的应用并没有改变具体审计目标或具体

控制目标，也没有改变审计程序和方法。 （ ）

3. 当客户在重大会计方面使用计算机处理时，在控制风险评估中

依赖计算机通常是必要的，并且审计师必须说明并测试 EDP 的控制

措施。 （ ）

4. 如果在重大会计方面使用计算机处理，审计人员不能将控制风

险降低到最高水平以下。 （ ）

5. 注册会计师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业务，

应当考虑其对审计的影响，改变审计目的和范围。 （ ）

6. 在一个有在线输入功能的会计信息系统里，审计轨迹被消除了，

审计人员无法通过处理过程用手工操作追踪一笔具体的交易。 （ ）

7. EDP 控制同样可分为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 （ ）

8. 信息技术因素不是审计工作组成部分。 （ ）

9. 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内部控制的建立无法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 ）

10. 注册会计师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业务，

应当考虑是否要有计算机信息系统方面的专门技能，必要时，可利用专

家工作。注册会计师利用专家工作时，应当遵循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2 号──利用专家的工作》 的有关规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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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注册会计师在制定和实施审计程序时，应当充分考虑计算机信

息系统环境对审计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将审计

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 ）

12. 总量控制只是人工系统的控制方法。 （ ）

13. 在 EDP 部门中，关键的职能分离是指那些了解系统和程序的人

和那些接近计算机程序和文件的人的职能要分离。 （ ）

14. 一些一般控制措施，如备份和恢复系统和程序文件，通常对审

计程序的范围没有影响。 （ ）

15. 专家系统，也称为 “人工智能”，能够代替审计人员的职业

判断。 （ ）

16. 手工控制程序是由人来执行的，而程序化控制程序是由计算机

软件来完成的。 （ ）

17. 数据处理功能从使用者部门职能中分离出来对提高使用者控制

很重要。理论上，在批准、执行、记录、确定可记录性这些职能之中，

EDP 部门应对记录不可修改性负责。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在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

A. 第 10 号 B. 第 18 号 C. 第 20 号 D. 第 6 号

2. 下面的图形符号在系统流程图中表示的是（ ）。

A. 人工处理 B. 人工输入

C. 联机处理 D. 随机处理

3. 下面的图示表示的是（ ）。

A. 文档被作为一个文件存放

B. 文档罗列起来

C. 一个处理过程产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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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件作为资料被引用

4. 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把数据分门别类地进行周期性处理，这种

处理方法叫（ ）。

A. 文本化处理 B. 批处理

C. 直接处理 D. 随机处理

5. 利用计算机中的棋盘式对照表软件代替手工制作棋盘式试算对

照表，是一种（ ）。

A. 电子表格 B. 字处理系统

C. 计算机辅助审计 D. AIS

6. 交易“无纸化”，或有些文件设计成加密、隐藏、只读或只写等

形式，增加了审计人员（ ）。

A. 工作范围 B. 查询交易轨迹的难度

C. 工作责任 D. 对审计对象的认识难度

7.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某些会计的处理方法高度融合、集成在

计算机软件中，这些软件的执行代码多数是不可见的。这一电算化会计

与手工会计的不同点在于（ ）。

A. 业务处理的标准化

B. 职能的分离

C. 舞弊的方式和手段发生变化

D. 业务处理过程的隐蔽性

8. 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发展，规范了会计数据的处理方法和程序，

逐渐标准化和统一化实体业务处理过程，对于不同的业务都按统一规定

的处理程序进行处理，对于不同资料，计算机也按统一的处理程序进行

处理，进行一致性操作。这一电算化会计与手工会计的不同点在于

（ ）。

A. 业务处理的标准化

B. 职能的分离

C. 舞弊的方式和手段发生变化

D. 业务处理过程的隐蔽性

9. 在手工会计系统中，许多职能被分离，由不同人员执行和操作。

电算化的会计信息系统高度集成，职能的分离和控制程序更复杂，而且

·742·



控制的方法不同。这一电算化会计与手工会计的不同点在于（ ）。

A. 业务处理的标准化

B. 职能的分离

C. 舞弊的方式和手段发生变化

D. 业务处理过程的隐蔽性

10. 在电算化会计中，接触会计数据或改变数据的人员除了会计人

员，还有系统维护人员、系统开发人员等信息技术专家，会计舞弊的人

员范围、方式和手段都发生很大的变化，直接或间接接触资产而不留下

显见证据的可能性比原来要大。这一电算化会计与手工会计的不同点在

于（ ）。

A. 业务处理的标准化

B. 职能的分离

C. 舞弊的方式和手段发生变化

D. 业务处理过程的隐蔽性

11. 下列各项中，属于离线输入设备的为（ ）。

A. point of sale terminal （POS）

B.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ATM）

C. key - to - disk system

D. OCR device

12. 对所有 EDP 部门之外的原始错误负责是的（ ）。

A. 系统使用者 B. 系统维护人员

C. 系统开发人员 D. 软件供应商

13. 保存在计算机中的控制系统是（ ）。

A. 一般控制 B. 内部控制

C. 人员控制 D. EDP 控制

14. 那些与全部或部分电算化会计应用有关的控制为（ ）。

A. 一般控制 B. 内部控制

C. 人员控制 D. EDP 控制

15. 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证实客户的账户数额及信用范围的控制为

（ ）。

A. 一般控制 B. 应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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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员控制 D. 环境控制

16. 数据登记操作员在输入数据前拒绝已获批准而签署的资料或凭

证时，要用到（ ）。

A. 手工控制 B. 计算机控制

C. 程序控制 D. 环境控制

17. 在对每周工资的记录中，若雇员时间记录超过 48 小时或少于 0

小时，将被拒绝或打印出来以便检查，这种控制为（ ）。

A. 有效码测试 B. 校验码测试

C. 人工控制 D. 限定或合理性测试

18. 在以现金支付的记录中，所支付金额超过特定限额 （如 10 000

美元） 的记录都将被打印出来以便检查，这种控制为（ ）。

A. 有效码测试 B. 校验码测试

C. 人工控制 D. 限定或合理性测试

19. 对于由终端用户开发，并为局域网内其他用户共享的终端用户

应用程序，公司规定了相应的文档编制政策。要确定局域网上的用户是

否遵守了上述政策，最适当的审计程序是（ ）。

A. 随机抽取一组储存在服务器中的终端用户应用程序，检查这些

应用程序是否与公司的政策相符

B. 向终端用户发放问卷以确定他们已经进行开发的局域网终端用

户应用程序的情况

C. 向终端用户发放调查表以测试他们对应用程序文档知识的掌握

程度

D. 随机抽取一组终端用户，检查他们计算机中储存的所有应用程

序是否都与公司的政策相符

20. 审计人员希望编制下列步骤的流程图：（1） 总部接收销售订单

信息的过程；（2） 数据到达工厂以产生运输信息的传送过程；（3） 工厂

对运输信息的处理过程。审计人员应该（ ）。

A. 从管理层设定销售价格的决定开始，搜集关于改变销售价格批

准过程的内部文件，利用程序流程图的副本完成书面描述，制

作连接这些细节的总流程图

B. 从销售代表接收订单开始，“穿行测试” 总部和工厂的手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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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计算机处理过程，直至货物运出并开具账单

C. 取得工厂制作的销售过程系统流程图副本，与相关人员面谈以

确定是否存在任何变化，然后编制概括基本过程的总流程图

D. 从货物运输开始，追溯交易至销售代表接收订单的原始过程

21. 重新设计是对企业进行全盘分析，对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思

考，对必要的业务过程进行全新设计的一种活动，其目的是使公司在服

务、质量、效率和成本等方面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内部审计师在参与重

新设计时，以下不应该做的是（ ）。

A. 建议应予以考虑的事项

B. 为新系统制定审计计划

C. 指导重新设计过程

D. 明确重新设计是否得到高级管理层的支持

22. 为一个广域网 （VAN） 系统中所包含的硬件、软件及通讯部件

保存一份精确的产品清单，并对系统的改进情况进行准确的说明，可

（ ）。

A. 最大程度地减小对外部组织的依赖

B. 保证新组件安装的及时性

C. 最大程度地提高系统的可用性

D. 有助于隔离网络故障

（三） 多项选择题

1. 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独立审计具体

准则的要求，评估会计报表需要认定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并考虑其

可能对会计报表或组成部分产生（ ）的影响。

A. 重大错报 B. 重大漏报 C. 正面 D. 负面

2. 注册会计师应充分关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对被审计单位会计

信息及内部控制的影响，并考虑对审计工作的以下方面可能产生的影

响：（ ）。

A. 了解内部控制的程序

B. 了解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

C. 对固有风险及控制风险的考虑

D. 符合性测试及实质性测试程序的设计与执行

·052·



3. 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了解计算机信息系统，以（ ）审计工作。

A. 计划 B. 指导 C. 监督 D. 复核

4. 计算机在重要会计领域应用的程度和对数据处理的复杂程度，

影响审计（ ）。

A. 审计程序的性质 B. 审计时间的确定

C. 审计范围 D. 审计的目标

5. 注册会计师在研究、评价内部控制及评估审计风险时，应当考

虑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以下特征：（ ）。

A. 缺乏交易轨迹，缺乏职责分工

B. 同类交易处理的一致性

C. 交易授权、执行与手工处理存在差异

D. 有利于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的利用

6. 流程图作为审计人员信息沟通的常用工具，表现为（ ）。

A. 业务处理过程的隐蔽性

B. 容易理解系统

C. 规范地描述系统

D. 容易修改和更新

7. 如果被审计单位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对会计报表整体有重要影响，

注册会计师还应当了解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并考虑其对（ ）。

A. 固有风险的影响

B. 被审单位业务的影响

C. 控制风险评估的影响

D. 被审单位以外要素的影响

8. 会计信息系统的说明文档和图形描述的使用者包括（ ）。

A. 系统用户 B. 系统服务人员

C. 系统设计者 D. 系统评价人员

9. 注册会计师在研究和评价一般控制时，应当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 ）。

A. 组织与管理控制

B. 应用系统开发和维护控制

C. 系统软件控制和操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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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数据和程序控制

10. 审计工作技术手段正在发生变化。电算化系统为管理提供了广

泛的、多样的分析工具，以用于对经营活动的检查和监督。对于 CPA

而言，流程图的功能体现在以下方面（ ）。

A. 描述和理解系统的途径

B. 图形化业务流程

C. 认识系统中的控制要点

D. 系统构件之间的关系和处理程序

11. 注册会计师在研究和评价应用控制时，应当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 ）。

A. 输入控制

B. 计算机处理与数据文件控制

C. 组织与管理控制

D. 输出控制

12. 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为获取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可以

采用以下方式实施审计程序（ ）。

A. 手工审计方式

B. 计算机辅助审计方式

C. 手工、计算机两种方式结合使用

D. 只采用手工、计算机两种方式中的一种

13. 在一般计划阶段，审计人员获取关于客户会计信息系统的情

况，并将其作为对控制环境的内容进行考虑。通常审计人员获得事项的

信息有（ ）。

A. 系统数据处理模式 B. 系统软件类型

C. 系统人员的组织结构 D. 系统应用范围及复杂性

14. 批处理方式的优势是（ ）。

A. 处理方法简单 B. 及时

C. 便于人员的理解和操作 D. 灵活

15. 批处理方式的缺点是（ ）。

A. 信息提供不及时

B. 便于人员的理解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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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能造成数据文件之间的不一致

D. 系统产生的信息报告可能不真实

16. 在线实时事务处理 （OLRT） 的特点有（ ）。

A. 业务发生和业务输入同时进行

B. 即时更新记录

C. 即时产生报告

D. 查询是业务真实的反映

17. 交易类别测试的具体控制目标和余额的直接测试的具体审计目

标系统应用的影响。审计人员在交易及余额详细测试的计划中，在

（ ）情形中，不会使用 EDP 控制作为降低控制风险水平的依据。

A. 客户未在重要会计领域使用电算化系统

B. 一般控制中存在重大缺陷，且没有补偿性的控制

C. 客户未在重要会计领域使用电算化系统

D. 交易类别的具体控制目标不依赖于计算机处理的结果

18. 通用审计软件包的设计一般是为完成（ ）。

A. 计算 B. 选取 C. 比较 D. 报表

19. 在电算化系统中，与 EDP 有关的职责分离表现为（ ）。

A. 系统维护者与系统使用者的职责分离

B. 系统开发者与系统使用者的职责分离

C. EDP 部门内部不兼容的职能的分离

D. EDP 部门内部职能的彻底分离

20. 系统使用者及 EDP 控制中输入、处理上的控制有利于保证数据

的（ ）。

A. 权威性 B. 有效性 C. 完整性 D. 准确性

21. 数据文件接触的控制所关注的是确保可读文件中所维护的数据

是（ ）。

A. 批准的 B. 有效的 C. 完整的 D. 准确的

22. 输入记录的授权。业务数据在录入之前，必须有相关的授权，

如签字或印章，以确保（ ）。

A. EDP 部门内部不兼容的职能的分离

B. 输入数据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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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数据的有效

D. 即时更新记录

（四） 讨论题

1. “我只想做一名好的注册会计师，不学什么信息技术？” 请评论

这一观点。

2. 你认为现在的会计课程学习是否是你的职业需要。从近期和长

远两方面考虑。

3. 讨论你去过的商场、工厂等实体的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处理模

式，这些模式有哪些控制要点。

4. 在 Internet 上下载 Visio 或 Smartdraw，试用一下它们的功能，讨论

这些软件对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有什么用途。

5. “控制不是目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观点在会计信息系

统的构建过程中有什么意义。

6. 为什么说 “计算机在重大会计方面的应用并没有改变具体审计

目标或具体控制目标”。请用审计理论加以分析。

7. 系统流程图描述系统与一般文字描述相比有什么好处？你一般

采用什么方式描述会计系统？请说明理由。

8. 为什么审计人员要直接从系统数据库中提取资料？一般使用什

么软件工具，这些软件工具你会使用吗？

9. 审计人员如何利用电子表格 EXCEL 进行辅助审计工作，列举出

具体应用实例。

10. 讨论计算机网络对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的有利方面和不利

方面。

11. 查阅资料，讨论数字签名与一般笔迹签名有什么异同。

12. 讨论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审计理论和实务有什么影响。

13. 讨论利用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进行会计舞弊的形式和手段，内

部控制措施如何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和补救。

14. 审计程序需要对信息系统进行程序测试和安全测试时，为什么

要请 IT 专家帮助？请 IT 专家帮助要依据什么原则？

15. 请与信息技术专业人士共同讨论 “系统安全的相对性”。必要

时在互联网上查阅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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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访问 AICPA 和 “CPA 视野” 网站，了解 CPA 关注的信息技术，

并讨论你们对这些技术的熟悉程度，如何学习这些技术。

六、案例

DIY 公司是一家计算机消耗品批发商，销售的产品有磁盘、打印

纸、文件盒等相关产品。客户订单通过收发室接收，收发室的职员把接

收的订单分类、排序、分组，并准备一份传送单附在每组订单上，与订

单一起传送给订单输入部门。

订单输入部门的职员首先检查每组订单是否完整齐全，并把每组订

单纳入批处理的控制程序，开始处理订单。职员把订单输入到网络计算

机中，输入分两个步骤：首先输入客户代码，通过客户数据文件检验该

客户是否已经存在和是否有可以接受的信誉记录；如果确认完毕，则输

入订单的其余部分。

订单的输入在销售业务数据文件表中产生一项记录。每天最后，根

据每一项销售业务数据记录和客户文件及库存文件，产生一个提货单

（传送给仓储部门），一个销售通知单 （传送给发运部门），以及一个客

户订货确认单 （发送给收发室，并通过收发室发给客户）。在此同时，

销售订单也记录在销售主文件中。

在仓储部门，提货单用来给客户商品装箱，完成的订单 （商品及附

上粘贴提货单） 被传送给发运部门。发运部门把销售通知单从临时文件

中删除，并对销售通知单和完成的提货单进行比较。然后把订单号输入

到发运部门的计算机终端中，终端连接到销售数据主文件上，并显示订

单数据。发运部门通过计算机终端输入发运的货物和数量等数据，一旦

数据被接受，计算机更新销售数据主文件，并产生一项发运业务记录。

同时，计算机打印装箱单和提货单，这些文件连同货物通过运输公司运

送给客户。

1. 画出 DIY 公司销售系统的系统流程图。

2. 分析系统的内部控制。

【案例提示】

1. 销售系统的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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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系统的内部控制

在系统流程图中，标记 P （present） 表示有一项控制措施存在，标

记 M（missing） 表示缺少一项控制措施。

M- 1：应在收发室就地输入客户订单。

确保操作有效：订单作为邮件接收，不转送到订单处理部门直接输

入。这样会立即响应客户的需求。

确保人力资源效率：销售人员直接输入到系统，两个职能合并，提

高人员的工作效率。

销售订单输入完整、准确：这样会使客户订单丢失的可能性减少，

同时，可以与客户保持直接的沟通，确保输入的正确。

P - 1：客户信誉检查。

确保操作的有效性：减少财产损失。

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终止可能无效的交易业务，确保人力集中于

有成效的工作。

确保销售订单输入有效。

P - 2：发运部独立查验、登记。

确保财产安全。

订单有效性检验。

P - 3：提货单文件核对。

确保操作有效。

订单输入完整。

M- 2：完成提货的文件。

确保财产安全。

P - 4：一对一的验货，提货与订单互相验证。

P - 5：利用数据主文件，自动填充表单。

节省人力资源。

提高输入的有效性和准确率。

P - 6：格式化输入屏幕。

提高操作有效性。

节省人力资源。

提高输入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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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7：交互式输入。

提高输入完整性。

提高销售主文件的更新完整性。

P - 8：程序校验。

确保操作有效。

提高人力资源效率。

提高输入准确率、真实性和有效性。

P - 9：在发运部输入发运数据。

提高操作效率，节省人力。

M- 3 计算机批量总和的一致性检验。

M- 4：手工批量总和的一致性检验。

P - 10：手工批量总和的一致性检验。

七、阅读文献

朱荣恩：《审计学》，第 18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3.√ 4. × 5. × 6.√ 7.√ 8. × 9. × 10.√
11.√ 12. × 13.√ 14. × 15. × 16.√ 17.√

（二） 单项选择题

1. C 2. B 3. A 4. B 5. C 6. B 7. D 8. A 9. B 10. C 11. C

12. A 13. C 14. A 15. B 16. A 17. D 18. D 19. A 20. B 21. C

22. D

（三） 多项选择题

1. AB 2. ACD 3. ABCD 4. ABC 5. ABCD 6. BCD 7. AC 8. ACD

9. ABCD 10. ABCD 11. ABD 12. ABC 13. ABCD 14. ACD 15. ACD

16. ABD 17. ABCD 18. ABCD 19. ABC 20. ABCD 21. ABCD 22.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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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保证服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保证服务产生的原因及发展情况

理解保证服务的定义

掌握保证服务的内容和种类

了解验资的意义

掌握验资的种类和验资过程中的工作

掌握验证范围及不同形式出资的验证内容

掌握验资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撰写

掌握盈利预测审核的目标

了解盈利预测审核的特点和程序

掌握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撰写

掌握会计报表审阅的特点

了解会计报表审阅的实施过程

掌握会计报表审阅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撰写

掌握内部控制审核的含义

了解内部控制审核的过程及程序

掌握内部控制审核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撰写

了解基本建设工程预算、结算、决算审核的意义、基本程序和

方法、审核报告的基本内容

了解商定程序的含义、实施和报告的基本内容

了解新兴的保证服务领域及其含义

二、相关准则与制度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1 号———验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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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4 号———盈利预测审核》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9 号———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10 号———会计报表审阅》

《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

三、预习要览

（一） 关键概念

保证服务 鉴证服务 其他保证服务 非保证服务 验资 审验范

围 审验程序 验资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 内部控制审核 审核报告

会计报表审阅 审阅报告 商定程序 基本建设工程预算结算决算审核

（二） 关键问题

1. 如何理解保证服务的定义？保证服务包括哪几种类型？具体内

容如何？

2. 如何理解验资的定义？包括哪几种类型？

3. 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注册会计师进行设立验资？

4. 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注册会计师进行变更验资？

5. 对货币资金投入，一般要验证哪些内容？对外商投资企业和有

限责任公司还要特别审验哪些内容？

6. 对实物资产投入，一般要验证哪些内容？对外商投资企业和股

份有限公司还要特别审验哪些内容？

7. 对无形资产投入，一般要验证哪些内容？对外商投资企业、有

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还要特别审验哪些内容？

8. 验资报告应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9. 盈利预测审核的目标及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10. 在盈利预测审核业务中，盈利预测的编制责任和审核责任是如

何界定的？

11.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应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12. 什么是会计报表审阅业务？与会计报表审计业务比起来有哪些

特点？

13. 会计报表审阅报告应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14. 什么是内部控制审核？如何理解这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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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应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16. 在基建工程预算、结算、决算审核业务中，无保留意见审核报

告的范围段和意见段应包括哪些内容？

17. 什么是商定程序？商定程序报告应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18. 比较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的主要区别。

19. 比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会计报表审阅报告、内部控制审核报

告、商定程序报告的主要区别。

20. 请举出六个新兴的保证服务领域，并加以解释。

四、重点与难点解析

1. 保证服务是注册会计师鉴证类服务开发和拓展后的一个涵盖面

更广、内容更丰富的 “标签”，保证服务分为鉴证服务和其他保证服务

两类。审计和大多数鉴证服务都是注册会计师所独有的法定业务，其他

保证服务一般都不对注册会计师提供法定的垄断地位。保证服务和非保

证服务的区别在于是否提供保证。

2. 验资是注册会计师的法定业务。验资报告具有法定效力，应合

理保证已验证的被审计单位注册资本的实收或变更情况符合国家有关法

规的规定和协议、合同、章程的要求，但不应被视为对被投资单位验资

报告日的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

3. 验资分为设立验资与变更验资。一般而言，在以下三种情况下

需要注册会计师进行设立验资：一是在被审验单位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

设立登记；二是出资者分期缴纳注册资本；三是企业新设合并、分立，

或企业改制时以部分资产进行重组，通过吸收其他股东的投资或转让部

分股权设立新的企业，新设立的企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

记。一般而言，在以下几种情况下需要注册会计师进行变更验资：第

一，被审验单位出资者新投入资本，增加实收资本；第二，被审验单位

将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转为实收资本；第三，出资者将

其对被审验单位的债权转为股权；第四，被审验单位因合并增加实收资

本；第五，被审验单位因吸收合并、派生分立、注销股份等减少实收资

本；第六，被审验单位整体改制，包括由非公司制企业改为公司制企

业、内外资企业互转等。企业因出资者、出资比例等发生变化但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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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额不变，而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

记时，无需提交验资报告。

4. 验资风险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被审验单位管理当局的诚实性、

所提供验资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二是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

职业道德水平。

5. 签订验资业务约定书旨在明确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表示确认委

托、受托关系成立；二是明确审验范围；三是明确双方的责任；四是明

确验资报告的用途和使用责任。

6. 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或注册资本变更情况明细表是被审验

单位出资者出资情况的总括反映，经被审验单位确认，代表了被审验单

位对其出资者出资情况的认定，是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的重要审验证据

之一，有助于分清被审验单位和注册会计师各自的责任。

7. 设立验资的审验范围一般应限于与被审验单位注册资本实收情

况有关的事项，包括出资者、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出资期

限和出资币种等。增加注册资本时，审验范围包括与增资相关的出资

者、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出资期限、出资币种及相关会计

处理等。减少注册资本时，审验范围包括与减资相关的减资者、减资金

额、减资方式、减资期限、减资币种、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相关会计

处理以及减资后的出资者、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等。

8. 注册会计师应在完成下列三项工作后方可编制、出具验资报告：

（1） 完成预定的审验程序；（2） 取得充分、适当的审验证据；（3） 分析

和评价审验结论。

9. 验资报告只能合理地保证已验证的被审验单位注册资本的实收

或变更情况符合国家相关法规的规定和协议、合同、章程的要求而不能

绝对地保证。验资报告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不能作为被审验单位验资报

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保证。

10. 注册会计师进行盈利预测审核的目的，是对被审核单位盈利预

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选用的会计政策及其编制基础进行审核，并发表

审核意见。具体地说：（1） 对基本假设进行审核；（2） 对选用的会计政

策进行审核；（3） 对编制基础进行审核；（4） 发表审核意见。

11. 盈利预测审核的范围除了包括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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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会计政策及其编制基础外，还应包括影响注册会计师审核范围的因

素和影响被审核单位未来经营成果的关键因素。

12. 盈利预测的审核程序： （1） 了解有关情况，制定审核程序；

（2） 获取有关资料； （3） 进行研究和评价； （4） 审核业务的记录与

复核。

13. 对基本假设的审核，应审核以下内容：（1） 检查编制盈利预测

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是否与所说的一致；（2） 检查这些基本假设是否有合

理的支持证据；（3） 对基本假设所依据的资料进行检查；（4） 对某些假

设应特别关注；（5） 注册会计师虽然有责任在执行盈利预测审核业务

时，对基本假设进行审核，但没有责任专门就盈利预测的基本假设发表

审核意见，做出审核报告。

14.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 “意见段” 应明确说明注册会计师关于盈

利预测的审核意见，即：（1） 盈利预测依据的基本假设是否已充分披

露，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基本假设是不合理的；（2） 盈利预测选用的会

计政策与实际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是否一致；（3） 盈利预测是否按确定

的编制基础编制。

15. 与会计报表审计比较起来，会计报表审阅实施的程序是有限

的，它主要实施查询和分析性程序；审核的范围也比审计的范围小，它

只关注会计报表的合法性问题；所出具的审核报告的保证程度也较审计

报告低。

16. 审阅报告的结论段应当说明，注册会计师是否发现会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有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法规规定的

情况。如果发现会计报表有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

法规规定的重要事项，且被审阅单位拒绝调整，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阅

报告的结论段前增设说明段，说明这些事项对会计报表的影响，并形成

保留的或否定的意见。如果审阅范围受到重要的局部限制，注册会计师

应当在审阅报告中予以说明，并形成保留的意见。如果审阅范围受到严

重限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阅报告中指明对会计报表不提供任何程度

的保证。

17. 理解内容控制审核的含义应当掌握以下几点：（1） 内部控制审

核业务是一项专门鉴证业务；（2） 范围限于特定日期与会计报表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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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3） 被审核单位管理当局应当就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提供书面

认可。

18. 注册会计师应当选择某些经营场所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解和测

试。选择了解和测试的经营场所时，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1） 不同场

所之间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的相似性；（2） 会计处理的集中程度；（3）

控制环境的有效性，尤其是管理当局对各经营场所行使授权的控制和有

效监督经营活动的能力；（4） 各经营场所发生交易的性质和金额。

19.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内部控制审核计划，实施以下工作步骤：

（1） 了解内部控制的设计；（2） 评价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3） 测试

和评价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0. 在确定评价特定内部控制设计合理性的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应

当考虑以下因素：（1） 特定内部控制的性质；（2） 特定内部控制的描述

方式；（3） 经营活动及其管理系统的复杂性。

21. 在测试内部执行的有效性时，注册会计师通常实施以下程序：

（1） 询问被审核单位的有关人员；（2） 检查内部控制生成的文件和记

录； （3） 观察被审核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 （4） 重新执行有关内部

控制。

22. 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被审核单位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而管

理当局已在书面声明及认定中恰当地说明了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及其对

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核意见段前增设说明重大缺

陷的意见段，并视其重要程度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如果注册会计

师认为被审核单位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而管理当局未在其书面声明

及认定中说明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或虽已

说明重大缺陷，却认定其内部控制依然有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否定

意见。

23. 商定程序一般指由委托人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商讨确定的、由

注册会计师实施的一些程序，如对计算机安全保护系统进行审查、对企

业或组织的纳税规划的审查等。提供商定程序服务也要遵循与提供其他

保证服务类似的工作步骤。

24. 新兴的保证服务领域包括风险评估、经营业务计量、信息系统

可靠性、电子商务、保健业绩计量和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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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题

（一） 判断题

1. 保证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或改善其背景。

（ ）

2. 保证服务和非保证服务一样，都要求注册会计师具有独立性。

（ ）

3. 审计和大多数鉴证业务都是注册会计师独有的法定业务，而鉴

证业务之外的其他保证业务则不是注册会计师独有的法定业务。（ ）

4. 凡是保证业务都要具备一个包括专业会计师、责任方和预定使

用者的一个三方关系，即专业会计师就某个应由责任方负责的对象向预

定使用者提供保证。 （ ）

5. 变更验资应建立在审计的基础上，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被审验单

位实施审计或利用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 ）

6. 注册会计师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执行了验资业务，并已获取

充分、适当的验资证据，其形成的验资结论一定与投资者实际出资情况

一致。 （ ）

7. 与审计报告相同，验资报告可以在意见段之前增加说明段，以

说明注册会计师与被审验单位之间无法协调一致的争议。 （ ）

8. 注册会计师在为某公司验资时，已查明：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6 000万元，其中投资者以货币资金投入 2 000 万元，实物资产投入1 800

万元，无形资产投入 2 200 万元 （其中 300 万元为土地使用权）。注册会

计师因此认为上述无形资产出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

9. 在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意见段应该说明盈利预测依据的基本假

设是否已充分披露，是否有显示这些基本假设合理的证据。 （ ）

10. 会计报表审阅只关心会计报表的合法性问题，只需要实施查询

和分析性程序，审阅报告的保证程度较审计报告低。 （ ）

11. 在内部控制审核报告中应说明内部控制的固有限制，告诫读者

根据对内部控制的评价结果推测未来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风险。 （ ）

12. 在盈利预测审核和会计报表审阅的报告中，可以根据情况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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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四种类型的意见。

（ ）

13. 商定程序报告的使用者应限于委托人和约定书中指定的使用

人，而且要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 ）

14. 在基本建设预算、结算和决算的审核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应根

据需要调整而施工或建设单位拒绝调整的事项的重要程度，确定出具审

核报告的意见类型。 （ ）

15. 在内部控制审核报告中，应说明被审核单位在特定日期是否保

持了与会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如果认为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

陷，应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 （ ）

（二） 单项选择题

1. 验资业务中，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出资的共同审验

内容的是（ ）。

A. 是否有被审验单位开户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

B. 出资清单的内容是否与合同、协议和章程的规定相一致

C.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办妥财产权转移手续

D. 出资额是否超过被审验单位注册资本的 20%

2. 注册会计师编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时，如与被审核单位在审核

单位意见方面存在异议且无法协商一致，应当（ ）。

A. 取消业务约定

B. 在意见段之后增加说明段予以反映

C.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D. 在意见段之前增加说明段予以反映

3. 在下列业务的进行过程中，注册会计师难以搜集到实物证据的

是（ ）。

A. 会计报表审计 B. 验资

C. 内部控制审核 D. 基建预结决算审核

4. 以无形资产出资 （不含土地使用权） 的，其投资额不应超过被

审验单位注册资本的（ ）。

A.20% B.25% C.30% D.35%

5. 下列不属于盈利预测审核范围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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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盈利预测的编制基础

B. 盈利预测的可实现程度

C. 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

D. 盈利预测所使用的会计政策

6. 验资业务中不属于实物资产一般审验范围的是（ ）。

A. 实物资产的产权是否归投资者所有

B. 各投资者与被审验单位之间是否在规定期间内办妥财产权转移

手续

C. 国有实物资产是否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D. 是否经商检部门办理价值鉴定手续并出具 《财产价值鉴定书》

7. 验资业务中不属于无形资产一般审验内容的是（ ）。

A. 无形资产的有效年限是否短于被审验单位的经营年限

B. 是否能改进现有产品的性能、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C. 以土地使用权出资的是否经过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

D. 是否办理了财产转移手续

8. 在会计报表审阅业务中，如果审阅范围受到严重限制，注册会

计师应当（ ）。

A. 解除业务约定

B. 在审阅报告中形成否定的结论

C. 不发表审阅报告

D. 在审阅报告中指明对会计报表不提供任何程度的保证

（三） 多项选择题

1. 保证服务拓展和演进的动因是（ ）。

A. 注册会计师职业团体的约定

B. 环境的变化

C.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未来发展的需要

D.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规定

2. 判断一项业务是否属于保证服务的关键是（ ）。

A. 保证程度的高低

B. 看其首要目的是不是增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的质量和背景

C. 是否出具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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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是否有包括专业会计师、责任方和预定使用者的三方关系

3. 验资报告具有法定证明效力，其主要用途在于（ ）。

A. 被审验单位明示其持续经营能力

B. 被审验单位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设立或变更登记

C. 被审验单位向出资者签发出资证明

D. 被审验单位出资者在规定期限内办理产权转移手续

4. 下列业务中能提供保证的是（ ）。

A. 验资

B. 内部控制审核

C. 管理咨询

D. 风险评估

5. 验资业务约定书应明确的主要事项包括（ ）。

A. 确认委托受托关系

B. 确定验资程序和计划

C. 明确验资中的种类、目的和审验范围

D. 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6. 验资业务中对货币资金的主要审验依据是（ ）。

A. 被审验单位开户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

B. 被审验单位开户银行的对账单

C. 被审验单位编制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D. 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7. 注 册 会 计 师 出 具 验 资 报 告 时，应 当 同 时 附 送 的 资 料 可 能 是

（ ）。

A. 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B. 实收资本 （股本） 变更情况明细表

C. 被审验年度会计报表

D. 财产权转移手续承诺函

8. 盈利预测审核业务中，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委托企业的盈利预

测所依据的假设明显不合理，或所作预测将偏离原定的使用目的，应该

（ ）。

A. 拒绝接受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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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除业务约定

C. 发表否定意见

D.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9. 按照委托目的最终确定充分、适当的商定程序是（ ）。

A.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B. 业务约定书中所指明的其他报告使用人的责任

C. 委托人的责任

D. 有能力提供所需要服务的专家的责任

10. 在内部控制审核业务中，注册会计师（ ）。

A. 没有必要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专门发表意见

B. 限于对资产负债表日与会计报表有关的内部控制进行审核

C. 对审核结束日之后内部控制发生的变化不承担直接的审核责任

D. 应向管理当局获取书面声明书或关于内部控制的书面认定

（四） 分析题

1. ABC 有限公司系由 A 公司 （合资中方，国有企业）、B 公司 （合

资中方，非国有企业） 和 C 公司 （合资外方） 共同出资组建的外商投

资企业。合同、协议和章程中规定，ABC 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币别为人

民币；A 公司以国内机器设备出资，B 公司以房屋及建筑物和非专利技

术出资；C 公司以货币资金 （美元）、进口机器设备 （以美元计价） 出

资，按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市场汇率 （中间价） 折算为人民币。

A、B 及 C 公司按照合同、协议和章程办理了出资事宜，并委托大连明

泽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请分别简要说明注册会计师验证 A、B 和 C

公司出资额时所认可的作价依据。

2. 明泽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就 X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当局对

2003 年 10 月 31 日与会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进行审核。

假设相关审核程序已于 2003 年 11 月 18 日全部完成，审核目的已经实

现。注册会计师于 2003 年 11 月 25 日草拟了如下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

制审核报告，并按约定于 2003 年 11 月 30 日出具了审核报告。请指出

其中不恰当之处，并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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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

X 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贵公司管理当局对 2003 年 10 月 31 日与会

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贵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是建立

健全内部控制，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的内部控制保持其有效性并发

表审核意见。

我们的审核是根据 《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 进行的。在审核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

们相信，我们的审核为发表意见提供了绝对的保证。

我们认为，贵公司按照 × × 标准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会计报

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明泽会计师事务所 （公章）

中国大连市

注册会计师 （签名、盖章）

2003 年 11 月 30 日

六、案例

AB 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由 A、B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根据经批准

的协议、合同和章程的规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 000 万元，由出资双方

在 2004 年 3 月 31 日前一次缴足。A 公司应出资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60%，其中，货币资金 450 万元，非专利技术 150 万元；B 公司应出

资 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其中，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出资

300 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资 100 万元。

A 公司 2004 年 2 月 20 日缴存开户银行 450 万元，出资的非专利技

术评估价为 180 万元。B 公司出资的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的账面价值

300 万元，评估确认价值为 400 万元，土地使用权的评估确认价值为

100 万元。评估价值已得到投资双方的确认，并在验资时已办妥财产权

转移手续。

经出资双方同意，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双方实际出资超过合同规定

的按资本公积处理。明泽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于 2004 年 4 月 10

日完成了外勤审验工作，现正草拟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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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根据上述资料代注册会计师编制 “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

表” 和验资报告。

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止

拟设立公司名称：AB 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万元

股东

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金额
出资

比例
货币 实物

无形

资产
其他 合计

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 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

合计

会计师事务所 （公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 （签章）

【案例提示】

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止

拟设立公司名称：AB 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万元

股东

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金额
出资

比例
货币 实物

无形

资产
其他 合计

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 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

A 公司 600 60% 450 180 630 600 60%

B 公司 400 40% 400 100 500 400 40%

合计 1 000 100% 450 400 280 1 130 1 000 100%

会计师事务所 （公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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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

AB 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 （筹） 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止申

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

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 （筹） 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

（筹） 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 《独立审

计实务公告第 1 号———验资》 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

司 （筹） 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根据协议、合同、章程的规定，贵公司 （筹） 申请登记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 000 万元，由 A 公司和 B 公司于 2004 年 3 月 31 日前缴

足。经我们审验，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止，贵公司 （筹） 已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仟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450

万元，实物出资 300 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资 100 万元，非专有技术出

资 150 万元。非专有技术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10%。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注册资本登记及据以向全体股东签发出

资证明时使用，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

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

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

1. 验资事项说明

2. 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明泽会计师事务所 （公章）

中国大连市

中国注册会计师 （签章）

2004 年 4 月 10 日

七、阅读文献

1. 朱荣恩：《审计学》，第 14 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余玉苗：《审计学》，第 15 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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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A. A. 阿伦斯等：《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石爱中等

译，中文 1 版，第 23 章，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八、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 判断题

1. × 2. × 3.√ 4.√ 5.√ 6. × 7. × 8. × 9. × 10.√
11.√ 12. × 13.√ 14.√ 15. ×

（二） 单项选择题

1. B 2. B 3. C 4. A 5. B 6. D 7. B 8. D

（三） 多项选择题

1. BC 2. BD 3. BC 4. ABD 5. ACD 6. AB 7. AB 8. AB 9. BC

10. CD

（四） 分析题

1.

（1） 验证 A 公司出资额时所认可的作价依据：

对 A 公司的国内机器设备出资，以经过法定评估机构评估的结果

为作价依据。

（2） 验证 B 公司出资额时所认可的作价依据：

对 B 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和非专利技术出资，以出资各方协商一

致的价值为作价依据。

（3） 验证 C 公司出资额时所认可的作价依据：

①对外币出资，以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市场汇率 （中间价）

折算成人民币为作价依据。②对进口机器设备出资，以经过国家商检部

门或由其认定的其他鉴定机构鉴定的美元价值，按出资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市场汇率 （中间价） 折算成人民币为作价依据。

2.

该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存在以下不恰当之处：

（1） 报告名称错误：应当为 “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2） 引言段关于双方的责任存在不恰当之处，应该为：贵公司管理

当局的责任是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并保持其有效性，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

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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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围段中存在两个不恰当之处：

“我们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应改

为 “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评价和测试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

有效性，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

“我们的审核为发表意见提供了绝对的保证” 应改为 “我们的审核

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4） 应在范围段和意见段之间说明内部控制的固有限制，具体内

容为：

内部控制具有固有限制，存在由于错误或舞弊而导致错报发生和未

被发现的可能性。此外，由于情况变化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变得不恰当，

或降低对控制政策、程序遵循的程度，根据内部控制评价结果推测未来

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一定的风险。

（5） 意见段中存在 1 个不恰当之处：

“贵公司按照 × × 标准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会计报表相关的有

效的内部控制” 应改为 “贵公司按照 × × 标准于 2003 年 10 月 31 日在

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会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6） 报告日期错误，正确的报告日期应为 200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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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模拟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 （每题 1 分，共 15 分）

1. 将审计划分为会计报表审计、合规审计和经营审计的分类标准

是（ ）。

A. 审计的主体 B. 审计的时间

C. 审计的目的和内容 D. 审计的范围

2. 按独立性的观点来考察，在我国审计监督体系中，社会审计

（ ）。

A. 仅与被审计单位独立，不与委托人独立

B. 与审计委托人及被审计人均独立

C. 仅与委托人独立，不与被审计单位独立

D. 与审计委托人及被审计人均不独立

3. 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的责任不应包括（ ）。

A. 履行约定业务 B. 保守商业秘密

C. 竭诚为客户服务 D. 不得或有公费

4. 检查程序所取得的审计证据是（ ）。

A. 实物证据 B. 口头证据

C. 书面证据 D. 环境证据

5. 在每次会计报表审计中均必须执行的程序不包括（ ）。

A. 了解内部控制 B. 分析性复核

C. 实质性测试 D. 符合性测试

6. 下列审计工作底稿中属于备查类底稿的是（ ）。

A. 审计计划 B. 公司章程

C. 应收账款函证的回函 D. 审计业务约定书

7. 无法表示意见与保留意见的区别在于被审计单位（ ）。

A. 拒绝进行调整的金额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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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会计报表没有公允表达的程度

C. 违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要求的程度

D. 注册会计师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程度

8. 审计人员进行肯定式函证时，如果没有收到回函，则（ ）。

A. 应实施替代程序

B. 应另选样本函证

C. 应改为否定式再次进行函证

D. 应进行分析性复核

9. 如果不能就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取得充分必要的审计证据，

注册会计师对以该假设为前提所编制的会计报表应发表（ ）。

A. 否定意见 B. 无法表示意见

C. 保留意见 D. 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10.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存货实质性测试内容的是（ ）。

A. 存货的监督性盘点

B. 存货计价的测试

C. 存货的增加是否符合预算的规定

D. 存货的分析性复核

11. 为验证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产品已发货、漏记销售业务的问

题，审计人员应将（ ）。

A. 发货单与销售发票存根核对

B. 销售发票存根与销售收入明细账核对

C. 发货单、销售发票存根与销售收入明细账核对

D. 销售合同与销售发票核对

12. 由于负债账户的审计重点是防止低估，所以应付账款实质性测

试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审计程序是（ ）。

A. 查找未入账的应付账款

B. 抽查应付账款明细账记录

C. 取得或编制应付账款明细表

D. 进行应付账款函证

13. 具体审计目标中的机械准确性目标一般仅能通过 （ ） 加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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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物证据 B. 书面证据

C. 口头证据 D. 环境证据

14. 注册会计师核对销售发票的日期与销售业务登记入账的日期是

否一致，主要目的是测试销售业务的 （ ）。

A. 真实性 B. 完整性

C. 机械准确性 D. 截止正确性

15. 下列事项若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需要调整被审年度会计

报表的是（ ）。

A. 发行大量的债券或权益性证券

B. 接到关于上年被起诉案件的终审判决，责令赔偿

C. 所持有价证券市价严重下跌

D. 下期会计处理方法将有所改变

二、多项选择题 （每题 2 分，共 20 分）

1. 组成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主要层次是（ ）。

A.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B.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C. 独立审计报告准则 D.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

E. 执业规范指南

2. 审计人员可不进行符合性测试程序，而直接转入实质性测试程

序的情况有（ ）。

A. 内部控制不存在 B. 内部控制未有效运行

C.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D. 内部控制拟予信赖

E. 符合性测试的工作量小于因进行符合性测试所减少的实质性测

试的工作量

3. 按照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下列中可以采取消极保证方式

的是（ ）。

A.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

B. 简要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

C.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D. 法规合约中所涉及财务会计规定的遵循情况的审计报告

E. 验资报告

4. 下列资料中，应当作为永久性档案予以保存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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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审计业务约定书 B. 审计计划 C. 备查类工作底稿

D. 符合性测试的工作底稿 E. 实质性测试的工作底稿

5.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下列业务应该由实务

公告来规范的是（ ）。

A. 验资 B. 编制审计计划 C. 出具管理建议书

D. 进行赢利预测审核 E. 对商业银行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6. 下列各项中可以作为保证业务判别标准的是 （ ）。

A. 是否发表书面的报告

B. 是否为增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的质量和背景

C. 是否要求责任方就遵循特定标准出具书面认定

D. 是否包括专业会计师、责任方和预定使用者这三方关系

E. 是否属于注册会计师独有的法定业务

7. 在内部控制审核业务中，注册会计师（ ）。

A. 没有必要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专门发表意见

B. 对特定日期与会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进行审核

C. 对审核结束日之后内部控制发生的变化不承担直接的审核责任

D. 应向管理当局获取书面声明书或关于内部控制的书面认定

E. 应对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进行测试和评价

8. 下列关于期初余额审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审计的重点是期初余额是否恰当披露

B. 期初余额的审计结论会影响对本期会计报表的审计意见

C. 期初余额可以通过对本期会计报表实施的审计程序进行证实

D. 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接受被审单位委托时，应对期初余额进行

审计

E. 注册会计师应证实上期期末余额是否已正确结转至本期，或已

恰当地重新表述

9. 下列关于会计报表审计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 在了解被审单位基本情况后，应由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并签

订业务约定书

B. 接受审计委托以后，注册会计师应马上进驻被审单位进行审计

C. 注册会计师应在研究和评价被审单位相关内部控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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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D. 注册会计师应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

E.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当对已审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作出保证

10. 在下列审计程序中，一般不采用审计抽样技术的是（ ）。

A. 分析性复核 B. 询问被审单位管理当局 C. 销售发票的复核

D. 实地观察被审单位的经营场所 E. 应收账款的函证

三、判断题 （每题 1 分，共 15 分，判断正确得 1 分，判断错误扣

0.5 分，本题最低得分 0 分）

1. 凡在外勤审计工作结束之前发生的期后事项，注册会计师应提

请被审单位调整会计报表，而在外勤工作结束之后发生的期后事项，则

应提请被审单位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 （ ）

2. 凡与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及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有关的资料，

均应属于会计报表的审计范围。 （ ）

3. 银行存款通常不需要函证，如函证，最好采用否定式函证。

（ ）

4. 注册会计师在审查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已发行的股票是否真实、

是否已收到股款时，应向主要股东函证。 （ ）

5. 因为不存在满意的替代程序来观察和计量期末存货，所以注册

会计师必须对被审计单位的存货进行监盘。 （ ）

6. 验资业务中，注册会计师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出具无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验资报告。 （ ）

7. 注册会计师如拟信赖内部控制，应当实施符合性测试，以将检

查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 ）

8. 一般说来，对规模很小的被审单位，注册会计师可以直接进行

实质性测试，而不需要了解相关的内部控制。 （ ）

9. 当怀疑被审计单位最高管理人员涉及违反法规行为时，注册会

计师应考虑征求律师意见或解除业务约定。 （ ）

10. 尽管被审计单位的某一银行存款账户余额为零，但只要存在本

期发生额，注册会计师就应进行函证。 （ ）

11. 如果符合性测试证明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则注册会计师无需再

进行分析性复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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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册会计师将从被审计单位或其他第三者获取的资料形成审计

工作底稿时，除应注明资料来源外，还应实施必要审计程序，形成相应

的审计记录。 （ ）

13. 具体审计计划中的核心内容是审计程序。 （ ）

14. 下列会计报表认定中，与损益表组成要素无关的是 “权利与义

务” 认定。 （ ）

15. 会计报表审阅与会计报表审计所实施的程序是一样的。（ ）

四、分析简述题 （共 20 分）

1. 应付账款的函证和应收账款的函证有何区别？（6 分）

2. 下面是审计人员在会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部分审计程序，请

你指出这些测试程序所针对的管理当局认定，说明所搜集的审计证据质

量的高低并解释原因。（8 分）

（1） 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清单中选取样本，进行实地清点，确认期

末存货的数量。

（2） 评价被审计单位的成本会计制度，特别注意分配产品成本的

方法。

（3） 抽样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编制的验收报告，并追查至采购明

细账。

（4） 在资产负债表日前的三个月，向被审计单位的开户银行函证，

以证实资产负债表日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金额。

3. 下面是某公司销售环节的部分审计目标和注册会计师为检查这

些审计目标是否实现而执行的实质性测试程序：

（1） 所有登记入账的销售业务均是真实的；

（2） 所有发生的销售业务均已入账；

（3） 销售业务估价正确。

实质性测试程序：

（1） 从产品发运凭证中选取样本，追查至销售发票和主营业务收

入、应收账款账明细账；

（2） 检查销售发票是否附有发运凭证，且与发运凭证上的产品数量

等是否相符；

（3） 复核销售发票，并将销售发票上的单价与经批准的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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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

（4） 由发运凭证追查至存货明细记录和仓库，查明货物是否确已

发出。

要求：为每一个审计目标和实质性测试程序建立对应关系 （6 分）。

五、综合题 （共 30 分）

1. 下面是某企业生产和购买循环内部控制制度的部分内容，请你

至少指出六个内部控制的薄弱之处，并提出改进建议。

（1） 所有生产用材料都存放在上锁的仓库中。仓库保管职责由一名

主管和三名保管人员负责。生产用材料需要凭经生产车间主任签字的领

料单向仓库领取。

（2） 仓库保管人员负责登记存货的永续盘存记录 （包括数量和金

额，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发出存货的单价）。另外，对每一个存货项目还

登记最低储备量和经济订货批量。当实际库存低于最低储备量时，仓库

主管打电话给负责登记应付账款的人员，由这一人员按照经济订货批量

编制预先连续编号的订购单。根据常年的订购合同将订购单的原件发给

供应商，副本保存在登记应付账款的人员那里。

（3） 当采购的材料到达企业时，由仓库保管人员验收。保管人员清

点所收到的商品，并与运输商的发运单和供应商的装箱单核对，然后记

入存货的永续盘存记录。发运单和装箱单按供应商分类由仓库保管人员

保存。

（4） 当负责登记应付账款的人员收到供应商发票时，他打电话给仓

库保管人员询问是否已收到材料。如果已经收到材料，他就将卖方发票

与订购单核对，包括规格、品种、价格等，并编制应付凭单以支付货

款；如果材料还没有收到，他就告诉仓库保管人员一收到材料就马上通

知他，以便他能及时处理卖方发票。这期间，他将卖方发票放在他办公

桌的抽屉里。

2. 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接受 A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托，对该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注册会计师于 2004 年 3 月 18 日完成了外

勤审计工作，按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应于 2004 年 3 月 25 日提交审

计报告。公司审计前会计报表反映的资产总额为 5 000 万元，该年度的

利润总额为 100 万元。现假定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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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应收账款项目进行函证时，其中对余额为 16 万元的客户 B

公司的函证未收到回函，注册会计师运用其他程序进行了验证。

（2） 在某诉讼案中，A 公司被起诉侵权，原告要求赔偿 58 万元。

至被审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日时胜负仍难以预料。诉讼案和可能的影响均

已列示在会计报表附注中。

（3） 注册会计师得知公司 2003 年涉及的诉讼案于 2004 年 3 月 20 日

判决，A 公司败诉，应向原告赔偿 55 万元，公司对判决结果没有提出

异议，并在会计报表附注 5 中进行了披露。注册会计师在 3 月 26 日完

成了对该事项的实地审计工作，提请公司调整 2003 年度会计报表，被

公司拒绝。

（4） 公司在 2002 年 1 月 1 日从银行取得 3 年期、年利率 5%的长期

借款 1 200 万元，用于固定资产建设。工程于 2003 年 12 月 1 日投入使

用。公司将 2003 年应付的长期借款利息全部计入在建工程。

要求：

（1） 如以资产总额和利润额为判断基础，采用固定比率法，请计算

确定 A 公司 2003 年度会计报表层的重要性水平。假定资产总额和利润

额的固定百分比分别为 0.5%和 10%。

（2）假定公司不接受注册会计师提出的调整意见，分别针对上述四

种情况，说明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何种意见的审计报告，并简要说明

理由。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答案 C B C C D B D A B C C A B D B

二、多项选择题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ABDE ABE CD ABC ACDE BD BCDE BCDE ACD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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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答案 × √ × × √ × × × √ √ × √ √ √ ×

四、分析简述题

1.

（1） 必要性不同。

一般情况下，应付账款不需要函证，因为函证不能保证查出未入账

的应付账款，况且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取得购货发票等外部证据来证实

应付账款的余额。但是如果控制风险比较高，某应付账款账户金额较大

或被审计单位处于经济困难阶段，则应进行应付账款的函证。

对应收账款来说，函证是必要的审计程序，目的是证实应收账款账

户余额的真实性、正确性。

（2） 函证对象的选择不同。

函证应付账款时，应选择金额较大的债权人，以及那些在资产负债表

日金额不大、甚至为零，但为企业重要供货商的债权人，作为函证对象。

函证应收账款时，一般选取大额或账龄较长的项目、与债务人发生

纠纷的项目、关联方 ［包括持股 5% （含 5%） 以上的股东］、主要客户

（包括关系密切的客户） 的项目、余额为零的项目、非正常的项目等作

为函证对象。

（3） 函证的方式不同。

应付账款函证最好采用肯定形式，并具体说明应付金额。

应收账款的函证，既可以采用肯定式，也可以采用否定式，否定式

一般在个别账户的欠款金额较大和有理由相信欠款可能会存在争议、差

错或问题时采用。

2.

管理当局认定 审计证据的质量及其原因

1 存在或发生 高；是通过审计人员亲自清点搜集的证据

2 估价或分摊
高；是通过审计人员亲自评价搜集的证据 （但可能
依赖于审计人员的专业学识）

3 完整性 中；取决于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有效程度

4 估价或分摊 中；属于外部证据，但时效性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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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计目标 实质性测试程序

五、综合题

1.

（1） 仓库保管人员既承担保管职责，又负责登记存货的永续记录，

这不符合不相容职责分离的原则。

存货的永续记录应该由会计部门的人员负责登记。

（2） 没有正式的请购材料的文件，而且仓库主管仅通过打电话的方

式通知订购材料。应该编制正式的请购单以作为订购材料的根据，请购

单应该由生产主管批准。

（3） 负责登记应付账款的人员负责订购材料并负责未付发票的

支付。这两个职责应该分离。

（4） 负责验收材料的仓库保管人员并不知道所订购的材料的具体内

容，他只对所收到的材料进行清点。

订购单的副本应送仓库保管人员一份，以防止验收没有订购的

商品。

（5） 没有编制验收报告，以作为支付货款的必要凭据之一，而且货

款的支付仅依据打电话给仓库询问材料是否收到。

应该编制验收报告以反映所收到的商品；在支付货款之前应将卖方

发票与验收报告核对。

（6） 未付发票保存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未付 发 票 应 妥 善 保 管，如 保 存 在 一 定 的 文 件 夹 中，并 注 意 安

全性。

（7） 没有定期地进行存货的实物盘点并与永续记录核对。

应该定期地进行存货的实物盘点并与永续记录核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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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计报表层的重要性水平计算如下：

5 000 × 0.5% = 25 （万元）

100 × 10% = 10 （万元）

二者比较，选最低者作为会计报表层的重要性水平，即 10 万元。

（2）

对第一种情况，注册会计师应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当应收

账款的函证没有结果时，可以采用替代审计程序证实应收账款的真

实性。

对第二种情况，应发表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因为诉讼案的

胜负难以预料，A 公司只需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作为注册会计师，

对被审单位涉及诉讼案这一重大不确定事项，应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

事项段予以说明，以提醒会计报表使用者。

对第三种情况，应发表保留意见。2003 年涉及的诉讼案于 3 月 20

日判决，这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调整事项，公司应根据判决结

果调整 2003 年的会计报表。公司拒绝调整会计报表，使会计报表不能

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且影响数高于重要性水平，所

以应发表保留意见。

对第四种情况，应发表无保留意见。固定资产于 2003 年 12 月 1 日

投入使用，所以 12 月份的利息费用应该计入财务费用，为 1200 × 5% ÷

12 = 5 （万元），低于重要性水平 10 万元，所以即使被审单位不接受注

册会计师的调整建议，也不足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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