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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0_E5_B7_A7_E5_c45_227812.htm 作为一个行业，注册会计

师是如何得到市场承认的呢，又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取得社会

的信任的呢？事实上，注册会计师的成功，是与其四大查账

技术有关。只要这四大技术运用得当，所有造假的公司无不

俯首称臣。这些专门对付假账的“擒拿格斗”的技术，是注

册会计师们经过长期摸索、实践、再摸索、再实践，逐步总

结出来的 技术之一：账证核对 注册会计师之所以能够通过会

计报表、账册以及凭证的核对，查清已发生的经济事项，并

对之下结论，是与其审计对象-当前财务会计的特征分不开的

。财务会计的主要特征及账证核对的主要方式是： 1. 原始凭

证的要素能够说明经济事项发生的时间、地点、金额、数量

以及具体负责的人员。因此，在财务会计中，强调原始凭证

要素几乎成为所有国家的法律要求。其目的就是通过要素的

牵制，达到能证实已发生经济业务的真实性。因此，只要查

对证实账册记录的原始凭证是否存在、要素是否完备，往往

就能判定过去的经济业务有否发生。 2. 复式记账能够说明经

济事项发生时的来源与去向。自从意大利修道士巴其阿勒

在1494年总结出复式记账以来，会计在科学的殿堂中多多少

少有了那么一席之地。由于复式记账能清楚地将所发生的经

济业务，通过双重记录说明企业资源的来源与去向。因此，

熟悉了复式记账，就能随心所欲地将账本所记的内容，转化

为已发生的经济业务过程录像。复式记账的科学性，就在于

此。 3. 权责发生制会计能够很好地确认应尽的义务与应得的



权利，并能较好地将这些权利与义务进行适当的配比。美国

会计学会在1940年出版的《公司会计准则结论》一书中，对

权责发生制会计是这样论述的：“在外行人看来，‘成本’

表示现金支出，‘收入’和‘收益’意指收到的现金。但配

比概念意义更深。会计并不比较现金收支，而是力量与成就

、劳务的获得与提供、所取得的（货物或劳务）价格总计与

处理（货物或劳务）的价格总计。所有这些均包含在‘成本

与收入’和‘权责发生制’会计之中”。（P16）因此，权责

发生制会计能更正确地将没有收到但权利已获得，或尽管没

有支付但义务必须承担的业务也统统包括进去，从而使会计

能更真实地反映所有发生过的经济业务。 牢牢掌握现代财务

会计三大特征，认认真真地进行账证核对，许多虚假会计信

息都会被一一揭穿。由此可见，以会计为媒介而产生的审计

业务，造就了注册会计师对会计语言的天生敏感性。以账表

核对、账账核对、账证核对为主的查账方法，形成了注册会

计师第一大技术。 技术之二：函证与盘点 1939年发生的美国

麦克逊、罗宾斯药材公司虚假会计报表案，敲响了仅仅停留

在账面审计的警钟。麦克逊、罗宾斯药材公司在熟悉了普华

会计师事务所账表核对、账账核对以及账证核对的传统查账

方法之后，就开始在账表证上做文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虚

开发票与账单。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在赔偿了五十万美元之后

，总结出了在查账过程中，除了传统的账表核对、账账核对

以及账证核对之外，还必须对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有形资产

进行盘点，对所有的具有权利与义务债权与债务进行函证。

于是乎，注册会计师们就开始有了第二大查账技术：盘点与

函证。 在1999年的一次研究中，Tradeway委员会的赞助机构



委员会发现，错误的资产计价几乎占所有财务报表舞弊案件

数量的一半，而存货高估则构成资产计价舞弊的主要部分。

存货计价涉及两个要素：数量和价格。确定现有存货的数量

常常比较困难。因为货物总是在不断地被购入和销售，不断

地在不同存放地点间转移以及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存货单

位价格的计算同样可能存在问题。采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

出法、平均成本法以及其他的计价方法所计算出来的存货价

值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的差异。正因如此，复杂的存货账

产体系往往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舞弊对象。不诚实的企业常常

利用以下几种方法的组合来进行存货造假：虚构不存在的存

货，存货数量操纵，不记录存货的购入以及虚假的存货资本

化。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方案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增加存

货的价值。 证实存货数量的最有效途径是对其进行整体盘点

。注册会计师执行该程序时，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存货

舞弊问题。如：（1）管理当局的代表往往跟随注册会计师并

记录下测试的结果。因而，审计客户可能将虚构的存货加计

到未被测试的项目中，这将错误地增加存货的总体价值。只

要注册会计师在每页末端不留空白或注意最后一笔存货的号

码，则客户的伎俩就容易被揭穿。（2）在执行盘点测试程序

时，注册会计师一般会事先通知客户测试的时间和地点。对

于那些有多处存货存放地点的公司，这种预警使管理当局有

机会将存货短缺隐藏在那些注册会计师没有检查的存放点。

因此，注册会计师也可对没有预先告知的地点，进行临时突

击盘点，一般也能收到奇效。 （3）有时注册会计师还应执

行额外的程序，以进一步检查已经封好的包装箱。这样，虚

报存货数量把戏就容易显形。 另外，应收或应付账款的函证



也是检查企业权利与义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企业为虚

增资产，往往虚构应收账款，而为了低计负债，也往往不列

或少列其应付账款。如在1992年，一个诈骗者-ZZZZ贝斯特

公司的贝莱。明克（Barry Minkow）曾说：“对于一个舞弊

者来讲，应收账款作假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样做很快就会

增加利润。但是它们也表明了一个现象：资金都被冻结在应

收账款里了。”而此时如果通过向外界发函询证，一般都能

洞穿其把戏。为此，早期的美国会计师协会曾规定：如果注

册会计师无法对存货进行盘点，或无法对应收应付款进行函

证时，一律不准签发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可见，尽管财务

会计为使其反映的经济业务更真实、更客观，也更便于验证

，设计了许多方法与手段：如在发票上印有防伪标志，对账

册、凭证进行编号，印制一式多联的单据等。但还是无法防

止其通过虚开单据、发票进行造假。无奈之下，注册会计师

发明了第二大技术，即对存货与应收应付款进行盘点与函证

。通过实际观察与外来凭证，发现并揭穿了某些公司报表造

假现象，从而也使得注册会计师的结论更为真实与可靠。因

此，盘点与函证成为现代注册会计师查账的第二大技术。 技

术之三：内控测试 注册会计师的查账对象是会计的账册凭证

。在经济业务相对简单且反映的业务内容不甚较多的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翻阅账本作出较有把握的结论。然而

，到了二十世纪之后，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业务内容的

创新，特别是股份制企业在地域上或业务量上的无限扩张，

使得注册会计师所需审核的会计信息越来越宽泛。过去那种

依靠传统的逐页核对、逐笔检查的手工方法，既旷日费时，

也无法作出质量保证。于是，一些聪明的注册会计师开始将



眼光转向了产生这些会计信息的过程。如果在收集、整理、

汇总以及核算会计报表过程中，有很好的控制保护措施，那

么会计报告的质量也应该是可靠的。而观察会计报告的产生

过程，比盲目地逐笔核对，要省时省力得多，也科学得多。

于是，注册会计师开始走出舍本求木的误区，关注起与报表

信息产生过程有关的内部控制。 所谓的企业内部控制，实质

上是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运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防止、发现、纠正错误和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

法、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而作为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客户之前，对其内部控制主要关注如下两点： 1. 财务

报告的可靠性。确保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内部控制，直接影响

到财务报表和相关的各种认定，从而影响审计目标的实现。

如果影响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内部控制不健全，财务报表就不

太可能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财务会计法规的要求。因此

，注册会计师应关注被审计单位保护资产和记录安全完整的

内部控制，关注保证经济业务经过授权、符合既定方针政策

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内部控制。 2. 对各类经济交易的控制。注

册会计师特别关心的是对各类经济交易的控制，而不是对会

计账户余额的控制。原因在于，会计信息系统的输出结果（

会计账户余额）的准确性主要依赖于数据输入和数据处理（

经济交易）的准确性。 通过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调整，注册会

计师不仅可以减少盲目的账表核对或函证盘点，而且还可以

使审计报告的结论更具准确性。因此，通过评价企业内部控

制，找出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并对之重

点审核，已成为注册会计师的第三大技术。 技术之四：比率

分析 随着企业业务的不断扩大、被审计对象的资料日益增多



，注册会计师们被渐渐淹没在浩瀚的会计信息之中。尽管内

部控制的测试与评价，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详细审计所带来

的压力，但如何进一步摆脱信息膨涨所引起的审计羁绊，不

得不引起注册会计师们的深思。经过对审计对象-会计信息资

料的研究，人们发现，在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三张财务报表

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的变化，会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内在财务变化的真实性。为此，美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通过不断摸索，总结出一套通过分析财务报

表数据来确定审计重点的方法。这一方法，就被称之为分析

性程序。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并将这一方法归纳为审计准则

，成为注册会计师们查账的第四大技术。 所谓分析性程序，

根据美国审计准则公告（SAS）第56号的解释，是指“由各种

财务信息评价组成的，这种信息是通过对财务和非财务资料

之间的可能关系的研究而取得”。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第11号-分析性复核》表述更加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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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定义都直接揭示出分析性程序针对的是数据之间存在

的“可能关系”（“预期数额”），通过“可能关系”与实

际关系的比较（“异常变动”）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大量研究证实，分析性程序是种应用十分广泛而且颇为有效

的审计方法，尤其在发现和检查财务报告舞弊方面作用相当

明显。相当比例的财务报告舞弊的曝光最初缘于分析性程序

中发现的线索，而且大量财务报告舞弊案件事后看，只要实

施简单的分析性程序就可以察觉舞弊的端倪（张立民，2001

）。美国《Accounting Review》1982（8）发表文章指出，通



过对281项错报的分析，发现采用分析性程序可以查出所有错

报的45.6%，82项重大错报的54.9%和非常重大错报的69%.在

近期揭露的美国Coated Sales inc案、ZZZZ百斯特公司舞弊案

和中国的蓝田事件、银广夏事件中，分析性程序皆发挥了独

到的功能，当之无愧地成为注册会计师的第四大查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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