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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有些审计人员对往来账的审计重视不够。主要

原因是往来账项的许多经济业务并不直接地表现为收入、成

本、利润等敏感指标，而且往来账内容多、项目杂、发生频

繁，取证困难，易造成有些审计人员往往采用偷懒的方法，

或回避往来账的检查，或用小样本抽样的方法泛泛地审计往

来账项。如何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对往来账项审

计的效率，是完成审计工作的重要一环。因此，笔者结合自

己的审计体会，谈谈往来账的一些审计技巧和方法，以兹与

同仁共勉。 从各往来账的各个二级科目名称上判断往来账科

目核算的正确性，推断对往来账审计的重点领域 根据往来账

会计科目核算的性质，所有往来账的明细科目都有明确的核

算对象，也就是说，会计科目反映的内容与其名称应该是一

一对应的关系。核算对象应该有确指，否则就属于审计的重

点领域。如:往来科目的明细科目中出现“其它”、“暂挂款

”、“暂收（付）款”、“其它科目转来”、“欠款”、“

特定款”等没有明确特指的对象.一级往来科目的明细科目中

出现若干同一单位或个人挂账.明细账的挂账科目性质与一级

往来账的核算内容极不相符等。若被审单位往来账中出现以

上这些经济事项，应该在审计时予以充分关注。 特别注意长

期不发生增减借贷变化的呆滞往来账项和偶发性大额往来账

项 不同的往来账明细科目都有明确且唯一的经济对象，内容

上反映与此对象之间经常性的、相对固定的经济活动。只发



生了一笔或很少几笔业务后就长期挂账的客户，就可能存在

信用危机，其在往来明细科目中的反映自然就应成为审计重

点。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它的形成、变化有可能带有违规、违

法性质，也有可能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如隐瞒收入、少摊

成本费用、出租出借银行账户、私分侵吞公款、巨额坏账、

账外资金体外循环等。 符合性测试与实质性测试并重，减轻

对往来账项函证的期望值 与其他会计科目审计手法不同，往

来账科目的审计对符合性测试有较强的依赖性，即使是在实

质性测试时也必须使用符合性测试。由于往来类科目的发生

额大多与流动性最好的现金有关，经济活动中大量的资金收

付过程大多是往来账项增减变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

管理好了往来账项也就管好了企业的现金流入和流出。因此

，一个管理成熟的企业通常都会制定较为完善的资金审批制

度和资金回笼制度，而这些制度就是对往来账内控审计的重

要依据之一。与这些主要的资金管理制度相配套，还有一些

辅助的资金管理制度，如差旅费报销制度、备用金使用制度

、物资采购制度、实物资产报废回收制度等，也都与往来科

目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在对相关的往来账项进行实质性审

计时都应对照这些制度进行符合性测试。往来账的发生符合

相应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是往来账项形成合理的最起码要求

。 有关审计教材十分强调对大额的、异常的往来账项进行函

证的重要性，并将函证作为实质性测试的一种重要方法。但

在实际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往来账进行函证的审计结果

很不理想。主要表现在：回函率极低（甚至为零）；回函金

额与被审计单位账面金额不一致并没有注明原因；可能通过

现代化通讯工具与对方单位统一口径；提供虚假错误的地址



；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使函证的作用大打折扣，而凸显

采用其他替代方法对往来账目进行审计的重要性。这些替代

方法除了上述符合性测试外，还应做到:严格审核各种原始单

据的真实性、合理性.结合企业的经营特点、管理特点证实往

来账的真实性、合法性.通过前后期往来账金额的增减变动情

况摸清往来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等。也就是说，审计往来

账项时，要减少对函证的使用量和使用面并降低对它的期望

，重点使用符合性测试及其他实质性测试程序，努力降低审

计风险。 对母子公司、公司内部二级单位所发生的往来账项

，要在余额与数额上高度关注,这些往来账项就是我们常说的

关联方交易。由于存在内部人控制及集团公司的股权控制关

系，这些关联交易很可能也较容易出现种种违纪违规问题。

主要体现在:套取关联企业资金；人为调节利润幅度；随意拆

借资金；变相侵吞企业资产等。这些情况会导致企业无原则

使用资金，从而造成资产的损失和滋生各种腐败现象，因此

是往来账审计时的重点内容和高风险领域。 当这些内部往来

账的余额不符时，就更加剧了上述风险的存在。笔者在审计

一家大型企业的往来账时，发现母公司“其他应收款”账中

一明细科目的余额与其投资的一小型全资子公司“其他应付

款”账之间的明细科目余额不符。在对这一母子关系的往来

账进行深入检查后，发现了一个游离于母子公司之外的、发

生额达1300余万元的小金库，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各种名目

从母公司套取的现金。可见，在较熟悉的环境中，更容易从

事一些违法乱纪的活动，所以对关联公司的往来审计，不能

因子公司已经被其他单位审计过或因为是内部单位就麻痹大

意、掉以轻心。 对于有些往来账的明细科目可以采取适当的



简化程序，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通常，挂在“其他应

付款”科目中的住房公积金、社会统筹养老金、社会统筹补

充养老金、社会统筹医疗保险金及有些不在“应交税金”科

目中核算的税款、国家行政部门的罚没款等，挂在“其他应

收款”科目中的税款保证金、税票押金、法院的质押款物及

向土地部门的土地出让金等，这些款项都有其特定的用途，

而且受有关权威部门的检查和认定。因此，对这类明细科目

在实质性审计时，可适当简化。 2．挂在“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等科目中的明细科目，大多是企业的主要供销对

象。若企业与这些主要对象的往来账项，发生均匀、经常、

大量，账面记录清晰，且持续时间较长、余额滚存结转，则

也可以适当简化有关实质性审计程序。因为这类交易属良性

往来，信用有保证，不过，关联交易除外。 3．对于挂在“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中的临时性暂收暂付款，因

其金额小，发生笔数少，且挂账对象明确，可适当简化有关

实质性审计程序。但是，明细科目若挂有外单位人名时，仍

应进行重点审计。 4．“预收账款”及“预付账款”等科目

的发生额与“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科目的明细科目

有结转关系的，说明相关经济业务的发生有较强的说服力，

可将其并入“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对应科目中进行

审计，无须再对这些科目进行重点检查。 关注内容不太正常

的往来明细科目 往来账的会计核算，一般都有一些固定的规

律性内容。如:（1）主要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通常在应收应付

账款和预收预付账款中进行核算，反映的内容具有金额大、

发生频繁、手续多、外部单位提供原始单据的特点；（2）零

星的暂收暂付款通常在其他应收应付款中进行核算，反映的



内容具有金额小、内容单一、孤立发生情况多、手续少、内

部单位提供原始单据的特点；（3）应收应付账款和预收预付

账款科目的业务性质对原始凭证的要求极为严格，即涉及到

企业内部的有关规定，又要符合外部各个部门的硬性要求，

如增值税发票、运输发票等，而其他应收应付款科目的内容

主要与内部的管理制度有关.（4）通常债权性质的往来账科

目余额在借方而债务性质的往来账科目余额在贷方。各往来

科目的有关账面内容若出现与上述常规作法相悖的情况，在

对其审计时应适当予以关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