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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2021_2022__E6_96_B0_E

5_87_86_E5_88_99_E6_c67_492167.htm 为推动执业准则体系的

贯彻实施，切实促进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的发展，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发布了《中国注册 会计师执业准则指南》。新指

南的发布，大大提高了执业准则的可操作性，为2007删顷利

实施新的准则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新指南不

是简单地对执业准则做出解释和说明，而是结合审计职业的

技术特点，联系国际上审计技术最新的发展状况，对准则做

出的一种再创造、再开发，体现并突出了现代审计技术的特

点。 一、自上而下的审计思路 一般认为，现代审计强调全面

系统地了解被睁计单位的经营活动和经营环境，即先从企业

的外郦环境入手，然后逐步深入企业的内部，形成对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预期并与财务报表反映的金额相比较，这样

能够掌握“财务报表背后的故事”，不容易陷入管理层设定

的“圈套”。新指南就如何从被审计单位经营环境、行业层

面入手并逐步深入到被审计公司整体层面、业务流程层面、

交易和认定层面，提出了详细、清晰的方法，使得自上而下

的审计思路完整地显现出来。比如，审计底稿是注册会计师

工作的结果，是审计证据的载体。清晰易懂、结构严密的审

计工作底稿，有利于降低审计风险，保护注册会计师的合法

利益。新指南通过说明、示例等方式，突出了自上而下的技

术特点，要求审计工作底稿完整、清晰地反映实施审计程序

的时间、性质和范围，强化审计记录要求。特别是在底稿的

整体结构方面，要求先有总体，再有局部，在具体的流程、



交易、余额层面，同样要求先有总括的结论和说明，再有明

细的分析和支持性证据。 二、整个审计过程围绕重大错报风

险展开 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首先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围

绕评估的风险配置审计资源、收集审计证据，将审计风险降

到可以接受的低水平，整个审计过程围绕重大错报风险展开

。这也正是新准则被称为风险导向审计准则的原因。指南将

准则的这一要求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要求注册会计师从

以下六个方面进行风险评估：（1）行业状况、法律环境与监

管环境以及其他外部因素；（2）被审计单位的性质；（3）

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4）被审计单位的目

标、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5）被审计单位财务业绩的衡

量和评价；（6）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指南既有原理的阐

述，也有共性风险点的提示和示例，还进一步要求依据风险

评估的结果，制定相应的综合性方案或实质性方案。比如，

对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风险，注册会计师应采取不同的应

对措施对报表层次的风险，注册会计师应采取总体应对措施

；对认定层次的风险，则应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针对认定

层次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应当与评估的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风险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指南对如何在审计过程和审计底稿

中应清晰地体现这种关系作了重点阐述，风险导向的特点从

而得以突出。 三、以审计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 财务报表审计

的最终目标是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编制的财务报表发表

意见。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注册会计师实施一系列的审计程

序，即每一个具体的审计程序都服务于特定的具体目标，而

所有具体审计程序的目标又为最终的审计目标所统帅。审计

程序的目的包括：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评



估重大错报风险；通过实施控制测试，确定内部控制运行的

有效性；通过实施实质性程序，发现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审计程序通过审计目的与审计风险联系起来，任何程序都不

应盲目实施而应该有的放矢。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执行审

计程序目的性不强，为完成审计程序而执行程序的现象。比

如有的审计人员不明白审计程序与审计风险、具体认定、审

计目标的关系，只是简单完成事务所预先印制的程序和表格

。这种为程序而程序的做法，造成审计工作严重的机械性和

盲目性，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难以得到发挥，审计底稿难以

体现审计职业判断，大大降低审计工作的效果。为此，指南

强调审计目标对审计人员行为的主导作用，要求审计目标与

具体的认定联系，并给出了具体的操作示范。指南通过突出

以审计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特点，使审计工作目标指向明

确，审计重点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注，有利于提高审计的效率

和效果，避免审计失败。 四、以内部控制为依托 以往事务所

在审计中大量采用实质性测试为主的审计方案，对内部控制

的关注不够，审计工作的效率较低。还有的事务所虽然要求

审计人员了解和测试内部控制，但实际工作往往是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脱节，两者没有关系，很难说审计工作依托内

部控制。新准则在强调风险评估时，没有减少对内部控制的

关注，要求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仅通过实质性程序不能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应当考虑依赖相关控制的有效性，

并对其进行了解、评估和测试。基于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是现

代审计的特点，但受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进程和审计实务

界对内部控制理解的影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中对内

部控制的了解、测试不太理想。为此，指南配合本次准则的



修改，在内部控制的了解、测试技术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突破

，使现代审计以内部控制为依托在我国审计实务中具备了实

现的技术条件。 五、强调审计工作的逻辑和审计证据之间的

逻辑关系 审计工作的逻辑顺序要求从风险评估入手，评估审

计风险，确定应对措施，一步一步收集审计证据，最后得出

审计意见。对此，在审计底稿的整理上，指南要求将审计证

据整理成审计工作底稿后，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证明过程，

能够让一个有经验的审计人员，从认定层次收集的各项证据

，在汇总后推出交易、余额的审计结论，然后在汇总交易、

余额的审计结论的基础上，能够得出会计报表合法性和公允

性的意见，强调了审计工作的逻辑与审计证据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我国的审计实务中，如何实施风险评估、如何实施

控制测试、如何实施实质性程序等单个环节都不是一个问题

，但风险评估程序、控制测试程序、实质性程序三者之间的

关系如何处理，一直以来困扰着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指南通

过示例表格等形式详细讲解了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形成了

完整、明确的体系，为解决多年的困扰提供了技术条件，便

于实际操作。 总之，我国经济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

期，经济的发展需要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新准则的发布

，新指南的实施，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提高审计质量、防

范审计风险、实现“走出去”战略和“做大做强”战略奠定

了基础。指南的实施，不仅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强大的技

术支持能力，而且要求注册会计师具备相关的行业知识、管

理知识等。为此，事务所要改善管理方式，开发风险导向审

计所要求的技术支持平台，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改革培

训课程，转变审计人员的思维方式，完善、更新审计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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