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评估与审计的协作和包容资产评估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0/2021_2022__E8_B5_84_E

4_BA_A7_E8_AF_84_E4_c47_520816.htm 企业进行资产重组，

如合并、脱钩改制、破产清算等等，按照规定或者惯例都必

须进行审计和评估。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

中虽然没有规定企业合并必须通过评估程序，而是采用“账

面价值”或“公允价值”入帐，但是同时规定了要处理“企

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合并而支付的

审计费用、评估费用⋯⋯”。这说明企业合并中往往是进行

评估的。 资产评估机构在进行评估作价时，往往采用与审计

方法相同或相似的程序，如监盘、函证、抽样、测试等。而

审计机构在审计时，需要采用公允价值测试资产价值，并据

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或确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这与评估

并无很大区别。这样，就使评估与审计结下不解之缘。如何

在实际操作中处理好评估与审计的关系，直接影响到评估和

审计的效率与质量。笔者根据数次评估同时进行审计的实践

。认为评估与审计存在着分工协作、在业务报告中相互包容

的需要。 本文中的“包容”，即是资产评估与审计相互包含

与容纳的涵义。 一、资产评估与审计穿插操作中出现的问题 

当企业委托同时进行资产评估与审计时，这一“同时”往往

不是从同一起点日期开始平行进行的。但资产评估与审计，

往往需要在同一时点对同一项资产同时进行评估作价与审计

调整。而当所得出的“评估价值”与“审计核实数”(以下简

称“审定数”)不相一致而形成“撞车”时，会使委托单位无

所适从。 资产评估与审计都需要对债权、债务实有数额进行



认定，但两者认定的结果往往不相一致。资产评估与审计都

需要确定各类实物资产的实际价值，但两者认定的结果也往

往不相一致。例如，新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用了很长篇幅叙述

非同一般的控制下企业合并时资产公允价值确定的原则和方

法。而采用资产评估确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时自有一套方法。

审计中用补提折旧或冲回已提折旧的方法核实固定资产净值

，用计提减值准备来冲减实物资产账面价值，但实际上这样

做并不能真正反映实物资产的价值状况。至于冷背、变质存

货的变价。实物资产的盘盈等价值的确定，审计中的方法也

不如资产评估中的方法可靠。 因此，资产评估与审计需要协

作，既可避免“撞车”，还可各自弃短就长，从而得到比较

理想的效果。 二、资产评估、审计同时进行时协作与分工的

总原则 1、协调时点 审计的报表截止日与资产评估的基准日

宜采用同一时点，这样，被审计、评估单位某日的资产与负

债可以成为审计与评估统一的对象，便于进行协作。 2、数

据衔接 无论是资产评估报告使用审计结果，还是审计报告使

用资产评估的结果，都必须妥善处理数据的衔接问题。资产

评估应以审计的“终点”为评估的“起点”，即在已得出的

“审定数”基础上进行评估：而审计则应以评估的“终点”

作为审计的“起点”，即在已得出的评估价值的基础上进行

审计。出具报告时，如评估人员不认同审计结果，可以在评

估过程中调整；如审计人员不认同评估结果，可在审计过程

中调整。但评估人员与审计人员在进行这样的调整时，都应

当慎重。 3、分工协作 当资产评估在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

业的整体价值时，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债

券投资、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等不具



实物形态的各资产项目，以及全部负债等由审计负责查验核

实其具体数额，如无特殊情况存在，应包容审计的结果。 固

定资产、存货等实物资产，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股

票投资等权益性资产，应由审计查验核实数量或原始成本(账

面价值)，其实际价值的确定则由评估负责。审计时应充分考

虑与包容评估结果。实物资产及有价证券中凡是清理盘点时

数量减少或已无实物形态的，均应在审计中予以减值处理。 

当资产评估与审计分别由两家中介机构承办时，评估机构可

在审计时派员参加审计过程，其中如果评估只涉及实物资产

和上市证券，则可由审计和评估机构分别派员，联合确认所

评估资产的数量或历史成本。 三、具体操作 (一)实物资产的

同时审计与评估 1、审计实物资产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实物盘

点。盘盈及账外的实物资产，可评估作价计入资产。 2、折

旧项目审计时，均不作补提或冲回的审计处理，累计折旧额(

重置价值与评估价值的差额)的最终认定也应由评估完成。 3

、在建工程项目审计时，有实物形态的，或按成本继续保留

余额，或转入固定资产项目，实物交由评估最后确定价值：

无实物形态存在又不能为以后经营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审

计时应报批核销，不作评估。 4、存货的成本差异、进销差

价、跌价准备等调整账户，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减值准备

账户，审计时般将其作为一个总账科目，其金额转入相关被

调整科目。企业还在持续经营的，商品进销差价账户可不作

变动，留待资产评估时再根据存货估价作适当调整。 5、存

货中的在途存货，即“材料(商品)采购”、“物资采购”项

目，审计时如发现已逾期但供货方并未实际发货，应转入“

其他应收款”项目进行审计处理。 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可参照



在建工程的方法进行审计与评估。 (二)无形资产，股权投资

的同时审计与评估 1、如果无形资产的财产权利还存在，应

列入评估；如果相应的财产权利已不存在，则应在审计中核

销。 2、股票投资、债券投资以及其他股权投资审计时，应

实际盘点实有股数并与账面记录核对，如发生盘盈盘亏，查

明原因后按账面成本或面值调整投资额并列入审计盈亏，尔

后转入评估。 当这些投资的价值确定需要利用所投资单位的

审计报告，甚至需要对所投资单位实施审计时，评估可以使

用审计的结果。对于上市的股票、债券，则应按证券市场价

格通过评估确定，也可以通过审计与评估的双方机构协商确

定。 (三)债权、债务的同时审计与评估 债权、债务的审计评

估，除债券投资外，均应由审计负责实施。 四、审计、评估

报告的相关揭示 在资产评估与审计使用双方的工作结果时必

须在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中作明确揭示： (1)在审计先于资产

评估前进行时，审计报告可在说明段作类似如下内容的说明

：“本次审计采用了先审计后评估的方法，本报告中列举的

固定资产、存货等实物资产的审定数，是以实地盘存数与账

面成本价为基础得出；无形资产、股权投资则以清查核对后

的账面价值计算。上述资产的实际价值将由资产评估确定”

。而后完成的评估报告中可在计价原则和计价方法段作类似

如下内容的说明：“应收款项、货币资金、长短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负债各项目、资本公积外的所有者

权益各项目⋯⋯的评估价值，除有特殊情况的个别子细目以

外，均以同一基准日的审定数为准”。 (2)在资产评估先于审

计进行前时，在审计报告中应作这样的说明：“在我们实施

审计程序的同时，委托方还委托××资产评估机构(或本所)



对被审计单位的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本报

告披露的上述资产的价值，均采用了评估报告的相关数据”

。 五、存在的问题 评估与审计协作与包容提高了工作效率，

不存在重复劳动，审计与评估的结果不会“撞车”，对基于

同一目标(如企业合并、改制、破产清算)的服务尤为需要。

但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审计时调整

资产引起的损益应计入当期利润或留存收益，而资产评估增

值减值规定计入资本公积。在上述协作中，许多应由审计完

成的工作交由评估完成后，本应计入损益或留存收益的调整

金额计入了资本公积，这有违于会计核算的相关性原则。 但

这一缺陷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妨碍委托者目标的实现。只要评

估人员与审计人员配合默契，方法得当，操作认真，其最终

结论仍然会是公正的。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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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