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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3/2021_2022__E5_86_85_E

5_AE_A1_E5_B8_88__c53_603585.htm 审计证据：内审时在实

施审计过程中手机的，为审计结论和审计建议提供支持的心

细。 1.1按证据来源分类：内部证据（员工记录卡）/内外证

据（被审计单位签发的支票）/外内证据（接受货物得到发票

）/外部证据（法院得到的信托契约、函证回函） 1.2按证据

特征分类：实务证据（录象）/证明证据（口头、书面）/文

件证据（合同、支票）/分析证据（评估帐目余额的合理证据

） 1.3按取证方式分类：面谈（了解经营活动、发现异常）/

复算（客观有利证据，但依赖数据正确合理性）/详细测试（

核单存在性、追踪完整性）/观察、检查（可证实存在性。局

限：不能证实存在资产的所有权） /浏览（高效率，但有效性

取决审计师发现异常的能力）/统计抽样（可控制和量化风险

）/函证（否定式、肯定式）函证回函是外部证据，证明力较

强/分析程序（分析比价和比价数据间的关系和比率来取证）

。通常是审定数和预期数比较发现异常。 1.4按证据说服力程

度分类：充分证明力（实物盘点或抽样）/部分证明力（大多

数内部证据、内外、外内证据）/无力证据（对被审计单位询

问而获得未经证实的证据） 1.5按证据的法律概念分类：最优

证据或首要证据（文件证据）/次要证据（复印件或口头证词

）/直接证据（不需要假设或推理能证明结论，如目击者证词

）/附属证据（间接证据，从首要证据中推断出来的证据）/

确证证据（仅一个结论）/佐证证据（相互证明）/意见证据

（允许倾听专家意见）/旁证（而收证据，道听途说，法律不



接受的证据） 1.6选择审计证据应考虑的问题： 1、收集时应

考虑风险因素 2、审计证据应有利于被审计单位的上级管理

部门和董事回提高对内部审计职能的人士和重视程度 3、应

考虑审计目标 4、被审计单位的反馈意见 1.7应有的职业金审 

内部审计师应该考虑： 1、为实现审计目标而需要开展的审

计工作的范围 2、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

效性 3、重大错误、违反规定或不守法的情况的发生率 4、要

保证事项的相对复杂性、重大性和重要性 5、与潜在利益相

关的审计保证成本 2评价审计证据包括证据的有效性 内部审

计师应该收集充分、可靠、相关和有用的心细，以实现审计

目标。 3解释数据 数据类型：定性的/数量的 3.1、分析性审计

程序 应用于：意外差异/期望差异未出现/潜在的错误/潜在的

不合规或违法行为/其他异常或不重复的交易或事件/多期比

较/预算和现实比较/帐户内部关系比较/与行业数据比较/与经

营数据比较/与非财务数据比较/与经济数据比较 确定在多大

程度上应用分析性审计程序应考虑： 1、被审计领域的重要

性 2、内部控制系统的充分性 3、财务和非财务心细的可获得

性和可靠性 4、预测分析性审计程序结果的准确度 5、机构所

在行业有关心细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 6、其他审计程序为审

计结果提供支持的程度 4.制定决策 4.1解决问题的过程：定义

问题制定几个解决方案选择一个解决方案实施并评估选定的

方案 构造解决方案：头脑风暴法/共同研讨法/德尔菲法/价值

分析/毁坏然后精练/作业研究/自由组合法 决策的过程：找出

正确的信息确定一个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确定可供选择的做法

及时做出决定 决策的最优化模型：确定决策的需要性建立决

策标准给标准分配权重比例列出可选项评估可选项选择最好



的选项 评估分析和逻辑推理：推理假设的确认演义解释论点

的评估 4.2决策方法： 在确定情况下非最优化的决策方法（满

意法）/最优化决策方法优势法/词典编辑法/加权法/有效索引

法 在风险情况下最大期望值法 不确定情况下最小最大策略/

最大最大化策略/折中策略/最小最大后悔策略（最大机会最

小成本最小化） 冲突情况下加总为零的博羿/加总不为零的博

羿 4.3决策的工具和技术：差量分析（比较差异）/决策表（

记录规则）/流程图（说明流程和序列）/辨别式分析（定性

的、主观的工具，辨别有效和无效的程序或行动）/管理科学

（注重决策并依赖正式的数学模型）/决策树（可能出现的决

策的图形）/结果表（列示决策各种结果的表格）/成本效益

分析/成功-失败分析/唱反调（决策者关注失败，找出一项行

动不成功的方面）/现实性检查（虚拟现实世界的环境重检测

决策）/风险分析（分析可能遇到的风险及管理方法）/作业

分析（用T形价值图将所有的作业标注为增值或非增值性的）

4.4决策制定中须关注的问题 1、考虑人们不同信息处理方式

的影响：思考或分析方式/直觉方式 2、应考虑不确定性的影

响：状态的/结果的/反映的不确定 3、应考虑有限理性的影响

4、应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4.5群体决策过程：分析问题确定解

决方案评估方案 4.5.1群体抉择支持系统：一个交互的计算机

系统，目的在于支持一群人解决非结构性问题。它为以下活

动提供了决策工具：组织各种不同观点/获得各种信息/定义

和优先排序/形成决策/评估有关决策对各利益方的影响。 群

体决策的优点： 1、群体比个人更多的知识和经验 2、群体对

问题有更多样的方法或不同视角 3、那些必须执行决策的人

参与决策将会对决策的原因和如何决策形成更好的理解 4、



执行者的参与会增加他们接受和积极支持决策的可能性 5、

群体中的下属人员在群体决策过程中可以接受到培训。 6、

群体决策和民主的政治概念一直，避免独裁。同时避免了管

理人员同下属发生潜在冲突 7、群体比个人更倾向于做出更

准确的决策。尽管他们可能不一定优于群体中最好的个人制

定的决策 8、群体倾向于比个人更快地熟悉任务 9、当任务的

内在联系较强时，群体决策是可以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群体决

策的缺点： 1、几个成员可能支配大多数人的活动。如果他

们不是最好的可能破坏群体决策的效果。 2、在群体中的人

们顺从于环境的压力，不敢提出异议，结果是以牺牲正确的

决策为代价的。 3、成员可能通过做交易，相互协助，保护

即得利益，而没有考虑对整体利益最好的决策。 4、群体决

策倾向于比个人决策需要更多的时间 5、当群体作决策时，

将决策责任分散，从而导致更大风险 6、第二动机可能取代

做出有效的决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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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