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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不同分为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属性抽样常用于企业内

部控制制度的符合性测试，其目的是确定被企业内部控制制

度的有效程度，一般分为固定样本抽样、停一走抽样和发现

抽样。变量抽样常用于企业会计报表帐户余额的实质性测试

，其目的是确定资产或负债项目的误差，一般分单位平均数

推算法、差额估算法、比率估算法和货币单位抽样法。 1、

关注审计风险。审计风险就是通过审计抽样所得出的审计结

论不能完整反映总体情况的不确定性。风险分为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而审计抽样与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相

关。控制风险是指内部控制不能防止或发现会计报表中重要

错报的风险；检查风险则是指审计人员不能正确评估报表数

额的风险。在符合性测试中运用抽样技术，可为审计人员提

供直接与评价控制风险的有关信息；在实质性测试中运用抽

样技术，可帮助审计人员量化检查风险。 2、降低抽样风险

。抽样风险是可能出现的抽样导出的审计结论与被审总体特

征不相符的可能性，它与由于审计人员采用不恰当的审计程

序和方法或误解审计证据等原因而带来的非抽样风险的性质

不同。抽样风险分为二类：一是信赖不足风险（或误拒风险

），指抽样结果表明样本项目存在的问题或差错的比例大于

被审总体实际存在的问题或差错的比例，它会导致审计人员

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降低审计效率。二是信赖过度风险（

或误受风险）指抽样结果表明样本项目存在的问题或差错的



比例小于被审总体实际存在的问题或差错的比例，这将导致

审计人员形成不正确的审计结论。信赖过度风险对内部审计

人员来说是最危险的风险，它将使审计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 3、了解抽样方法的适用范围。 审计抽样准备为一种现代

审计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项目审计，当审计对象总体中

的项目都很重要、被审计的项目具有较大的审计风险、或从

成本效益考虑并不有利时，一般不应采用审计抽样的方法。

审计师在确定审计对象时，应充分考虑其相关性和完整性；

相关性是指审计对象总体必须符合具体的审计目标；完整性

是指在选取审计总体时须包括为实现审计目标所涉及的所有

项目。审计风险较大的项目宜采取详查方法，对审计内容较

多、审计风险相对较小的项目宜采取抽样审计，并结合分析

性复核手段，将审计风险降至最低。这其中的关键在根据各

种抽样方法的特点，做好抽样样本的设计，主要根据审计经

验做好审计误差、评估抽样风险、确定总体误差等设计工作

。 百考试题伴你同行 统计抽样技术的运用必须以企业有健全

的内部控制制度为前提，企业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则

经济活动中发生的错误和弊端的可能性必会减少，即使发生

了错误和弊端也能迅速发现；但统计抽样要求审计人员有较

多的抽样专业知识，并需要较为繁复的计算和处理，目前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有专门的抽样软件，利用计算机进

行随机抽样，繁复的计算和处理可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尽管

统计抽样具有较多的优点，并解决了非统计抽样难于解决的

问题，但在某种情况下，判断抽样仍有具运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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