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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E_9F_c45_644406.htm 第12章 审计抽样 本章属于审计

基本方法问题，主要介绍的是审计抽样在控制测试和细节测

试中的运用。在最近几年考试中，本章内容除考客观题外，

将审计抽样方法的运用作为综合题中的一问来命题，比如：

2004年在综合题第2小题中考查了教材 “差额估计抽样”方法

的运用；2005年在综合题第1小题中考查了教材 “系统选择法

”具体运用；2006年综合题第1题考查了随机数表选取样本和 

“差额估计抽样”方法的运用；但2007年的考试中，主要考

查了变量抽样方法的多选题。在2009年的备考复习中，第三

节控制测试和第四节细节测试抽样方法的运用仍然是重点掌

握的内容,特别是教材变动的部分。 一、选取测试项目方法 1

．选取全部项目的测试方法(适合于细节测试，不适合于控制

测试) （1）总体由少量的大额项目构成； （2）存在特别风

险且其他方法未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信息系

统自动执行的计算或其他程序具有重复性，对全部项目进行

检查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2．选取特定项目的测试方法（适

用于针对性测试） （1）大额或关键项目； （2）超过某一金

额的全部项目； （3）被用于获取某些信息的项目； （4）被

用于测试控制活动的项目。 3．审计抽样 （1）概念 审计抽样

是指注册会计师对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中低于百分之百的项

目实施审计程序，使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这使

注册会计师能够获取和评价与被选取项目的某些特征有关的

审计证据，以形成或帮助形成对从中抽取样本的总体的结论



。 （2）特征 审计抽样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①对某类交

易或账户余额中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②所有

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③审计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评价

该账户余额或交易类型的某一特征。 （3）适用范围 ①当控

制的运行留下轨迹时，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使用审计抽样实

施控制测试； ②在实施细节测试时，注册会计师可以使用审

计抽样获取审计证据。 二、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 1．抽样

风险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注册会计师在进行控制测试时，主要

面临信赖不足风险和信赖过度风险。 注册会计师在进行细节

测试时，主要面临误拒风险和误受风险。 抽样风险对审计工

作的影响 测试种类影响效率影响效果 控制测试信赖不足风险

信赖过度风险 细节测试误拒风险误受风险 2.非抽样风险 （1

）非抽样风险是指由于某些与样本规模无关的因素而导致注

册会计师得出错误结论的可能性。 （2）可能导致非抽样风

险的原因 ①注册会计师选择的总体不适合于测试目标； ②注

册会计师未能适当地定义控制偏差或错报，导致注册会计师

未能发现样本中存在的偏差或错报； ③注册会计师选择了不

适于实现特定目标的审计程序； ④注册会计师未能适当地评

价审计发现的情况。 （3）非抽样风险对审计工作的效率和

效果都有一定的影响。 三、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1）统

计抽样是指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为理论基础，将数理统计的

方法与审计工作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审计方法。注册会计师

通过统计抽样能够量化控制抽样风险，使审计报告质量更高

。 （2）非统计抽样是利用专业经验和主观判断，选取样本

的一种方法。 （3）统计抽样离不开专业判断 在审计抽样过

程中，无论是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也不论决策者是否



具备设计和使用有效抽样方案的能力，都离不开注册会计师

的专业判断。在统计抽样的全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均须运用专

业判断。在实际中，往往把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结合起来

运用，才能收到较好的审计效果。 四、审计抽样的步骤 1．

样本设计 2．选取样本 3．审查样本 4．评价样本结果 五、样

本设计 1．确定测试目标 （1）控制测试目标：某项控制的设

计或运行是否有效； （2）细节测试目标：确定某类交易或

账户余额的金额是否正确。 2．定义总体和抽样单元 1．总体 

总体可以包括构成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的所有项目，也可以

只包括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中的部分项目。 注册会计师所定

义的总体应具备下列两个特征： ①适当性。注册会计师应确

定总体适合于特定的审计目标，包括适合于测试的方向； ②

完整性。注册会计师应当从总体项目内容和涉及时间等方面

确定总体的完整性； （2）抽样单元 ①在控制测试中，抽样

单元通常是能够提供控制运行证据的文件资料； ②在细节测

试中，抽样单元可能是一个账户余额、一笔交易或交易中的

一项记录，甚至为每个货币单位。 （3）分层 ①分层是指将

一个总体划分为多个子总体的过程，每个子总体由一组具有

相同特征(通常为货币金额)的抽样单元组成； ②如果总体项

目存在重大的变异性，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分层； ③分层可

以降低每一层中项目的变异性，从而在抽样风险没有成比例

增加的前提下减小样本规模。 3．定义误差 （1）在控制测试

中，误差是指控制偏差率； （2）在细节测试中，误差是指

错报。 六、选取样本 1．确定样本规模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影响因素 控制测试 细节测试 与样本规模的 关系 可接受的抽

样风险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可接受的误受风险反向变动 可



容忍误差可容忍偏差率可容忍错报反向变动 预计总体误差预

计总体偏差率预计总体错报同向变动 总体变异性 总体变异性

同向变动 总体规模总体规模总体规模影响很小 2．选取样本 

（1）使用随机数表或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选样（随机规则，

在统计和非统计抽样中使用）； （2）系统选样（随机规则

，统计和非统计抽样中使用）； （3）随意选样（非随机规

则，非统计抽样中使用）。 3．对样本实施审计程序 七、评

价样本结果 1．分析样本误差 （1）控制测试时偏差率； （2

）细节测试时错报金额； 2．推断总体误差 （1）控制测试时

，样本偏差率就是总体偏差率； （2）细节测试时，注册会

计师应当根据样本中发现的错报金额推断总体错报金额，并

考虑推断误差对特定审计目标及审计的其他方面的影响。 3

．形成审计结论 （1）控制测试中的样本结果评价 在控制测

试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将总体偏差率与可容忍偏差率比较，

但必须考虑抽样风险。 （2）细节测试中的样本结果评价 在

细节测试中，注册会计师首先必须根据样本中发现的实际错

报要求被审计单位调整账面记录金额。将被审计单位已更正

的错报从推断的总体错报金额中减掉后，注册会计师应当将

调整后的推断总体错报与该类交易或账户余额的可容忍错报

相比较，但必须考虑抽样风险。 八、固定样本量抽样方法 1

．确定样本规模（公式计算56个样本，查教材样本量表12-5

得55个样本） 样本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样本量(n) = 可接受的

信赖过度风险系数（R） 可容忍偏差率（TR） 公式中有三个

关键因素： （1）预期偏差率（教材表12-6）； （2）信赖过

度风险（教材表12-6）查到信赖过度风险系数（R）； （3）

可容忍偏差率。 2．选取样本（采用选样方法选取56个样本）



（略） 3．审查样本（控制测试方法测试56个样本）（略） 4

．分析样本误差（考虑是否有效） 5．推断总体误差、形成

结论 九、变量抽样 变量抽样主要包括：均值估计抽样、差额

估计抽样、比率估计抽样。 1．均值估计抽样 （1）定义 均值

估计抽样是指通过抽样审查确定样本的平均值，再根据样本

平均值推断总体的平均值和总值的一种变量抽样方法。 （2

）步骤 ①计算样本中所有项目审定金额的平均值； ②用样本

平均值乘以总体规模得出总体金额的估计值； ③总体估计金

额与总体账面金额之间的差额就是推断的总体错报。 （3）

见2008年教材举例 2．差额估计抽样 （1）定义 差额估计抽样

是以样本实际金额与账面金额的平均差额来估计总体实际金

额与账面金额的平均差额，然后再以这个平均差额乘以总体

规模，从而求出总体的实际金额与账面金额的差额(即总体错

报)的一种方法。 （2）步骤 ①计算样本平均错报； ②推断总

体错报； ③将推断的总体错报与可容忍错报比较。 （3）

见2008年教材举例 3．比率估计抽样 （1）定义 比率估计抽样

是指以样本的实际金额与账面金额之间的比率关系来估计总

体实际金额与账面金额之间的比率关系，然后再以这个比率

去乘总体的账面金额，从而求出估计的总体实际金额的一种

抽样方法。 （2）步骤 ①计算样本审定金额与样本账面金额

的比率； ②估计的总体实际金额=总体账面金额x比率； ③推

断的总体错报=估计的总体实际金额-总体账面金额 。 十、概

率比例规模抽样法（Probability-Proportional-to-size sampling

，PPS） 1．PPS抽样含义理解 PPS抽样是属性抽样（见教材

表12-8）的一种变形，是用样本错报率来推断总体错报率进

而推断总体错报金额的方法。 PPS抽样中，注册会计师关注



的是差错的金额，而不是差错率，它根据抽样结果计算差错

上限，并将其与所设定的可容忍差错金额进行比较来推断总

体价值，这种方法适用于交易发生额或账户余额存在高估的

情况； PPS抽样因其抽样单位是元单位，又称为“货币单位

抽样”或“元单位抽样” （见教材表12-14） ； PPS抽样因其

要求计算各个总体项目的累计金额，又称为“累计货币金额

抽样” （见教材表12-14）； PPS抽样因其将数学的属性与变

量的结论结合在一起，又称为“综合属性变量结合抽样”。

2．优点： (1)PPS抽样一般比传统变量抽样更易于使用。

(2)PPS抽样的样本规模不需考虑被审计金额的预计变异性。

(3)PPS抽样中项目被选取的概率与其货币金额大小成比例，

因而生成的样本自动分层。 (4)PPS抽样中如果项目金额超过

选样间距，PPS系统选样自动识别所有单个重大项目。 (5)如

果注册会计师预计没有错报，PPS抽样的样本规模通常比传统

变量抽样方法更小。 (6)PPS抽样的样本更容易设计，且可在

能够获得完整的总体之前开始选取样本。 3．缺点： (1)使

用PPS抽样时通常假设抽样单元的审定金额不应小于零或大于

账面金额。 (2)如果注册会计师在PPS抽样的样本中发现低估

，在评价样本时需要特别考虑。 (3)对零余额或负余额的选取

需要在设计时特别考虑。 (4)当发现错报时，如果风险水平一

定，PIS抽样在评价样本时可能高估抽样风险的影响，从而导

致注册会计师更可能拒绝个可接受的总体账面金额。 (5)

在PPS抽样中注册会计师通常需要逐个累计总体金额。 (6)当

预计总体错报金额增加时，PPS抽样所需的样本规模也会增加

。 练习： 1、单选题 注册会计师采用比率估计方法对应付账

款进行变量抽样。假定样本的账面余额为1000元，审计确认



的实际金额为1100元，应付账款总体的账面金额为30000元，

则推断的未审部分的实际金额为( )。

A.31900B.33000C.31000D.28950 答案：A 推断的总体实际金额

应=30000×1100／1000＝33000元，从而推断的未审部分的实

际金额=33000－1100＝31900元。2、多选题 下列有关审计抽

样风险说法正确的有（ ）。 A．只要有抽样，就有抽样风险

。 B．注册会计师在抽样时，可以采用统计抽样，也可以采

用非统计抽样。 C．非抽样风险是由于人为的错误造成的，

可以量化和控制。 D．一般情况下，属性抽烟使用于控制测

试，变量抽样适用于细节测试。 答案：ABD 非抽样风险是由

于人为的错误造成的，不能量化，但是可以通过设计审计程

序来降低、消除、或防范。3、判断题 因为确认总体项目存

在重大的差异性，注册会计师决定对总体项目进行分层。但

不论是按照金额大小进行分层，还是按照业务发生的时间进

行分层，注册会计师应当对不同的层采用不同的抽样比率，

即，应使属于不同层次的抽样单元被抽取的概率不同。( )答

案：V分层的目的就是为了区别对待不同层次的抽样单元。

如果对不同层次使用了相同的抽样比率，则分层就失去了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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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