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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复杂的、一次性的、开放并涉及到许多关系和变数

的过程，这些独特性所决定的建设项目审计工作具有周期长

、内容多、范围广且技术经济性强、审计要求高等特征，因

而建设项目审计面临的风险较之于其他审计项目要大。如何

有效地识别、控制和防范审计风险，是搞好建设项目审计的

关键。 一、建设项目审计及其风险涵义 一般地说，建设项目

审计是指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依据国家在一定时

期内颁发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技术经济指标，运

用审计技术对建设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技术经济活动以及与之

相联系的各项工作进行的审查、监督。 所谓风险，是指在一

定的环境、一定的时期内，在目标的期望值约束下，预期结

果与实际结果可能发生的差异。由于差异的存在，不可避免

地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因素，而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积累到

一定程度，遇到适宜的条件就会转化为风险事故，而对风险

事故若不进行及时化解或解决，风险就会形成损失或影响组

织实现目标成为现实。 综上，建设项目审计风险可表述为：

审计人员对建设项目实施审计时，由于建设项目“活动”本

身存在重大错弊而审计人员没有发现，作出不恰当审计结论

的可能性。也即建设项目审计风险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

是建设项目“活动”本身存在着重大的错弊风险，二是审计

人员审计后表示该建设项目“活动”并不存在重大错弊的风

险。因此，建设项目审计风险是客观存在和主观因素的共同



作用。 按照形成原因的不同，建设项目审计风险可分为固有

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固有风险是指假如不存在内部

控制时，建设项目“活动”发生错弊的可能性；控制风险是

指建设项目“活动”发生错弊不能被内部控制防止或纠正的

可能性；检查风险是指建设项目“活动”存在错弊，而未能

被审计人员实质性测试发现的可能性。在上述三个构成要素

中，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与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有关，审计

人员对此无能为力，但通过对建设项目和建设单位的了解，

可以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高低作出评估。在此基础上，

审计人员可确定实质性测试的重点，以将检查风险和总体审

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水平。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建设项目

审计风险三个构成要素同样可表达为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

制风险×检查风险。 二、建设项目审计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固有风险。建设项目固有风险与审计主体和审计人员

无关，其形成是多方面的，也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政策、法

规、文件、定额、标准、计价规范等方面的因素，也有建设

项目参与各方管理人员道德品行、专业素质、业务能力和工

作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二）控制风险。控制风险主要体现

在对建设项目的内部控制结构能否有效地防止或检查错弊的

一种评估，也即建设项目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

由于建设项目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或不能有效工作，差

错和舞弊就会出现，由此产生了控制风险。表现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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