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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3/2021_2022__E6_B3_A8_E

4_BC_9A_E8_80_83_E5_c45_73840.htm 1、属性抽样是指在精

确度界限和可靠程度一定的条件下，为了测定总体特征的发

生频率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变量抽样是指用来估计总体金额

而采用的一种方法。控制测试通常采用属性抽样，而实质性

测试程序通常采用变量抽样。 2、属性抽样方法有：固定样

本量抽样、停走抽样、发现抽样、货币单位抽样等。变量抽

样的方法有：均值估计抽样、差异估计抽样、比率估计抽样

、货币单位抽样等。 3、注册会计师设计样本时应当考虑的

因素： （1）审计目的。设计样本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具体

审计目的，并考虑将要取得的审计证据的性质、可能存在误

差的条件，以及该项审计的其他特征，以正确地界定误差和

审计对象总体，并确定采用何种审计程序； （2）审计对象

总体与抽样单位。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审计对象总体时应保证

其相关性和完整性。相关性是指审计对象总体必须符合于具

体的审计目的，完整性是指审计对象总体必须包括被审计经

济业务和资料的全部项目。 （3）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 

（4）可信赖程度。 （5）可容忍误差。可容忍误差是注册会

计师认为抽样结果可以达到审计目的而愿意接受的审计对象

总体的最大误差。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计划阶段合理确定

可容忍误差，可容忍误差与样本量成反向关系。在符合性测

试时，可容忍误差是注册会计师在不改变对内部控制的可信

赖程度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大误差。在实质性测试时，

可容忍误差是注册会计师对某一帐户余额或某类经济业务总



体特征作出合理评价条件下，所愿接受的最大金额误差。 

（6）预期总体误差。 （7）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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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