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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4/2021_2022__E7_BB_8F_E

9_AA_8C_E4_BA_A4_E6_c45_74131.htm 国家审计项目的质量

是由审计人员业务技能（审计方法）、持续获取新知识的能

力和道德品质保证的，而审计人员的审计工作并不是随心所

欲的，它要受到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的约束。因此，对于审

计人员而言，为了最充分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制定一

个高效率的审计计划就显得非常重要。监督是国家审计核心

，国家审计是尽可能的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审计方法和审计手

段，揭示和提供审计客体舞弊的不对称信息。因此，一个审

计项目采用什么样的审计方法对审计的结果会产生巨大影响

，审计方法的采用也往往决定一个审计项目的成败。下面，

本人就审计方法作如下介绍和探讨： 一、假设问题存在审计

求证法 审计人员带着疑问和问题去实施审计是目前较为普遍

采用的一种审计方法，也是最见成效的。这一点符合国家审

计存在的前提假设，即国家审计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审计客

体舞弊客观存在为基本假设，通过国家审计成本的较少支出

去遏止或阻止因舞弊问题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与国家审计

同时发挥审计作用的还有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但三者之间

有本质的区别，国家审计的本质就是监督，通过审计监督职

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约束，国家审计维护

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内部审计则是针对

内部集团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维护的是本部门或本单位团

体的利益；社会审计则是一种受托行为的中介服务，因对委

托的审计客体发表公正性的审计师意见而倍受报表使用者或



社会公众的关注，由于社会审计的有偿性往往会使最终发表

的审计师意见受制于委托人。因此，具有法定独立地位的国

家审计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或缺的

制度安排。在审计实践中通过假设问题的存在去收集审计证

据，从而求证问题的真实结果，验证审计人员对问题的最终

判断符合舞弊行为发生的基本规律，也是提高审计的效率的

有效途径，使审计人员的审计活动行为有的放矢。其必要的

审计路径为：利用审计客体提供的资料评估其经济活动行为

→找内部控制制度的薄弱环节→找问题存在的可能疑点→分

析疑点对经济活动行为影响程度→确定审计样本→收集审计

证据→求证问题的真实性。 二、审前征集审计线索法 审计线

索的提供者一般情况下都是知情者，因为舞弊的最终结果是

在使得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侵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或是国

家利益或是社会公众利益，这些都会促使知情者在安全的情

况通过第三者（如审计组）予以遏止的愿望，而信息的不对

称性决定了审计人员对审计客体的经济活动行为的了解是不

充分的，国家审计所面对的审计客体的经济活动行为也是多

样化的，在审计人员处于信息掌握的劣势地位去揭示审计客

体舞弊问题往往如大海捞针。一方面，国家审计成本与审计

作业时间的制约要求审计组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审计任

务。另一方面，审计客体舞弊行为的预谋性与隐蔽性藏匿在

巨大经济活动中的某一个环节或事件中，并在虚假完善的内

部控制制度的保护下使审计人员在有限的审计时间里难以揭

示，导致审计工作事倍功半或审计失败。此时，最有效果的

审计方法就是寻找审计线索，通过审计线索收集审计证据。

审计路径：公告审计事项→提供审计组联系方式→获取审计



线索→甄别线索的真伪→收集证据→查证问题。如审计署驻

武汉特派办在某市进行国土审计前，召开大型审计进点会，

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广泛发布审计消息，公布了4部举报热

线电话。40天内就接到了106封举报信，312个举报电话，接

待上访达195人次，经查证，发现违法倒卖土地等案件6起，6

人次被司法机关逮捕，另向有关部门移送了70封可信度高的

人民来信。 三、审计经验判断法 审计经验来源于审计实践是

审计人员长期从事审计实践积累的结果，因审计人员的知识

结构和持续学习专业技能能力以及接触的审计客体和审计工

作时间的差异性，使得每一个审计人员所获取的审计经验存

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因此说审计经验具有独有的特性。厚积

薄发是审计人员最典型的特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审计也不例外。一个优秀的审计人员所形成的审计经验就是

通过从事、分析和总结一个个典型的审计项目或审计案例的

基础上取得，并通过长期的审计实践培养了审计人员职业判

断的敏锐性与直觉，形成了以揭示审计客体舞弊问题存在为

国家审计的基本理念。此外，审计经验也来源于审计人员对

日常生活、经济活动行为和社会交往中细节的关注与感知。

审计客体的千差万别性长期以来一直挑战着审计人员对不同

领域知识与信息的持续获取能力，审计经验或审计专家经验

也往往决定着一个审计项目的成败，就如同传统中医中的国

粹“望闻问切”一样决非一日之功夫，诸多的客观与主观因

素作用的结果最终导致不同的审计人员所形成和拥有的审计

经验是不同的。国家审计的核心一般不发表审计师意见（外

资审计是个例外），主要是报告所揭示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

危害性，所以国家审计过多关注的是对审计客体舞弊问题的



揭露，即审计人员凭借审计经验能够尽可能的揭示问题存在

的真实。由于审计经验的独有性、差异性的存在，审计人员

的审计路径也将是不同的，但最终结果是以完成审计目标为

根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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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