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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4217.htm （分类）购货业务的

分类正确。 A、 采用适当的会计科目表。分类的内部核查。

B、 审查工作手册和会计科目表。检查有关凭证上内部核查

的标记。 C、 参照卖方发票，比较会计科目表上的分类。 5

、（及时性）购货业务按正确的日期记录。 A、 要求一收到

商品或接受劳务就记录购货业务。内部核查。 B、 检查工作

手册并观察有无未记录的卖方发票存在。检查内部核查标志

。 C、 将验收单和卖方发票上的日期与采购明细帐中的日期

进行比较。 6、（过帐和汇总）购货业务被正确记入应付帐

款和存货等明细帐中，并被准确汇总。 A、 应付帐款明细帐

内容的内部查核。 B、 检查内部查核的标志。 C、 通过加计

采购明细帐，追查过入采购总帐和应付帐款、存货期细帐的

数额是否准确，来测试过帐和汇总的准确性。 购买与付款循

环的关键控制点与控制测试 主要业务活动 关键控制点 可能的

控制测试 1．请购商品和劳务 由经授权的专门机构或人员填

制请购单；每张请购单应经过对这类支出负预算责任的 主管

人员签字批准 检查授权和批准的情况 2．编制订购单 订购单

一式多联，并预先连续编号、经授权的采购人员签名 抽查订

购单连续编号 3．验收商品 收到货物时，应由独立于采购、

仓储、运输职能的验收部门或人员点收，根据订购单验收商

品，并编制一式多联的验收报告单 检查验收报告单后附有的

请 购单、订购单 4．存储已验收的商品 将保管与采购的其他

职责相分离；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接近保管的资产 检查



入库单；观察接近资产的情况 5．编制付款凭单与进行帐务

处理 每张凭单应与订购单、验收单和供应商发票 相配合；独

立检查每日的凭单汇总表和有关记账凭证上的金额的一致性 

检查与每张凭单相配合的订购单、验收单和供应商发票；审

查执行独立检查的证据，重新执行独立检查 6．支付负债 支

票签署人应复核支付性凭单的完整性和批 准情况；支票签发

后应立即盖章注销已付款凭单和支 持性凭证 观察支票签署人

对支付性凭 证进行的独立检查；检查已付款凭单上的"已付

讫"印章，重新执行独立检查 7．记录现金支出 定期独立编制

银行调节表；独立检查支票的日期和记帐的日期 审查银行调

节表；重新执行独立检查 来源：www.examda.com三、固定资

产的内部控制和控制测试 （1）固定资产的预算制度 预算制

度是固定资产内部控制中最重要的部分。注册会计师应注意

检查固定资产的取得和处置是否均依据预算，对实际支出与

预算之间的差异以及未列入预算的特殊事项，是否履行特别

的审批手续。如果固定资产增减均能处于良好的经批准的预

算控制之下，注册会计师即可适当减少对固定资产增加、减

少审计的实质性测试的样本量。 （2）授权批准制度 完善的

授权批准制度包括：企业的资本性支出预算只有经过董事会

等高层管理机构批准方可生效；所有固定资产的取得和处置

均需经企业管理当局的书面认可。注册会计师不仅要检查被

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授权批准制度本身是否完善，还要关注授

权批准制度是否得到切实执行。 （3）账簿记录制度 除固定

资产总帐外，被审计单位还须设置之不理固定资产明细分类

帐和固定资产登记卡，按固定资产类别、使用部门和每项固

定资产进行明细分类核算。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化均应有充分



的原始凭证。 （4） 职责分工制度 即对固定资产的取得、记

录、保管、使用、维修、处置等，均应明确划分责任，由专

门部门和专人负责。明确的职责分工制度，有利于防止舞弊

，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 （5）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

支出的区分制度 企业应制定区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

书面标准。 （6）固定资产的处置制度 固定资产的处置，包

括投资转出、报废、出售等，均要有一定的申请报批程序。 

（7）固定资产的定期盘点制度 对固定资产的定期盘点，是

验证帐面各项资产真实存在、了解资产放置地点和使用状况

以及发现是否存在未入帐固定资产的必要手段。注册会计师

应了解和评价企业固定资产盘点制度，并应注意查询长期盘

盈、盘亏固定资产的处理情况。 （8） 固定资产的维护保养

制度 固定资产应有严密的维护保养制度，以防止其因各种自

然和人为的因素而遭受损失，并应建立日常维护和定期检修

制度，以延长期使用寿命。四、 应付帐款审计 1．应付帐款

的审计目标 应付帐款的审计目标一般或括确定：应付帐款的

发生和偿还记录是否完整；应付帐款期末余额是否正确；应

付帐款的披露是否恰当。 2． 重要的实质性测试 （1） 获取

或编制应付帐款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报表数、总帐

数和明细帐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 根据被审计单位实

际情况，选择以下方法对应付帐款进行分析性复核： a. 对本

期期末应付帐款余额与上期期末余额进行比较，分析其波动

原因； b. 分析长期挂帐的应付帐款，要求被审计单位作出解

释，判断被审计单位是否缺乏偿债能力或利用应付帐款隐瞒

利润； c.计算应付帐款对存货的比率、应付帐款对流动负债

的比率，并与以前期间对比分析，评价应付帐款整体的合理



性； d. 利用存货、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的增减变动

幅度，判断应付帐款增减变动的合理性。 （3）函证应付帐

款。（与其他函证区别） 一般情况下，应付帐款不需要函证

，这是因为函证不能保证查出未记录的应付帐款，况且注册

会计师能够取得购货发票等外部凭证来证实应付款的余额。

但如果控制风险较高，某应付帐款明细帐户金额较大或被审

计单位处于财务困难阶段，则应进行应付帐款的函证。 进行

函证时，注册会计师选择较大金额的债权人，以及那些在资

产负债表日金额不大、甚至为零，但为企业重要供货人的债

权人，作为函证对象。函证最好采用肯定形式，并具体说明

应付金额。若存在未回函的重大项目，注册会计师应采用替

代审计程序。 （4）查找未入帐的应付帐款。（2001已出简答

，注意客观题） 为了防止企业低估负债，注册会计师应审查

被审计单位有无故意漏记应付帐款。审查时，注册会计师应

检查被审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未处理的不相等的购货发票

（如抬头不符，与合同某项规定不符等）及有材料入库凭证

但未收到购货发票的经济业务；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收到的

购货发票，确认其入帐时间是否正确；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

应付帐款明细帐贷方发生额的相应凭证，确认其入帐时间是

否正确。审查时，注册会计师还可以通过询证被审计单位的

会计和采购人员，查阅资本预算、工作通知单和基建合同来

进行。 如果注册会计师通过这些程序发现某些未入帐的应付

帐款，应将有关情况详细记入审计工作底稿，然后根据其重

要性确定是否需建议被审计单位进行相应的调整。 （5） 验

明应付帐款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披露是否恰当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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