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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及审计风险 一、审计风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 1．审

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

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背） 2．重大错报风险，是指会计

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背） 3．检查风险

，是指某一认定存在错报，该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是重

大的，但注册会计师没有发现的可能性。（背） 4．注册会

计师对重大错报的审计责任 （1）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会计

报表的重大错报，但没有责任发现对会计报表整体不产生重

大影响的错报； （2）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已识别但未更正

的错报单独或累计是否对会计报表整体产生重大影响； （3

）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相关，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确定可接受

的重要性水平。 二、审计风险模型分析 1．审计风险= 重大

错报风险×检查风险 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

险，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审计程序，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并

根据评估结果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以控制检查风险

。（背） 2．两个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1）会计报表层次 会计

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通常与控制环境有关，并与会计报表

整体存在广泛联系，可能影响多项认定，但难以限于某类交

易、账户余额、列报与披露的具体认定。 （2）认定层次 在

既定的审计风险水平下，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与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成反向关系。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越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低；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低，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高。 3．检查风险（背） （1）检查风险

取决于审计程序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2）注册会计师应

当合理设计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并有效执行，将检

查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三、风险评估程序 1、了解被审

计单位及其环境的方法 （1）询问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和内

部其他相关人员； （2）分析程序； （3）观察和检查。 2．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内容（背） 注册会计师应当从下

列方面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1）行业状况、监管环

境以及其他外部因素； （2）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3）被审

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4）被审计单位的目标

、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 （5）被审计单位财务业绩的衡

量和评价； （6）内部控制。 四、内部控制的局限性（背） 1

、在决策时人为判断可能出现错误和由于人为失误而导致内

部控制失效； 2、可能由于两个或更多的人员进行串通或管

理当局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而被规避。 3、小企业拥有的雇

员通常较少，限制了其职责分离的程度，业主（经理）凌驾

内部控制可能性很大，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一些关键领域是

否存在有效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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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