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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1．需了解的基本情况 （1）业务类型、产品和服务的种类

、被审计单位的地理位置，以及经营特点。 （2）行业类型

、行业受经济状况变动影响的程度，主要的产业政策和会计

惯例。 （3）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存在情况。 （4）影响被审计

单位及所属行业的法律、法规。 （5）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

制。 （6）提供给有关管理机关的报告的性质。 2．了解的方

法 （1）查阅上一年度的工作底稿； （2）查阅行业、业务经

营资料； （3）实地察看被审计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及设施

； （4）询问内部审计人员； （5）询问管理当局； （6）确

定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存在。 6、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P129）

1．在会计报表审计中，分析性复核有三种用途： （1）在审

计计划阶段，帮助注册会计师确定其他审计程序的性质、时

间及范围。 （2）在审计实施阶段，直接作为实质性测试程

序，以收集与账户余额和各类交易相关的特殊认定的证据。 

（3）在审计报告阶段，用于对被审会计报表的整体合理性做

最后的复核。 分析性复核程序在所有会计报表审计的计划和

报告阶段都要求必须使用，但在审计实施阶段则是任意选择

的。 在审计实施阶段，注册会计师将分析性复核程序直接作

为实质性测试程序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①分析的目标；

②分析结果的可信赖程序；③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性质及相关

信息的可分解程度；④信息的相关性；⑤相关信息的可获得

性、来源、可靠性、可比性；⑥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⑦



前期审计中发现的会计调整事项。 计划审计工作时，使用分

析性复核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使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经

营情况获得更好的了解和确认资料间异常的关系和意外的波

动，以便找出存在潜在错报风险的领域。后者通常被称为“

以引起注意为目的”的分析性复核程序。 2．在计划阶段，

有效使用分析性复核程序必须系统地执行以下步骤： （1）

确定将要执行的计算及比较。在计划审计工作中，使用分析

性复核程序的精细程度及范围，视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和复杂

性、资料的可靠性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判断而定。常用的计算

及比较包括下列各类： ①绝对额比较。 ②共同比会计报表，

也称垂直分析。 ③比率分析。 ④趋势分析。 （2）估计期望

值。 由于估计期望值的过程需要很多判断和业务经营的专门

知识，因此这一步骤通常由审计小组中的高级审计人员或经

理来完成。 （3）执行计算/比较。 进行趋势分析普遍的做法

是采用可续用的表格。该表设计合理，只要在表内加上一栏

本期数据即可进行比较，这样便省去了重写前期数据的麻烦

。此表可归入永久性工作底稿档案中。 （4）分析数据及确

认重大差异。 分析主要目的是确认是否有异常或意外的波动

。由于重大差异和意外波动有可能是错报风险增加的信号，

因此，注册会计师必须对重大的差异或波动进行调查。 （5

）调查重大的非预期差异。对重大的非预期差异，注册会计

师必须进行调查。此步骤包括重新考虑估计期望值时所使用

的方法的因素，并询问管理当局。有时候，某些新信息的出

现可能会支持修订原期望值，从而使差异变得并不重大。在

根据管理当局的回答采取这一行动时，通常应有其他证据事

项对管理当局的回答加以佐证。 （6）确定对审计计划的影



响。不能合理解释的重大差异通常被视为错报风险增加的信

号。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通常会计划更详细的测试。

通过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指出高风险领域之所在，可使审计

更具有效率和效果。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计划阶段必须执行分

析性复核程，但是对分析性复核结果的信赖程度，应作谨慎

判断。注册会计师对分析性复核结果的依赖程度取决于下列

因素： ①分析项目的重要性。如分析项目很重要，注册会计

师就不能只依赖分析性复核来形成结论。 ②分析性复核结果

与针对相同的审计目标执行的其他审计程序的结论的一致性

。这些程序执行的结果既可能证实，也可能否认应用分析性

复核所提出的问题。 ③分析性复核预期结果的准确性。对于

准确性较低的项目，不应过多依赖分析程序。 ④固有及控制

风险的估计水平。如这两种风险高，注册会计师则不应过多

依赖分析性复核，而应更多依赖详细测试，以控制审计风险

总水平。 7、重要性的定义（P133） 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对重

要性的定义是：“本准则所称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会计

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

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理解这一定义必须注

意以下几点： 第一，重要性概念是针对会计报表使用者决策

而言的。判断一项错报或漏报重要与否，应视其在会计报表

中的错报或漏报对会计报表使用者所做决策的影响程度而定

。[稍有变化] 第二，重要性的判断离不开特定的环境。 第三

，重要性与可容忍误差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账户层次的重

要性水平就是实质性测试的可容忍误差。 8、重要性的运用

（P134） 1．运用重要性原则的一般要求 其运用的一般要求

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 （1）对重要性的评估需要运用专业



判断。 （2）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当运用重要性原则

。一是为了提高审计效率；二是为了保证审计质量。 （3）

注册会计师应运用重要性原则的情形。一是在确定审计程序

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时，注册会计师需要运用重要性原则。

此时，重要性被看作是审计所允许的可能或潜在的未发现错

报或漏报的限度，即注册会计师在运用审计程序以检查会计

报表的错报或漏报时所允许的误差范围。二是在评价审计结

果时，注册会计师需要运用重要性原则。此时，重要性被看

作是某一错报或漏报或汇总的错报或漏报，以及是否影响到

会计报表使用者判断和决策的标志。 2．金额和性质的考虑 

重要性具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般来说，金额大

的错报或漏报比金额小的错报或漏报更重要。但在许多情况

下，某项错报或漏报从量的方面看并不重要，从其性质方面

考虑，却可能是重要的。例如： （1）涉及舞弊与违法行为

的错报或漏报。 （2）可能引起履行合同义务的错报或漏报

。 （3）影响收益趋势的错报或漏报。 （4）不期望出现的的

错报或漏报。一般情况下，如果发现现金和实收资本账户存

在错报或漏报，就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小金额错报或漏报的

累计。 3．两个层次重要性的考虑 （1）会计报表层次。 （2

）账户和交易层次。 4．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 注册

会计师应当考虑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存在的反向关系，保

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合理确定重要性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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