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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知识点： 1、审计抽样的定义及适用范围（P174） 所谓

审计抽样，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审计程序时，从审计对象

总体中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推

断审计对象总体特征的一种方法。 审计抽样对控制测试和实

质性测试都适用，但它并不是对于这些测试中的所有程序都

适用。通常不用于询问、观察和分析性复核程序。 2、统计

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的关系（P175）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测试

，既可以运用统计抽样技术，也可以运用非统计抽样技术，

还可以结合使用这两种抽样技术。不论采用哪种抽样技术，

都要求注册会计师在设计、执行抽样计划和评价抽样结果中

合理运用专业判断。这两种技术只要运用得当，都可以提供

审计所要求的充分、适当的证据，并且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抽

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利用概

率法则来量化控制抽样风险。 非统计抽样只要设计得当，也

可达到同统计抽样一样的效果。 统计抽样的产生并不意味着

非统计抽样的消亡。 非统计抽样和统计抽样的选用，并不影

响运用于样本的审计程序的选择。 3、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P176） [统计抽样多运用于变量抽样，较少运用于属性抽

样] 表9－1 4、统计抽样与专业判断（P177） 那种认为统计抽

样能够减少审计过程中的专业判断或可以取代专业判断的观

点是错误的。 5、样本的设计应考虑的基本因素（P177） 1．

审计目的 2．审计对象总体与抽样单位 [对象总体>全部项目



；抽样单位>对象总体的个别项目] 3．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

险 抽样风险是注册会计量依据抽样结果得出的结论与审计对

象总体特征不相符合的可能性。抽样风险与样本量成反比，

样本量越大，抽样风险越低。 表9-2 非抽样风险是指注册会

计师因采用不恰当的审计程序或方法，或因误解审计证据等

而未能发现重大误差的可能性。产生这种风险的原因主要有

： （1）人为错误，如未能找出样本文件中的错误等。 （2）

运用了不切合审计目标的程序。 （3）错误解释样本结果。 

非抽样风险无法量化，但是，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对审计工

作的适当计划、指导和监督，以坚持质量控制标准，力争有

效地降低非抽样风险。 4．可信赖程度 可信赖程度通常用预

计抽样结果能够代表审计对象总体特征的百分比来表示。例

如，抽样结果有95%的可信赖程度，就是指抽样结果代表总

体特征的可能性有95%，没有代表总体特征的可能性有5%。

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对可信赖程度要求越高，需选取

的样本量就应越大。[同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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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审计重要性原则，合理确定可容忍误差。可容忍误差越

小，需选取的样本量就应越大。[反向变化] 6．预期总体误差 

注册会计师应根据前期审计所发现的误差、被审计单位经营

业务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内部控制的评价及分析性复核的结

果等，来确定审计对象总体的预期误差。如果存在预期误差

，则应当选取较大的样本量。[同向变化] 7．分层 分层是将某

一审计对象总体划分为若干具有相似特征的次级总体的过程

。注册会计师可以利用分层重点审计可能有较大错误的项目



，并减少样本量。 对总体采用分层法，可以按经济业务的重

要性来分，也可以按经济业务的类型等来分。分层时，必须

注意以下几点： （1）总体中的每一抽样单位必须属于一个

层次，并且只属于这一层次。[每一抽样单位属于且只属于一

个层次] （2）必须有事先能够确定的、有形的、具体的差别

来区分不同的层次。[确定、有形、具体的差别来区分层次] 

（3）必须能够事先确定每一层次中抽样单位的准确数字。[

每一层次中抽样单位的准确数字事先确定] 通常，注册会计师

应对包含最重要项目的层次实施全部审查。 6、样本选取的

基本要求（P180） 注册会计师在选取样本时，应使审计对象

总体内所有项目均有被选取的机会，以使样本能够代表总体

。 7、样本选取的方法（P180） 1．随机选样 [1编号；2确定

范围（500~5000）；3确定样本量（20）；4确定起点（第5列

第1行）；5确定路线（第5列、第4列、⋯第1列）。依据P181

举例] 2．系统选样（也称等距选样） [1确定范围（2000张）

；2确定样本量（100张）；3计算选样间隔（2000÷100=20）

；4确定起点。依据P181举例] 3．随意选样 8、抽样结果的评

价（P182） 1．分析样本误差 （1）根据预先确定的构成误差

的条件，确定某一有问题的项目是否为一项误差。 （2）注

册会计师按照既定的审计程序无法对样本取得审计证据时，

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相应的审计证据。如果注册

会计师无法或者没有执行替代审计程序，则应将该项目视为

一项误差。 （3）如果某些样本误差项目具有共同的特征，

则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并根据

审计结果进行单独的评价。 （4）在分析抽样中所发现的误

差时，还应考虑误差的质的方面，包括误差的性质、原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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