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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5/2021_2022__E5_AE_A1_E

8_AE_A1_E6_9C_BA_E5_c53_85881.htm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审计

机关和审计人员收集、使用审计证据的行为，保证审计工作

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

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证据，是指审计机关和审计人

员获取的用以说明审计事项真相，形成审计结论基础的证明

材料。 第三条 审计证据有下列几种： （一）以书面形式存在

并证明审计事项的书面证据； （二）以实物形式存在并证明

审计事项的实物证据； （三）以录音录像或者计算机储存、

处理的证明审计事项的视听或者电子数据资料； （四）与审

计事项有关人员提供的口头证据； （五）专门机构或者专门

人员的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 （六）其他证据。 第四条 审计

人员收集的审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

合法性。 客观性是指审计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材料。 

相关性是指审计证据与审计事项之间有实质性联系。 充分性

是指审计证据足以证明审计事项并形成审计结论。 合法性是

指审计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种类，并依照法定程序取得。 第五

条 审计人员可以通过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及函证、计算

、分析性复核等方法，收集审计证据。 检查是审计人员对被

审计单位的会计资料和其他书面文件的审阅与复核。 监盘是

审计人员现场监督被审计单位各种实物资产及现金、有价证

券等的盘点，并进行适当的抽查。 观察是审计人员对被审计

单位的经营场所、实物资产和有关业务活动及其内部控制的

执行情况等所进行的实地察看。 查询是审计人员对与审计事



项有关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的书面或者口头询问。 函证是审

计人员为证明被审计单位会计资料所载事项而向有关单位或

者个人发函询证。 计算是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会计资料中

的数据所进行的验算或者另行计算。 分析性复核是审计人员

对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者趋势进行的分析，包括调查异

常变动项目以及这些重要比率或者趋势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

息的差异。 第六条 审计机关应当收集、取得能够证明审计事

项的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等原始证据；不能或者不宜

取得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的，可以采取文字记录、摘

录、复印、拍照等方式取得审计证据。 第七条 审计组和审计

人员在审计中如有特殊需要，可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有专门

知识的人员，对审计事项中某些专门问题进行鉴定，取得鉴

定结论，作为审计证据。 第八条 审计人员收集的有关违反国

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审计

证据，应当由有关单位、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九条 审计人

员对证据提供者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审计证据，应当注明拒

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原因和日期。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

实存在的，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 第十条 审计人员对被审计

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有异议的审计证据，应当进行核实。对确

有错误和偏差的，应当重新取证。 第十一条 审计组在提出审

计报告前，应当对收集的审计证据进行归纳、分析和判断，

形成审计结论。 审计组对收集的审计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

、充分性和合法性进行鉴定，如果发现审计证据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进一步取证。 第十二条 审计人员运用审计证据时，

应当考虑审计证据相互印证、来源的可靠性程度。 第十三条 

审计人员应当将获取审计证据的名称、来源、内容和时间等



清晰、完整地记录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审计证据经过鉴定、

整理后，附在相应的审计工作底稿之后。 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

在收集审计证据时，对认为必要的审计证据应当及时取证；

在当时不能取得而以后审计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情

况下，经县级以上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 第十五条 审计组在审计过程中，有根据认为被审计单位可

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

以及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电子数据、数据结构文档

和其他资料的，有权采取取证措施；必要时，经审计机关负

责人批准，有权暂时封存被审计单位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

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帐册资料。 第十六条 审计证据应当按

照档案管理规定，归入审计档案。 第十七条 本准则由审计署

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审计署

于1996年12 月11日发布的《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审法

发〔1996〕34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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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