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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3_A8_E5_AE_A1_E8_c53_86005.htm 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

了规范内部审计证据的获取及处理，保证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相关性和可靠性，根据《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证据，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在从事审

计活动中，通过实施审计程序所获取的，用以证实审计事项

，作出审计结论和建议的依据。第三条 本准则适用于各类组

织的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人员及其从事的内部审计活动

。第二章 一般原则第四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依据审计目标获

取不同类型的审计证据。审计证据包括下列几种：（一）书

面证据；（二）实物证据；（三）视听电子证据；（四）口

头证据；（五）环境证据。第五条 内部审计人员获取的审计

证据应当具备充分性、相关性和可靠性。(一) 充分性是指证

据数量足以证实审计事项，作出审计结论和建议；(二) 相关

性是指证据和审计目标相关联，所反映的内容能够支持审计

结论和建议；(三) 可靠性是指证据能够反映审计事项的客观

事实。第六条 审计项目的各级复核人应在各自责任范围内对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相关性和可靠性予以复核。第七条 内部

审计人员在获取审计证据时，应当考虑下列基本因素：（一

） 适当的抽样方法。（二） 合理的审计风险水平。证据的充

分性与审计风险水平密切相关。可以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越

低，所需证据的数量就越多。（三） 成本与效益的合理程度

。获取审计证据应考虑取证成本与证据效益的对比。但对于

重要审计事项，不应将审计成本的高低作为减少必要审计程



序的理由。（四） 具体审计事项的重要程度。内部审计人员

应当从数量和性质两个方面判断具体审计事项的重要性，以

做出获取审计证据的决策。第三章 审计证据的获取与处理第

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可以采用下列方法获取审计证据：（一） 

审核；（二） 观察；（三） 监盘；（四） 询问；（五） 函

证；（六） 计算；（七） 分析性复核。第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

应将获取审计证据的名称、来源、内容、时间等清晰、完整

地记录在工作底稿中。第十条 内部审计人员可聘请其他专业

机构或人士对审计项目的某些特殊问题进行鉴定，以鉴定结

论作为审计证据。内部审计人员应对引用该证据的可靠性负

责。第十一条 对于被审计单位存有异议的审计证据，内部审

计人员应作进一步核实。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人员获取的审计

证据，如有必要，应当由证据提供者签名或盖章。如果证据

提供者拒绝，内部审计人员应当注明原因和日期，该证据依

然可作为支持审计结论和建议的依据。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人

员应作好审计证据的分类、筛选和汇总工作，保证已获取审

计证据的充分性、相关性和可靠性。第十四条 在评价审计证

据时，应当考虑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及证据来源的可靠程度

。第四章 附 则第十五条 本准则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发布并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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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