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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成因；控制 摘 要：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一个高风险、高

社会责任的行业。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我国独立审计行业

逐步感受到了审计风险的压力，特别是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

建立和健全，涉及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诉讼案件也

越来越多。与西方国家的会计职业界相似，中国的审计职业

界也将面临“诉讼爆炸”的挑战。面对这些问题，重视和防

范审计风险已成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当务之急。 一、审计风

险的特征 审计风险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客观存在性。

审计风险存在于整个审计过程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它不会因

为人的意志而转移或者消失，因而，审计人员只能采取有效

的审计方法，经过有效的审计程序，去抑制、降低或控制审

计风险。第二，不确定性。审计风险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

：经济后果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程度

不确定性，审计人员承担审计责任的大小不确定，等等，因

而它也是一种潜在风险。第三，经济损失的严重性。审计风

险一旦发生，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就会计事务所而言

，审计风险的发生，必然会降低其可信度，影响注册会计师

的形象，严重者还会招惹官司。就被审计单位而言，审计风

险发生后，企业某些重大的经济事项信息必然会被披露，这

就可能严重影响企业的形象、企业的资信度，尤其是上市公

司，其股票价格必然会产生剧烈的震荡。就社会公众、广大

投资者而言，他们是审计风险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在不恰



当的审计报告的误导下，可能会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使自

己的经济利益受损。第四，可控性。 二、审计风险的成因 第

一，客观方面。一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进行干

预。脱钩改制后，会计师事务所尽管在形式上实现了与政府

部门分离，但实质上与原挂靠部门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政府部门不仅能够在审计业务的委托、审计收费上对事务所

施加影响，而且还能够干预审计范围及审计报告的内容。这

样必然造成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降低，从而加大审计风险

。二是企业经营风险的不断加大，引起审计风险的增加。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企业提供了发

展机会的同时，也使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电子商务、信

息技术、网络经济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使企业的竞争环境日

趋激烈，企业失利和倒闭的风险逐渐加大；金融创新又增加

了企业的投资风险。这些都使企业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而

对高风险企业的审计也就必然增加审计风险。因为，尽管经

营失败并不等于审计失败，但注册会计师往往难逃诉讼。三

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变化，导致审计风险的增加。随着信

息系统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企业内部控制的重点由会计人员

和会计业务部门转移至电子数据处理部门，财会人员对交易

的直接监督减弱，未经授权存取、修改资料可能会不留痕迹

。人工作业的减少会导致人工发现错误与舞弊的机会变低，

所以通过设计、修改应用程序或系统软件所发生的错误与舞

弊可能长时间存在而不被发现。网上无纸交易，更会因缺乏

审计线索而成为注册会计师最大的审计风险。 第二，主观方

面。一是审计人员能力和素质的有限性是影响审计风险的重

要因素。审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动，很多时候需要依赖



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如果审计人员的责任意识不强或不具

备应有的执业能力，在审计过程中未做到应有的谨慎，就有

产生审计过失的风险。另外，如果审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

违反独立原则、客观性原则、公正原则和廉洁原则，制造虚

假审计报告，就会产生严重的舞弊和欺诈风险。二是目前审

计中广泛采用的抽样审计方法，是审计风险产生的另一主观

因素。抽样审计方法是在企业规模日益扩大、注册会计师受

成本和精力所限无法对客户进行详细审计的情况下产生的。

抽样审计仅测试一定审计对象总体中的部分项目，而不是测

试全部项目，因而样本性质不能反映总体性质的可能性， 虽

然提高了审计效率，但难免会遗漏报表中的一些重大错误和

舞弊问题，增加了审计风险。三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

制度不健全，也是审计风险形成的一个主观原因。审计报告

的形成过程中有许多环节，经手人多，工作繁重，总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制度存在漏

洞，没有对审计结果实行必要的监督和复核程序，就可能导

致出具的报告质量偏低，形成审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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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