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审计人员的专业判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7/2021_2022__E8_AF_95_E

8_AE_BA_E5_AE_A1_E8_c53_87153.htm 一、审计人员专业判

断的涵义来源：www.examda.com 判断就是肯定或否定某种事

物的存在，或指明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审计人

员专业判断则是审计人员为了实现审计目标，依据有关的标

准，在审计实践和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自身智力和一系

列思维过程，对客观审计对象和主观审计行为做出的某种认

定、评价和决断。它包含以下涵义： 1、判断的主体。专业

判断是审计人员的一种思维过程和智力活动，独立的审计人

员是专业判断的主体。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做出的种种判

断是否准确、全面、深刻，与审计人员知识结构、工作经历

和自身能力有关，对于同一经济业务或被审计事项，资深、

经验丰富的高级审计人员做出的判断，往往准确于刚刚从业

、缺乏经验的初级审计人员，良好的专业判断能力是一个优

秀审计人员必备的素质。审计实践中，审计工作是由不同人

员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的，因此必须综合不同审计人员分散的

判断，集思广益、形成共识，从而得出审计结论、形成审计

意见。 2、判断的客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审计对象的判

断。即在一定的审计范围内，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会计资

料、其他经济资料以及这些资料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真实性

、合法性、效益性做出的判断；二是对审计人员主观行为做

出的判断。审计实践中：审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必须时刻

对自身主观行为的适当性、有效性做出判断，不断调整审计

计划、审计方案和审计方法，纠正自身行为的某些偏差，以



确保顺利实现审计目标。 3、判断的标准。判断客体只有与

有关的判断标准相对照，才能得出判断的结果，理解和掌握

各种判断标准是做出判断的基础和前提，判断的标准与判断

的内容、判断的目标紧密相关。判断被审计事项真实性的标

准是客观实际和事实的真相；判断被审计事项合法性的标准

是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判断被审计事项效益性的标准

是有关的指标、定额、数据、资料；判断审计人员主观行为

适当性、有效性的标准是有关的准则、规范、管理。 4、判

断的基础。审计人员专业判断以感性认识和客观实际为基础

，不是凭空做出的。审计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判断客体，有计

划地、尽可能地使用自身的感官能力来区分和感受各种事物

和客观实际，包括对会计资料和其他经济资料的审查，对财

产物资的盘点，对有关问题的查询、函证，对审计内外环境

、人员行为、内部控制的观察等等。只有建立在客观实际和

感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专业判断；其结果才具有可靠性和可信

性。 5、判断的本质。从本质上讲，审计人员专业判断是审

计人员的一种专业认定、专业评价和专业决断。专业认定就

是审计人员确定的认为或承认，可以是肯定或否定某项事物

的存在，也可以是指明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如对某项资产

存在与否的认定、对其经济业务合法与违法的认定等；专业

评价是审计人员的一种价值衡量和评定，如对内部控制系统

健全性的评价、对经济效益高低的评价、对资金使用合理性

的评价等；专业决断是审计人员的一种决定和决策，如对审

计方案选择的决断、对审计证据取舍的决断等等。 二、审计

人员专业判断的特征 1、独立性。审计是独立性的经济监督

、评价、鉴证活动，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和本质特征。审计



人员专业判断是整个审计过程的重要部分和重要环节，必须

坚持独立性原则，审计人员在精神上、实质上必须保持独立

，整个判断过程不受外界干扰和影响。也只有坚持独立性原

则，专业判断的结果才能客观、公正。 2、目标性。审计人

员专业判断是紧紧围绕审计目标进行的，审计目标为专业判

断确立了基本框架，以帮助审计人员在此框架之内收集充分

有力的证据，判断证明审计对象的本来面目。审计目标是查

错防弊，则审计人员必须对被审计单位会计记录的真实性和

各项财产的完整性做出判断；审计目标是查证会计报表、提

供信用证明，则审计人员必须对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公允性

、合规性、合法性做出判断；审计目标是考核经营者的业绩

和被审计人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状况，则审计人员必

须对经营活动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管理活动的有效性

、可行性做出判断。 3、层次性。一般来说，审计人员专业

判断可分为单项判断和综合判断两个层次。单项判断是对审

计总体下的不同审计个体和审计事项做出的判断，比如对某

笔经济业务账务处理的正确性做出的判断、对某项函证的结

果做出的判断等等；综合判断是指对审计总体或整个审计对

象做出的判断，比如会计报表审计中对整个会计报表的真实

性、合法性、公允性、一贯性做出的判断。综合判断本身包

含和依赖于各项单项判断，没有各种单项判断就不可能形成

最后的综合判断，当然，综合判断也为单项判断指明方向。

4、全程性。审计人员专业判断贯穿于审计项目的全过程。从

确定审计对象、制定审计计划，到确定审计重点、评价内部

控制系统、确定抽样规模和样本、收集审计证据、形成审计

结论和审计意见等等，都需要审计人员广泛运用专业判断。



整个审计过程可以看成审计人员对审计对象逐步认识、不断

做出判断的过程。 5、风险性。审计人员专业判断毕竟是审

计人员的主观活动，受到判断主体、判断客体和审计环境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可能保持百分之百准确。主观上，专

业判断受审计人员智力、经验、能力、责任心的影响；客观

上，专业判断受审计对象的复杂程度、审计内容的广泛性以

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严密性的影响；审计环境上，

专业判断受审计组人员构成、工作条件、被审计单位和有关

单位配合情况、外界干预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三、审计人员

专业判断的理论地位 审计人员专业判断体现了审计人员对判

断客体的认识程度，是联系审计对象、感性认识与审计结论

、审计意见的一座桥梁。 1、专业判断与职业关注。职业关

注是审计人员在实施合理的审核检查中，根据实际情况所应

始终保持的职业警觉。审计人员专业判断过程中，必须保持

应有的职业关注。首先，必须谨慎判断。审计人员必须具备

所从事职业的基本知识，并能做出基本的判断，工作中保证

勤勉、谨慎、警觉，认真履行职责；其次，要树立成本效益

原则。职业关注应保持适度，过度关注和关注不足都不可取

，专业判断的广度和深度也要适度，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前提

下，尽量降低审计成本；再次，审计人员始终要持一种怀疑

的态度。不能过分相信被审计单位或主管领导，对自己的胜

任能力，不能过于自信。 2、专业判断与审计风险。审计风

险包括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三个基本因素，其中

专业判断与检查风险密切联系。审计人员任何一个审计方法

或审计专业判断的失误，都可能直接导致检查风险。因此，

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审计人



员专业判断务必准确无误。 3、专业判断与审计责任。审计

人员做出专业判断时，必须树立审计责任观念，必须对自己

的判断负责，这种责任包括职业责任和法律责任两方面。审

计人员做出专业判断时，必须紧密围绕审计目标，在一定的

审计范围内、依据有关的规范、准则进行，尽量避免判断失

误。当然，审计人员提供的是一种合理性的意见，而不是承

诺或保证，审计责任不能代替会计责任。 4、专业判断与审

计准则。首先，运用适当的专业判断是审计准则对审计人员

要求之一。无论是国家审计准则还是独立审计准则，都要求

审计人员在执行某些审计业务时运用适当的专业判断，但是

，具体如何进行判断，则没有明确的规定，随着审计工作的

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对审计人员专业判断有关问题的认

识会逐步深化；其次，审计人员进行专业判断时要依据审计

准则。审计准则是审计人员从事审计工作的行为规范和指南

，审计人员专业判断要以它为依据。当然，专业判断不能仅

局限于审计准则，审计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审计人员的审计经

验和应变能力。 四、审计人员专业判断的过程和方式 审计人

员专业判断过程可以分为对判断客体的认识和思维判断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对判断客体的认识 审计人员专业判断是以

审计实践和感性认识为基础，因此，专业判断的前提是充分

认识判断客体。对判断客体的认识，是审计人员发挥主观能

动性的重要方面，其本质是客观反映判断客体。主要方式有

： 1、审阅、核对、计算。审阅是对审计资料的审查和阅读

，从而对资料本身及其反映的经济活动进行鉴别：核对是检

查有关审计资料之间是否相互符合；计算是在核对、审阅审

计资料数据正确、真实的基础上，采用一定方法重新复算。



2、查询、函证。查询是向被审计单位有关知情人或经办人调

查询问，以了解被审计事项的真实情况；函证是发函给被审

计单位的债权、债务人及其他方面人，请求核实往来账目以

及有关财产和余额。 3、观察、盘点。观察是通过实地察看

来认识客观实际，观察的范围包括对被审计单位内外环境、

被审计单位有关人员的行为以及被审计单位的财产物资；盘

点是运用实际盘查的手段来验证财产物资的账面记录与实际

存在是否一致。 4、鉴定。鉴定是对书面资料、实物和经济

活动等，由审计人员或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运用专门知识

和技术方法进行鉴别。鉴定的范围包括：对书面资料真伪的

鉴定，对实物性能、质量和价值的鉴定，以及对工程量的鉴

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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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