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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7/2021_2022__E7_BB_8F_E

8_90_A5_E5_A4_B1_E8_c53_87290.htm ［提要］经营失败提高

了利益相关者对审计报告的关注程度，审计风险易显性化而

演变为审计失败。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旨在研究注册会

计师在高风险区审计时的行为特征，及审计失败与经营失败

的关系，并针对如何提高审计质量、规避审计失败提出相关

建议。来源：www.examda.com 经营失败、审计失败与审计风

险的概念辨析来源：www.examda.com 一、含义 经营失败是指

企业由于巨额亏损、资不抵债等原因而无力持续经营的情形

。经营风险是指企业由于经济或经营条件的制约，如经济萧

条、决策失误或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等，而无力归还借款或

无法达到投资者期望的收益。经营失败是经营风险的极端表

现。《公司法》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

办法》等规定，若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则股票会被实行暂

停上市。 审计失败是指注册会计师未按照审计规范的要求执

行审计业务而签发了不适当的审计意见。通常表现为在企业

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发表了

无保留审计意见。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主观性。 审计风险，狭

义上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表达不当的或然率

，包括财务报表总体上已公允揭示而审计人员却认为未公允

揭示的风险，或者财务报表未公允揭示而审计人员却认为已

公允揭示的风险。通常情况下，前者与审计效率相关，会增

加审计时间和样本量。而后者直接关系到审计效果与质量。

故从实务角度看，审计风险可以更狭义的理解为第二类的风



险。广义上讲，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主体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包括狭义审计风险和营业风险。后者是指审计报告虽正确无

误，但审计主体却因客户关系而遭受损失的风险。其形成原

因来自“深口袋”理论。审计风险一般具有普遍性、可控性

、非零性、客观性、或然性等特点。 二、概念辨析来源

：www.examda.com 1.审计失败与经营失败（1）区别：①主体

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审计人员或承担审计任务的事务所，而

后者是公司及管理者。②形成原因不同。前者由审计人员的

过失或欺诈造成，后者是公司管理者经营不善造成的。③结

果不同。前者应承担审计责任，后者由经营者承担经营责任

。 （2）联系：企业经营失败往往是诱发审计失败的导火索

。当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或失误时，利益相关者会更多关注企

业的财务报告与审计报告。当审计报告存在表述不当时，人

们会考虑到追究审计的责任。特别是当相关部门认定审计报

告不实是由注册会计师主观过失或欺诈原因造成时，审计失

败即成事实。有关研究表明，几乎半数的指控审计失败的诉

讼，都涉及到经营失败，如安然事件以及国内出现的上市公

司造假事件都验证了这一点。 2.审计风险与审计失败（1）区

别：①表现形式不同。前者是一种可能性，而后者表现为一

种事实，通常由相关监管部门调查认定后作出决定。②形成

原因不同。前者是由客观原因，或审计人员并未意识到的主

观原因造成的，强调的是客观性；而后者是由审计主体主观

因素造成，表现为过失或欺诈。③结果不同。前者具有损失

的或然性，后者是认定后的事实，必然导致审计损失。 （2

）联系：两者的核心都是因为审计意见表达不当造成。在司

法认定中，由于对重要性和必要职业关注的认定缺乏量化标



准，导致形成意见表达不当的主客观原因难以严格区分。因

此审计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认定并转化为审计失败而

造成审计损失。审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当审计风险与损失

联系在一起时，常常表现为事实上的审计失败。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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