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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计专业判断的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

我国，随着审计行业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审计事业的迅速发展

，对审计从业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审

计专业判断的重要性日渐显著，对审计专业判断的基本理论

进行探讨应成为我国当前审计理论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各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

限制将逐步放宽，从而必然对审计从业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

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审计专业判断的重要性日渐显著。 一、

审计专业判断的概念与特征 1、审计专业判断的概念 国外近

二十年来在审计专业判断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我

国，审计专业判断也正在成为理论界的一个关注热点。学术

界对审计专业判断的描述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审计专业

判断是审计人员进行审计决策时对各相关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的过程。审计人员的错误判断会导致不恰当的审计结论。 

（2）审计专业判断是一种在长期业务培训实践中形成的感性

认识，因人脑的作用带有一定的预见性。 （3）审计专业判

断指运用审计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与经验，从多种可能的工作

方案中做出取舍的决策。 （4）审计专业判断是确定被审事

项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没

有就审计专业判断的概念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笔者认为，

审计专业判断的概念中必须强调如下因素：一是判断的主观

性，这是审计专业判断的本质属性；二是判断的普遍性，即



审计专业判断贯穿于审计的全过程，可以说是无处不有，无

处不在；三是判断的重要性，审计师专业判断水平的高低不

仅明显地影响着审计效率和效果，而且是审计师专业水平高

低的主要标志之一。由此，笔者认为如下描述可以比较全面

准确地把握专业判断的概念：审计专业判断是一种基于审计

师专业知识和个人经验的本能判断，它广泛地存在于审计的

全过程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审计质量。基于这一定义，我们可

以对审计专业判断的特征进行进一步分析。 2、审计专业判

断的特征 （1）审计专业判断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判断作为

思维的一种方式，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反映在审计活动中

，审计人员的知识、经验，乃至性格、习惯、心态等个人因

素都会被带到审计专业判断过程中去，从而影响审计专业判

断的结果。相同的事物，由于判断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做出

的判断可能会大相径庭。 正因如此，审计专业判断对判断者

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它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会计、审计

、法律等相关专门知识，并且达到一定熟练程度，同时，审

计人员还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具备面对实际问题做出

正确判断的能力。例如，一位经验丰富而机警的审计人员能

很快地浏览一页记录并马上发现异常的事物，还能准确地指

出问题所在。这种诊断并无任何不可思议之处，审计人员只

不过是综合运用了他的会计知识和经验来评价信息的正常与

否或可信与否。审计专业判断能力的高低是审计人员综合素

质和专业能力强弱的根本体现，是衡量审计人员专业水平的

核心指标。 （2）审计专业判断同会计信息的模糊程度密切

相关 模糊性是相对精确性和肯定性而言的，会计信息的模糊

性主要表现为会计提供的信息有不清晰性、不确定性和不准



确性，带有许多人为和估计的成分。由于会计信息是经过估

计、分类、汇总、判断和分配过程得出的近似结果，信息不

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可靠，由此决定了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和

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其中，会计法规的弹性对会计信息的模

糊性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会计法规的弹性增强，会计政策

和会计处理方法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会明显提高，从而加大

了会计信息的模糊程度。对于审计来讲，会计信息的模糊程

度提高，就需要审计人员在大量的模棱两可的事件之间做出

判断，确定其适当性，由此提高了对审计人员专业判断能力

的要求，而审计专业判断的重要性也就会因此受到更多的重

视。 （3）审计专业判断贯穿于审计活动的全过程 审计人员

在整个审计过程都要做出一系列重要判断。在计划阶段，要

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初步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内

部控制，确定重要性，分析审计风险，编制审计计划。在审

计实施阶段，要确定审计重点，收集审计证据。确定审计重

点时，要考虑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强弱和经济业务的

性质和特点；收集审计证据时，要考虑有关材料和被审计项

目的相关性，考虑证据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在审计完成阶段

，要对审计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照审计标准，对问题

加以定性，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这些都依赖于恰

当的专业判断。 （4）审计专业判断失误是导致审计失败的

重要原因 审计失败是指审计师未能发现财务报表有虚伪不实

的情况而发表了错误的审计意见。审计失败的原因综合起来

无外乎三种，即审计人员专业知识存在缺陷；对被审计单位

的经营了解不够；审计程序存在问题。其中，专业知识是审

计人员进行专业判断的基础，专业知识的缺陷必然影响审计



人员的专业判断水平，而对被审计单位经营了解不够及审计

程序失当往往是源于错误的专业判断。另据美国Treadway

Com-mission研究报告指出：66％对注册会计师的控诉案件显

示审计人员未搜集充分而适当的证据；36％对注册会计师的

控诉案件显示审计人员对于审计过程所发现的潜在问题未能

提高警觉或给予足够的专业怀疑。而审计师这些方面的能力

恰恰取决于审计人员专业判断水平的高低。《蒙哥马利审计

学》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审计失败通常是由于管理当局的

狡诈舞弊所致，或由于对于客户有意无意地随意运用或误用

会计原则，审计人员缺乏高明的判断所致”。 （5）审计环

境对审计专业判断功能的发挥起决定作用 审计活动总是在一

定的环境条件下完成的，审计环境的发展总是对审计专业判

断产生深刻的影响，审计环境的演进直接导致了审计专业判

断的产生，并使得审计专业判断在审计活动中日益扮演着更

为重要的角色。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过渡的转型期，在此背景下，审计职业的地位以及审计环

境正处于转变之中，因此，研究环境因素对审计专业判断的

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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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