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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风险控制是多因素全过程的系统控制，既包括审计机构的风险控制，也包括审计人员对于审计项目的风险控制，涉

及内容非常广泛。而从审计取证的角度出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取证业务的风险控制。 

（一）准备阶段的取证风险控制 

根据审计业务和自身的情况，确定是否接受客户，是审计风险控制的第一道关口，严格按照章程与内部风险管理要求与

客户签订书面审计约定书。为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审计机构在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时必须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第2

号——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接受审计业务时一般应当考虑和实施以下取证风险控制的事项： 

一是关注约定风险。在注册会计师接受或继续接受一项审计业务之前，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应该对约定风险进

行评估。这里的约定风险是基于与委托人、审计业务和财务报表整体相关的各种风险的综合考虑。具体来说，与一项审

计业务相关的约定风险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接受了某些被审计单位的委托而遭受不利后果的可能性

（例如：会计师事务所的公众形象受损或卷入诉讼）；另一类是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财务报表整体产生重大错报或被

使用者误解的可能性。这些因素既可能广泛存在于审计业务和财务报表中，也可能是某些重大账户余额及潜在错报所特

有的。 

二是识别约定风险因素。约定风险评估的前提是识别影响约定风险的各种因素。在实际工作中，识别约定风险的过程贯

穿于注册会计师初步了解委托人（被审计单位）情况的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在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这些基本情况的过

程中，就可以逐步识别出影响约定风险的各种因素。具体识别影响和扩大约定风险的因素有： 

管理当局的特征和正直品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个性特征、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等对于该单位整体有相当大的影响。管

理当局的品行正直与否是注册会计师在评估约定风险时要考虑的基本因素。 

组织管理结构——委托人的整体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应该能为其计划、指导和控制经营和财务运作及报告职能提供有效

的框架。在接受或继续接受委托之前，注册会计师应结合委托人的规模和业务性质等具体情况，来判断其组织结构和管

理结构的适当性。 

业务性质——如果从事的是性质较为特殊的业务，将可能增加约定风险。 

经营环境——委托人的经营环境对其业务活动和持续经营能力有着相当的影响，因此，如果委托人很容易受外部因素的

影响，约定风险就可能增加。 

审计业务性质和范围——审计业务的性质和范围对注册会计师评估约定风险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注册会计师还应当

收集这方面的证据。 

委托人的财务成果——如果委托人的管理当局迫于巨大的压力而报告特定的财务成果，则很有可能操纵利润，相应地约

定风险就可能增加。 

与关联方的业务关系——关联方的存在以及委托人与他们进行交易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关键要看其交易的动机如

何，是增加报告期收益或美化财务状况，还是出于舞弊动机。 

委托人以前年度接受审计的情况——对委托人以前年度审计情况的了解，除了可以帮助注册会计师确定约定风险以外，

还有助于其安排期初余额的审计以及与委托人商议如何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 

委托人故意错误呈报的可能性——注册会计师在整个审计期间以及与委托人相接触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应有的职业谨



慎，即应对可能表明委托人故意错误呈报的情况加以注意。 

（二）实施阶段的取证风险控制 

审计取证是审计的核心工作，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评估是否恰当，检查风险是否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主要取决于

所收集审计证据的质量。要控制审计取证风险，就必须在科学而严密的审计计划基础上，运用恰当的审计方法，使所获

取的审计证据具有客观性、时效性、合法性、公允性，同时兼顾取证的成本效益。审计过程的取证风险控制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1．了解委托单位情况对审计取证风险控制的影响，分析审计取证风险因素，确定审计策略。对被审计单位情况的了解，

不是专指某个审计阶段的了解，而是贯穿于整个审计阶段的一个持续和累积的搜集与评价相关审计证据的动态过程。在

了解的过程中，特别应当关注并获取有关证据的是：影响委托单位的外部因素，包括委托单位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等。

委托单位所处的行业环境与情况，包括市场供求与竞争、生产经营的周期或季节性、产品生产技术的变化、行业特定的

会计惯例和问题等。影响委托单位的内部因素，包括委托单位所有权及其管理架构与运作机制，经营目标、业务流程、

会计政策、财务活动和状况等。委托单位的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对这方面的了解和取证构成了对委托单位了解情况的

重要内容，也是确定是否采用依赖内部控制的审计策略的直接依据和证据。 

2．确定符合性测试中对审计取证风险的考虑因素及控制途径。风险基础审计模式下，如果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计划阶段已

经决定采取依赖内部控制的审计策略，那么在审计实施阶段，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根据制定的符合性测试计划来对被审

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实施测试，以获得充分的证据，证实注册会计师拟依赖的控制活动能够为相关控制目标

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与控制的主要环节与事项是：内部控制的测试取证程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测试过程中审计技术与方法选用的恰当性，特别应当关注样本选择与样本量的确定；注重对符合性测试获取支持特定控

制风险的审计证据充分适当性的考虑，注意证据类型、来源、适时性、相互关系等因素。 

3．实质性测试过程应按照具体审计取证目标和风险要素进行程序控制与防范。实质性测试是注册会计师为实现具体审计

目标对会计报表项目金额而进行的测试。在这一环节，注册会计师应当对以下方面审计风险予以特别关注：针对与围绕

各项计划确定的具体审计目标实施实施性测试，并获取相应恰当的审计证据。注意测试时间的选定，科学、合理确定实

施性测试的重点和方向。 

（三）选派审计取证人员的风险控制 

审计取证业务风险能否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业务注册会计师的素质。选派注册会计师的风

险控制是审计取证风险控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为降低审计取证业务的风险，事务所在选派注册会计师和选派审计

人员组建审计组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包括形式上的独立性和实质上的独立性。所谓形式上的独立，是指注册

会计师必须与委托单位或个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关系，如不得拥有委托单位的股权或担任其高级职务，或与管理当局

有亲属关系等等。所谓实质上的独立则是指精神上的独立，它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严格保持超然性，不屈从外

界的压力和影响，不袒护任何一方当事人，尤其不应使自己的结论依附或屈从于持反对意见的利益集团或人士的影响和

压力。 

二是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专业胜任能力是指执行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应具有从事专业服务所需的能力。事务

所在选派注册会计师时，必须考虑注册会计师的经验和能力，考虑其是否具备审计业务本身所需要的专业胜任能力。 

三是审计组成人员间的配合。审计业务取证工作是由审计组成人员共同完成的，为便于审计工作的沟通和协调，事务所

在选派注册会计师组成审计组去执行某项审计任务时，还应考虑审计组成员间知识与能力的搭配，同时保证审计组作为

一个团队应具有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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