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计风险的特征与可控性



论审计风险及其控制



写作动机

• 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误或漏报，
而审计人员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
性。审计风险包括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
风险。审计人员由于在审计过程中选用了不恰
当的审计方法或因为未遵循审计工作准则等方
面的原因形成了审计风险。而我国目前所处的
阶段具有较大的特殊性，能引起审计风险的因
素比发达国家更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更强，
更难以控制。因此，在审计过程中更应该注意
审计风险的防范，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只有这
样审计工作才能更好的为国民经济服务。



论审计风险及控制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审计的范围
逐渐拓宽，人们对审计的期望越来越高，
审计职业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社会经济
生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审计的
难度，相应产生了一定的审计风险。为
此，人们应正确认识审计风险，增强审
计风险意识，积极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审
计风险，使审计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
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审计风险的涵义

• 对审计风险的涵义，国内外有许多学者作了积
极探索，最终使审计风险模型被会计师职业界
认可，并成为审计过程的核心内容。尽管审计
风险模型已达成共识，但审计风险的涵义是什
么？不同的人由于所站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
并非完全一致。但这些有关审计风险的概念，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认为审计风险是指财务报
表没有公允地揭示而审计人员认为已公允地揭
示的风险。而审计风险本身具有更广泛的涵义，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上来说明 



最狭义的审计风险

• 未能察觉出重大错误的风险：一般来说，审计
人员对审计风险的理解就是如此，包括《国际
审计准则》在内的大多数的国家的审计准则也
是这样理解的。原因在于审计实践中大量产生
的是这一类审计风险，因而成为人们研究的重
点。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审计风险，为审计
人员分析和寻找审计活动所可能招致的风险及
其直接因素开辟了蹊径，在实务中使审计人员
容易寻找到对付的办法，这也是大多审计人员
这样理解审计风险的原因所在。 。



狭义的审计风险 

• 审计风险，从狭义上理解，应当包括财务报表没有公
允揭示而审计人员却认为已公允揭示的风险，和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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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审计人员的意见或结论是建立在一种职
业审查和专业判断上，因而总存在着偏离客观事实，
甚至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审计结
论在一定程度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时给利
用审计服务的各方带来损失，导致审计人员需要对后
果承担责任，这种可能性就构成了审计风险。



广义的审计风险

• 美国学者海泥斯在论述风险时，认为风险是损
失的可能性，这是从最广泛的意义理解风险。
推而广之，审计风险也可以理解为审计主体损
失的可能性。风险的几个方面都与财务报表审
计有关。主要有狭义的审计风险和营业风险。
营业风险是指，虽然为某一客户提供的审计报
告正确无误，但审计人员（或承担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却由于一种客户关系而受到伤害的
风险。



审计风险的基本特征

• 审计风险的性质总表现为某些特质或特征。事
物的特征是事物的基础或根本的象征、标志。
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是一事物区别其他事物的
性质。因而，在探讨了审计风险的内涵和审计
风险的形成原因之后，应继续阐述审计风险的
特征，并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特
有表现。只有了解了审计风险的基本特征后，
才能寻找出控制审计风险的方法，下面将审计
风险的基本特征分述如下：



审计风险的客观性 

•    现代审计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采用抽样审计的方

法，即根据总体中的一部分样本的特性来推断总体的
特性，而样本的特性与总体的特性或多或少有一点误
差，这种误差可以控制，但一般难以消除。因此，不
论是统计抽样还是判断抽样，若根据样本审查结果来
推断总体，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差，即审计人员要
承担一定程度的作出错误审计结论的风险。所以通过
审计风险的研究，人们只能认识和控制审计风险，只
能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改变风险存在和发生的条件，
降低其发生的频率和减少损失的程度，而不能，也不
可能完全消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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