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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风险定义及分类

审计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审计风险定义

审计风险可以分为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固有风险是指在不考虑被审计单位

相关的内部控制政策或程序的情况下，其会计报表上某项认定产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控制风险是指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未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其会计报表上某项错报或漏报的

可能性。检查风险是指注册会计师通过预定的审计程序未能发现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上

存在的某项重大错报或漏报的可能性。

审计风险分类



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或执行

不力，以及经济业务的复杂性增加等。

包括审计人员经验和能力不足，审计

程序和方法不当，以及审计人员职业

道德问题等。

审计风险产生原因

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



审计风险对企业影响

财务影响

审计风险可能导致企业财

务报告失真，进而影响投

资者决策和企业声誉。

运营影响

审计风险可能揭示企业内

部控制缺陷，影响企业运

营效率和风险管理。

法律影响

如果审计失败导致投资者

损失，企业可能面临法律

诉讼和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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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内部审计职能
加强内部审计机构建设，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确保内
部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

加强风险管理
建立风险识别、评估、应对和监控机制，及时发现和防范潜在风险，
确保企业稳健运营。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全面、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各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和权
限，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加强审计人员培训

定期开展审计人员专业技能和职

业道德培训，提高审计人员的综

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引入优秀人才

积极引进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背

景的优秀人才，优化审计队伍结

构，提高整体审计水平。

建立激励机制

建立合理的薪酬和晋升机制，激

发审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

精神。

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和能力

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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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被审计单位沟通

与被审计单位保持密切沟通，及时了解其需求和反馈，确保审

计工作顺利进行。

01

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业务

对被审计单位的行业背景、经营状况、业务流程等进行全面了

解，为审计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02

评估被审计单位风险

对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风险进行客观评估，明确审计重点和方向，

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

强化对被审计单位了解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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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识别与评估方法

风险识别

通过全面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包括行业状况、监管环境、经营业务、

内部控制等，以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

层次和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风险评估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识

别出的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确定风

险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为制定风险

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风险应对措施制定和实施

针对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应确定总体应对措施，如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

性、分派更有经验或具有特殊技能的审计人员等。

针对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应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包括控制测试和实质性

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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