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审计风险

一、重大错报风险

二、检查风险

三、检查风险与重大错报风险的反向关系

四、审计的固有限制

前 言

1.审计风险是指当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时，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2.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

一、重大错报风险

（一）定义：指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重大错报风险与被审计单位的风险相关，且独立

于财务报表审计而存在。

（二）两个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财务报表层次的

重大错报风险（学校）

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与财务报表整体存在广泛联系，可能影响多项

认定。

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认

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老师）

考虑的结果直接有助于注册会计师确定认定层次上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注册会计师在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认定层

次获取审计证据，以便能够在审工作完成时，以可接受的低审计风险水平对

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三）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逻辑关系：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

1.固有风险

（1）概念

固有风险是指在不考虑控制的情况下，某类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的某一认定易于发生错报（该错报单独或

连同其他错报可能是重大的）的可能性。

（2）固有风险因素

①事项或情况的复杂性、主观性、变化、不确定性

②管理层偏向

③其他舞弊风险因素

【注意】固有凤险因素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

（3）某些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及其认定，固有风险较高。

①复杂的计算比简单计算更可能出错；

②受重大计量不确定性影响的会计估计发生错报的可能性较大；

③产生经营风险的外部因素也可能影响固有风险，例如，技术进步可能导致某项产品陈旧，进而导致存货易

于发生高估错报。

2.控制风险

控制风险是指某类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的某一认定发生错报，该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是重大的，但没

有被内部控制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的可能性。

【强调】控制风险取决于与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由于控制的固有局限性，

某种程度的控制风险始终存在。

重大错报风险

财务报表层次

各类交易、账户

余额和披露认定层次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二、检查风险

（一）定义：检查风险是指如果存在某一错报，该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可能是重大的，注册会计师为将

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而实施程序后没有发现这种错报的风险。

（二）影响因素：

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强调】由于注册会计师通常并不对所有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进行检查，以及其他原因 （不恰当的审计

程序、审计过程执行不当，或者错误解读了审计结论）检查风险不可能降低为零。

（三）解决办法

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适当计划、在项目组成员之间进行恰当的职责分配、保持职业怀疑态度，对审计项目组

成员执行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复核， 尽可能降低检查风险。

【强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有时无法单独进行评估，教材我

不再单独提到，但并不意味着，注册会计师不可以单独的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评估。

【单选题•2017】下列有关检查风险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检查风险是指注册会计师未通过审计程序发现错报，因而发

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风险

B.检查风险取决于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C.检查风险通常不可能降低为零

D.保持职业怀疑有助于降低检查风险

答案：A

解析：选项 A 属于审计风险的定义。检查风险是指如果存在某一错报，该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可能是重

大的，注册会计师为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而实施程序后没有发现这种错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