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重要性

一、重要性的含义

（一）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包括漏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

报是重大的；

（二）对重要性的判断是根据具体环境作出的，并受错报金额、性质或受两者共同作用的影响；

（三）考虑财务报表使用者整体共同的财务信息需求，不考虑错报对个别财务报表使用者可能产生的影响。

【单选题•2012】下列有关重要性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注册会计师应当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考虑重要性

B.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制定具体审计计划时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

要性

C.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每个审计项目中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和明显微小错报的临界值

D.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时需要考虑重大错报风险

答案：B

解析：选项 B错误。注册会计师在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应当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二、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在审计开始时，就必须对重大错报的规模和性质作出一个判断，包括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和特定交易

类别、账户余额和披露的重要性水平。当错报金额高于整体重要性水平时，就很可能被合理预期将对使用者

根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产生影响。

前言：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的作用

风险评估阶段 1.决定风险评估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2.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风险应对 3.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审计完成阶段 4.使用整体重要性水平和特定类别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的重要性水平评价已

识别的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和对审计报告中审计意见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1.何时确定：注册会计师在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应当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目的是根据他对财务报

表发表审计意见。

2.确认模型：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基准×百分比

3-1.基准的考虑因素：



（1）财务报表要素（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和费用）；

（2）是否存在特定会计主体的财务报表使用者特别关注的项目（如为了评价财务业绩，使用者可能更关注利

润、收入或净资产）；

（3）被审计单位的性质、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以及所处行业和经济环境；

（4）被审计单位的所有权结构和融资方式（例如，如果被审计单位仅通过债务而非权益进行融资，财务报表

使用者可能更关注资产及资产的索偿权，而非被审计单位的收益）；

（5）基准的相对波动性。

【单选题•2021】下列各项中，注册会计师为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而选择基准时，通常无需考虑的是（ ）。

A.被审计单位的所有权结构

B.是否为首次接受委托的审计项目

C.被审计单位的融资方式

D.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答案：B

解析：选项 B：是否为首次接受委托的审计项目是“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应当考虑的因素。因此，选项 B 无需

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