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审计证据

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非常重要章节，客观题和主观题都有所涉及。平均分值在 8分左右。需要同学们加强知识点的理解，

灵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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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审计证据的性质

一、审计证据的含义

审计证据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出审计结论、形成审计意见而使用的所有信息。注册会计师必须在每项审计

工作中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满足发表审计意见的要求。

（一）审计证据＝会计信息＋其他的信息

分类 举例

1.会计信息 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销售发运单和发票、顾客对账单，合同记

录等

2.其他的信息 会议记录、分析师报告、询证函的回函、内部控制手册等

（二）会计信息和其他的信息之间的关系

1.会计记录中含有的信息本身并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审计证据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只有会计

信息不够）

2.财务报表依据的会计记录中包含的信息和其他信息共同构成了审计证据，两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前者，

审计工作将无法进行；如果没有后者，可能无法识别重大错报风险。

3.审计证据往往是说服性的，很少是绝对的！

（三）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性质）



1.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数量）

（1）含义：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对审计证据数量的衡量，主要与注册会计师确定的样本量有关。

（2）影响因素：

①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需要的审计证据可能越多

②获取的审计证据的质量 质量越高，需要的审计证据可能越少（质量影响数量）

2.审计证据的适当性（质量）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是对审计证据质量的衡量！只有相关且可靠的审计证据才是高质量的审计证据。

（1）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①含义：指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与审计程序的目的和所考虑的相关认定之间的逻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