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各要素

三、了解内部控制的性质和程度

（一）了解内部控制的性质

1.注册会计师了解内部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评价控制设计的有效性以及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2.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和内部监督要素，更有可能影响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

风险的识别和评佔；

3.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与沟通以及控制活动要素，更有可能影响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

识别和评估。

（二）了解内部控制的程度

1.对内部控制了解的程度，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范围及深度。

包括评价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但不包括对控制是否得到一贯执行的测试。

2.设计不当的控制可能表明存在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3.为了解内部控制实施的程序。

（1）询问被审计单位人员；

（2）观察特定控制的运用；

（3）检查文件和报告；

（4）追踪交易在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中的处理过程（穿行测试）。

【注意】询问本身并不足以评价控制设计的有效性以及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注册会计师应当将询问与其他

风险评估程序结合使用。

4.了解内部控制与测试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关系。评价设计有效的控制是否得到执行，与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

性即控制是否得到一贯执行，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了解内部控制的目的，后者是控制测试的目的。

5.除非存在某些可以使控制得到一贯运行的自动化控制，否则，注册会计师对控制的了解并不足以测试控制

运行的有效性。

四、内部控制的人工和自动化特征及其影响

大多数被审计单位出于编制财务报告和实现经营目标的需要使用信息技术。然而，即使信息技术得到广泛使

用，人工因素仍然会存在于这些系统之中。不同的被审计单位采用的控制系统中人工控制和自动化控制的比

例是不同的。

1.自动化控制适用范围及其优缺点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1）存在大量或重复发生的交易；

（2）事先可预计或预测的错误能够

通过自动化控制参数得以防止或发

现并纠正；（3）用特定方法实施控

制的控制活动可得到适当设计和自

动化处理。

（1）处理大量的交易或数据（2）

提高了信息的及时性、可获得性及

准确性（3）促进对信息进行深入分

析（4）提高了监督的能力（5）降

低控制被规避的风险（6）提高了不

兼容岗位职务分离的有效性等

（1）系统或程序不能正确处理数

据，或者处理了不正确的数据（2）

未经授权访问数据的风险（3）技术

人员越职访问（4）无法对系统做出

必要的修改（5）不恰当的人为干预

等

2.人工控制适用范围及其优缺点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1）存在大额、异常或偶发的交易

（2）存在难以界定、预计或预测的

错误的情况（3）针对变化的情况，

需要对现有的自动化控制进行人工

干预（4）监督自动化控制的有效性

灵活性强、自由度高 （1）人工控制可能更容易被规避、

忽视或凌驾；（2）人工控制可能不

具有一贯性；（3）人工控制可能更

容易产生简单错误或失误。

五、内部控制的局限性

内部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只能对财务报告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受其固有限制的影响。

固有限制包括：



1.在决策时人为判断可能出现错误和因人为失误而导致内部控制失效；

2.控制可能由于两个或更多的人员串通或管理层不当地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而被规避；

【补充】内部行使控制职能的人员素质不适应岗位要求、成本效益问题 、出现不经常发生或未预计到的业务

都会影响内部控制功能的正常发挥！

六、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环境

（一）总体要求

审计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为了解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环境，应当实施以下风险评估程序：

1.了解涉及下列方面的控制、流程和组织结构：

（1）管理层如何履行其管理职责，例如，被审计单位的组织文化，管理层是否重视诚信、道德和价值观;

（2）在治理层与管理层分离的体制下，治理层的独立性以及治理层监督内部控制体系的情况；

（3）被审计单位内部权限和职责的分配情况；

（4）被审计单位如何吸引、培养和留住具有胜任能力的人员；

（5）被审计单位如何使其人员致力于实现内部控制体系的目标。

2.评价下列方面的情况：

（1）在治理层的监督下，管理层是否营造并保持了诚实守信和合乎道德的文化；

（2）根据被审计单位的性质和复杂程度，内部环境是否为内部控制体系的其他要素

奠定了适当的基础；

（3）识别出的内部环境方面的控制缺陷，是否会削弱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体系的其他要素。

（二）内部环境的概念

1.内部环境包括治理职能和管理职能，以及治理层和管理层对内部控制体系及重要性的态度、认识和行动。

2.内部环境设定了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基调，影响员工的内部控制意识，并为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体系中

其他要素的运行奠定了总体基础。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舞弊和错误是被审计单位治理层和管理层的责任。

3.实际上，在审计业务承接阶段，注册会计师就需要对内部环境作出初步了解和评价。

4.内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沟通与落实；

②对胜任能力的重视；

③治理层的参与程度；

④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

⑤职权与责任的分配；

⑥人力资源政策与实务；

【单选题•2014】下列有关内部环境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有效的内部环境本身可以防止、发现并纠正各类交易、账户

余额和披露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B.内部环境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具有广泛影响

C.有效的内部环境可以降低舞弊发生的风险

D.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很可能源于内部环境存在缺陷

答案：A

解析：内部环境本身并不能防止或发现并纠正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注册会计师

在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时，应当将内部环境连同其他内部控制要素产生的影响一并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