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审计抽样方法

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重要章节,平均分值是在 6 分左右，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注意思路的转化，结合数学统计去理解审计

抽样。

教材变化

无实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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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注册会计师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包括：

（1）全部项目测试（资本公积）；

（2）选取特定项目测试但不推断总体；

（3）审计抽样以样本结果推断总体。

习题演练

【单选题】下列有关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从某类交易中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检查构成审计抽样

B.从总体中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时，应当使总体中每个项目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C.对全部项目进行检查，通常更适用于细节测试

D.审计抽样更适用于控制测试

答案：C
解析：选取特定项目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不能推断至整个总体，不能由特定项目审计结果得出总体特征的审

计结论，不构成审计抽样，所以选项 A 错误；注册会计师从总体中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时，没有遵循随机

原则，总体中每个项目不是都具有被选取的机会，所以选项 B 错误；对全部项目进行检查，通常更适用于细

节测试而不适用于控制测试，所以选项 C 正确；审计抽样适用于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所以选项 D 错误。

第一节 审计抽样的相关概念

一、审计抽样

二、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

三、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四、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一、审计抽样

（一）含义

审计抽样是指注册会计师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使所有抽样单元都

有被选取的机会，为注册会计师针对整个总体得出结论提供合理基础

1.总体：是指注册会计师从中选取样本，并期望据此得出结论的整个数据集合。



2.抽样单元：则是指构成总体的个体项目。

（二）三个特征

1.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2.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并非机会均等）；

3.可以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推断出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强调】三个特征不同时满足不能称之为审计抽样。

【多选题·2017】下列各项中，属于审计抽样基本特征的有

（ ）。

A.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B.可以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推断出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C.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D.可以基于某一特征从总体中选出特定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答案：ABC
解析：审计抽样应当同时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1）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2）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3）可以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推断出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四）样本的代表性

注册会计师从样本总体中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时，注册会计师才能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推断出有关总

体的结论。样本具有代表性并不意味着，据样本测试结果推断的错报一定与总体中的错报完全相同，如果样

本的选取是无偏向的，则该样本通常就具有了代表性。

1.代表性与样本整体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相关；

2.代表性与样本规模无关，而与如何选取样本相关；

3.代表性通常只与错报的发生率而非错报的特定性质相关。

【单选题·2020】下列有关审计抽样的样本代表性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样本代表性与如何选取样本无关

B.样本代表性与整个样本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相关

C.样本代表性与样本规模无关

D.样本代表性通常与错报的发生率相关

答案：A
解析：代表性与整个样本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相关（选项 B 正确），与样本规模无关（选项 C 正确），而

与如何选取样本相关（选项 A 错误）。此外，代表性通常只与错报的发生率而非错报的特定性质相关（选项

D 正确），比如，异常情况导致的样本错报就不具有代表性。

（三）审计抽样的适用性

审计过程 适用性

1.风险评估程序 ×

2.进一步审计程序 （1）控制测试 √



（2）细节测试 √

（3）实质性分析程序 ×

1.风险评估程序

（1）通常不涉及使用审计抽样。

（2）如果注册会计师在了解控制的设计和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同时计划和实施控制测试，则可能涉及审计抽

样，但此时的审计抽样仅适用于控制测试。不是针对风险评估程序。

2.控制测试

（1）当控制的运行留下轨迹时，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使用审计抽样实施控制测试。

（2）对于未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实施测试时，注册会计师通常实施询问、观察等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控制

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此时不宜使用审计抽样。

（3）在被审计单位采用信息技术处理各类交易及其他信息时，注册会计师通常只需要测试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并从各类交易中选取一笔或几笔交易进行测试，就能获取有关信息技术应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此

时不需使用审计抽样。

3.细节测试

（1）在实施细节测试时，注册会计师可以使用审计抽样的方法获取审计证据。

（2）如果注册会计师将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的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为可接受的低水平，也可不实施细节测试，

此时不需使用审计抽样。

4.实质性分析程序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时，注册会计师的目的不是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推断有关总体的结论，此时不宜使

用审计抽样。

【强调】审计抽样可以与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结合进行，在审计应收账款时，注册会计师可以使用选取

特定项目的方法，将应收账款中的单个重大项目挑选出来单独测试，再针对剩余的应收账款余额进行抽样。

【多选题·2018】下列审计程序中，通常不宜使用审计抽样的有（ ）。

A.风险评估的程序

B.实质性分析程序

C.对未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实施测试

D.对信息技术应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实施测试

答案：ABCD
解析：

审计过程 适用性

1.风险评估程序 ×

2.进一步审计程序

（1）控制测试 √

（2）细节测试 √

（3）实质性分析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