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货币资金的重大错报风险

一、货币资金业务交易、账户余额和列报的认定层次重大的错报风险可能包括：

1.被审计单位存在虚假的货币资金余额或交易，因而导致银行存款余额的存在或交易的发生存在重大错报风

险。

2.被审计单位存在大额的外币交易和余额，可能存在外币交易或余额未被准确记录的风险。

3.银行存款的期末收支存在大额的截止性错误（截止）。

4.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未能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货币资金作出恰当披露的风险。

二、在实施货币资金审计的过程中，注册会计师需要保持警觉的事项

1.被审计单位的现金交易比例较高，并与其所在的行业常用的结算模式不同；

2.库存现金规模明显超过业务周转所需资金；

3.银行账户开立数量与企业实际业务规模不匹配，或存在多个零余额账户且长期不注销；

4.在没有经营业务的地区开立银行账户，或将高额资金存放于其经营和注册地之外的异地；

5.被审计单位资金存放于管理层或员工个人账户，或通过个人账户进行被审计单位交易的资金结算；

6.货币资金收支金额与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不匹配，或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匹配；

7.不能提供银行对账单或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或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没有银行印章、交易对方名称或摘要；

8.存在长期或大量银行未达账项；

9.银行存款明细账存在非正常转账。例如，短期内相同金额的一收一付或相同金额的分次转入转出等大额异

常交易；

10.存在期末余额为负数的银行账户；

11.受限货币资金占比较高；

12.存款收益金额与存款的规模明显不匹配；

13.针对同一交易对方，在报告期内存在现金和其他结算方式并存的情形；

14.违反货币资金存放和使用规定，如上市公司将募集资金违规用于质押、未经批准开立账户转移募集资金、

未经许可将募集资金转作其他用途等；

15.存在大额外币收付记录，而被审计单位并不涉足进出口业务；

16.被审计单位以各种理由不配合注册会计师实施银行函证、不配合注册会计师至人民银行或基本开户行打印

《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

17.与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银行（或财务公司）签订集团现金管理账户协议或类似协议。

除上述与货币资金项目直接相关的事项或情形外，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其他财务报表项目时，还可能关注到其

他一些也需保持警觉的事项或情形。例如:
1.存在没有真实业务支持或与交易不相匹配的大额资金或汇票往来；

2.存在长期挂账的大额预付款项等；

3.存在大量货币资金的情况下仍高额或高息举债；

4.付款方全称与销售客户名称不一致、收款方全称与供应商名称不一致；

5.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没有银行承兑协议支持；

6.银行承兑票据保证金余额与应付票据相应余额比例不合理；

7.存在频繁的票据贴现；

8.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频繁进行股权质押（冻结）且累计被质押（冻结）的股权占其持有被审计单位

总股本的比例较高；



9.存在大量货币资金的情况下，频繁发生债务违约，或者无法按期支付股利或偿付债务本息；

10.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公司申报期内持续现金分红；

11.工程付款进度或结算周期异常等。

第三节 货币资金的控制测试

一、库存现金的控制测试

可能发生

错报的环节

内部控制设计 控制测试程序

现金付款的审批、复

核

（1）部门经理审批本部门的付款申请，审

核付款业务是否真实发生、付款金额是否

准确，以及后附票据是否齐备，并在复核

无误后签字认可

（1）询问相关业务部门的部门经理和

财务经理其在日常现金付款业务中执

行的内部控制，以确定其是否与被审计

单位内部控制政策要求保持一致

可能发生错报的环

节
内部控制设计 控制测试程序

现金付款的审批、

复核

（2）财务部门在安排付款前，财

务经理再次复核经审批的付款申

请及后附相关凭据或证明，如核

对一致，进行签字认可并安排付

款

（2）观察财务经理复核付款申请的过程，是否核对

了付款申请的用途、金额及后附相关凭据，以及在

核对无误后是否进行了签字确认。

（3）重新核对经审批及复核的付款申请及其相关凭

据，并检查是否经签字确认

第四节 货币资金的实质性程序

一、库存现金的实质性程序

（一）核对库存现金日记账与总账的金额是否相符，检查非记账本位币库存现金的折算汇率及折算金额是否

正确。注册会计师测试现金余额的起点是，核对库存现金日记账与总账的金额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应查

明原因，必要时应建议作出适当调整。

（二）监盘库存现金

注册会计师可能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判断，无需对现金盘点实施控制测试，仅实施实质性程序。

【前言】企业盘点库存现金，通常包括对已收到但未存入银行的现金、零用钱、找换金等的盘点。

1.监盘的要点

项目 要求

监盘时间 最好是上午上班前或下午下班时，突击性检查

监盘范围 各部门经管的所有现金



监盘人员 注册会计师、出纳员、会计主管

2.监盘的步骤和方法：

（1）查看被审计单位制定的盘点计划，以确定监盘时间。

（2）查阅库存现金日记账并同时与现金收付凭证相核对：一方面检查库存现金日记账的记录与凭证的内容和

金额是否相符；另一方面了解凭证日期与库存现金日记账日期是否相符或接近。

（3）检查被审计单位现金实存数，并将该监盘金额与库存现金日记账余额进行核对，如有差异，应要求被审

计单位查明原因，必要时应提请被审计单位作出调整；如无法查明原因，应要求被审计单位按管理权限批准

后作出调整。

举例：若有冲抵库存现金的借条、未提现支票、未作报销的原始凭证，应在“库存现金监盘表”中注明，必

要时应提请被审计单位作出调整。

（4）在非资产负债表日进行监盘时，应将监盘金额调整至资产负债表日的金额，并对变动情况实施程序。

（三）抽查大额库存现金收支

检查原始凭证是否齐全，原始凭证内容是否完整，有无授权批准。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是否相符，账务处理

是否正确，是否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等项目内容。

（四）检查库存现金是否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根据有关规定，库存现金在资产负债表的“货币资金”项目中反映，注册会计师应在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后，

确定“库存现金”账户的期末余额是否恰当，进而确定库存现金是否在资产负债表中恰当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