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审计计划 
 

初步业务活动→审计计划（总体审计策略↔具体审计计划） 

 

【知识点 1】初步业务活动 

1.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和内容 u、m、u&m 

主要目的（结果） 内容（行为） 

（1）具备执行业务所需的独立性和能力。 

（2）不存在因管理层诚信问题而可能影响注册会

计师保持该项业务的意愿的事项。 

（3）与被审计单位之间不存在对业务约定条款的

误解。 

（1）评价遵守相关职业道德要求的情况。 

（2）针对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审计业务实施相应的质

量控制程序。 

（3）就审计业务约定条款与被审计单位达成一致意见。 

 

2.审计的前提条件 

（1）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采用可接受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2）管理层和治理层（如适用）已认可并理解其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3.管理层责任 

（1）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如适用）。 

（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3）向注册会计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允许注册会计师接触与编制财务报表相关的所有信息（如记

录、文件和其他事项），向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所需要的其他信息，允许注册会计师在获取审计证据时不受

限制地接触其认为必要的内部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知识点 2】总体审计策略&具体审计计划 

分类 内容 

总体审计策略 

（1）审计范围 

（2）报告目标、时间安排及所需沟通的性质 

（3）审计方向；确定重要性水平 

（4）审计资源 

具体审计计划 

（1）风险评估程序 

（2）进一步审计程序 

（3）其他审计程序 

 

【强调】计划审计工作并非审计业务的一个孤立阶段，而是一个持续的、不断修正的过程，贯穿于整个审计

业务的始终。 

 

【知识点 3】重要性 

1.概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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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

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2）对重要性的判断是根据具体环境作出的，并受错报的金额或性质的影响，或受两者共同作用的影响。 



（3）判断某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是否重大，是在考虑财务报表使用者整体共同的财务信息需求的基础上作

出的。 

 

2.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满足绝大多数预期使用者） 

（1）等式：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基准×百分比 

 

（2）选择基准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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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确定百分比的考虑因素（1%、10%...）： 

除了考虑被审计单位是否为上市公司或公众利益实体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对百分比的选择，这

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①财务报表使用者的范围； 

②被审计单位是否由集团内部关联方提供融资或是否有大额对外融资（债券或银行贷款）； 

③财务报表使用者是否对基准数据特别敏感（如具有特殊目的财务报表的使用者） 

 

3.特定类别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的重要性水平（满足傲娇的预期使用者） 

本重要性特征：可有可无、一个或多个、金额低于整体。举例： 

（1）法律法规或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是否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特定项目（如关联方交易、管理层和治

理层的薪酬及对具有较高估计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会计估计的敏感性分析）计量或披露的预期。 

（2）与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相关的关键性披露（如制药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成本）。 

（3）财务报表使用者是否特别关注财务报表中单独披露的业务的特定方面（新收购的业务）。 

 

4.实际执行的重要性（一般超过就查但同时考虑汇总的、低估的、舞弊的项目风险） 

（1）等式：实际执行的重要性＝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50%～75%） 

（2）确定（50%～75%）的考虑因素 1＋3 

 

50%（严格） 

（1）首次接受委托的审计项目 

（2）连续审计项目，以前年度审计调整较多 

（3）项目总体风险较高，例如处于高风险行业、管理层能力欠缺、面临较大市场竞

争压力或业绩压力等 

（4）存在或预期存在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75%（宽松） 

（1）连续审计项目，以前年度审计调整较少 

（2）项目总体风险为低到中等，例如处于非高风险行业、管理层有足够能力、面临

较低的市场竞争压力和业绩压力等 

（3）以前期间的审计经验表明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5.明显微小错报的临界值（一个或多个、可能为 0） 

（1）等式：明显微小错报的临界值＝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3%～5%通常不超过 10%） 

 



（2）确定（3%～5%）的考虑因素： 

①以前年度审计中识别出的错报（包括已更正和未更正错报）的数量和金额。 

②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③被审计单位治理层和管理层对注册会计师与其沟通错报的期望。 

④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指标是否勉强达到监管机构的要求或投资者的期望。 

 

6.审计过程中修改重要性 

导致需要修改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和特定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的重要性水平（如适用）的原因： 

（1）审计过程中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如决定处置被审计单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获取新信息。 

（3）通过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经营所了解的情况发生变化。 

 

【知识点 4】错报 

1.含义：是指某一财务报表项目的金额、分类或列报，与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应当列示的金额、分类

或列报之间存在的差异；或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为使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实现公允反映，需要对金

额、分类或列报作出的必要调整。 

 

2.分类： 

①事实错报 
事实错报是毋庸置疑的错报。这类错报产生于被审计单位收集和处理数据的错误，对事实的

忽略或误解，或故意舞弊行为。 

②判断错报 
由于注册会计师认为管理层对财务报表中的确认、计量和列报（包括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或运

用）作出不合理或不恰当的判断而导致的差异。 

③推断错报 
推断错报是指通过测试样本估计出的总体的错报减去在测试中发现的已经识别的具体错报

（和审计抽样有关） 

 

【知识点 5】错报的更正问题 

 
 

1.注册会计师可能将低于某一金额的错报界定为明显微小的错报，对这类错报不需要累计，因为注册会计师认

为这些错报的汇总数明显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需要确保不累计的错报连同累积的未更正错报不会汇总成为重大错报。 

3.除非法律法规禁止，注册会计师应当及时将审计过程中累计的所有错报与适当层级的管理层进行沟通，注册

会计师还应当要求管理层更正这些错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