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审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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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点 1】审计证据的 3 个缺一不可 

1.审计证据由会计信息和其他的信息组成（缺一不可） 

2.另外两个缺一不可 

 

 

3.辨析： 

（1）注册会计师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的数量受审计证据质量的影响，审计证据质量越高，需要的审计证据数

量可能越少。（质量影响数量） 

（2）如果审计证据的质量存在缺陷，那么注册会计师仅靠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可能无法弥补其质量上的缺陷。

（数量一般不影响质量） 

 

【知识点 2】审计程序 

1.7 大审计程序：检查、观察、询问、函证、重新计算、重新执行、分析程序 

 

2.审计程序应用总结： 

阶段 程序使用 

（1）风险评估程序（不包括内控） 询问、观察、检查、分析程序 

（2）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 询问、观察、检查、穿行测试 

（3）控制测试 
询问、检查、观察、重新执行（仅在控制测试中使

用） 

（4）实质性程序 
细节测试：询问、检查、观察、重新计算、函证 

实质性分析程序：分析程序 

 

【知识点 3】函证基础知识 

决策→内容→设计→实施→特殊情况 

1. 函证的决策： 

应当考虑的因

素 

（1）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2）函证程序针对的认定 

（3）实施除函证以外的其他审计程序 

可以考虑的因

素 

（1）被询证者对函证事项的了解（可以考虑） 

（2）预期被询证者回复询证函的能力或意愿（可以考虑） 

（3）预期被询证者的客观性（可以考虑） 

 



2.函证的内容 

对象 要求 豁免条件 

银行存款、借款及

与金融机构往来

的其他重要信息

的函证 

应当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

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

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

函证程序 

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银行存款、借款及与金融机

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

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很低。 

应收账款 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①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

重要 

②或函证很可能无效。 

 

【强调 1】这里所说的对象考虑的都是单个银行账户或者是单个客户的应收账款。 

【强调 2】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如果

不对应收账款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 

 

3.询证函的设计 

（1）积极的函证方式 
注册会计师应当要求被询证者在所有情况下必

须回函 

列明拟函证信息 

不列明拟函证信息 

（2）消极的函证方式 只要求被询证者仅在不同意询证函列示信息的情况下才予以回函。 

 

4.实施（对函证的全过程的控制） 

时期 要求 

函证发

出前的

控制 

（1）询证函中填列的需要被询证者确认的信息是否与被审计单位账簿中的有关记录保持一致。 

（2）考虑选择的被询证者是否适当，包括被询证者对被函证信息是否知情、是否具有客观性、是

否拥有回函的授权等。 

（3）是否已在询证函中正确填列被询证者直接向注册会计师回函的地址。 

（4）是否已将部分或全部被询证者的名称、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有关记录（合同发票等）进行核

对，以确保询证函中的名称、地址等内容的准确性。 

 

时期 要求 

不同方

式发出

时的控

制 

邮寄 
选择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的邮寄服务机构，并亲自寄发询证函。同时，在询证函中明确要

求被询证者将回函寄至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寄至被审计单位。 

跟函 

（1）如果被询证者同意注册会计师独自前往被询证者执行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可以

独自前往； 

（2）如果注册会计师跟函时需有被审计单位员工陪伴，注册会计师需要在整个过程中

保持对询证函的控制，同时，对被审计单位和被询证者之间串通舞弊的风险保持警觉。 

电子方

式 

如果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电子方式发送询证函，在发函前可以基于对特定询证方式所存

在风险的评估，考虑相应的控制措施，如实施程序以检查被审计单位提供联系方式的真

实性。 

 



【知识点 4】函证遇到的特殊情况 

1.管理层要求不实施函证时的处理（考虑该项要求是否合理） 

（1）考虑事项： 

①管理层是否诚信； 

②是否可能存在重大的舞弊或错误； 

③替代审计程序能否提供与这些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结论 

合理 
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与这些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相关的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不合理 
且被其阻挠而无法实施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视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并考虑对审计报告可

能产生的影响。 

 

2.积极式函证未收到回函时的处理要求 

（1）思路：没有收到积极式询证函回函→考虑必要时再次发函→未回，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2）取得回函是必要程序 

①在某些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可能识别出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且取得积极式询证函回函是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的必要程序。 

 

②这些情况可能包括： 

a.可获取的佐证管理层认定的信息只能从被审计单位外部获得； 

b.存在特定舞弊风险因素，例如，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员工和（或）管理层串通使注册会计师不能信

赖从被审计单位获取的审计证据。 

【强调】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未回函对审计工作和审计意见的影响。 

 

【知识点 5】分析程序 

1.概念：分析程序是指注册会计师通过分析不同财务数据之间以及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对

财务信息作出评价。分析程序还包括在必要时对识别出的、与其他相关信息不一致或与预期值差异重大的波

动或关系进行调查。 

 

2. 实质性分析程序的步骤 

（1）找到关系 
实质性分析程序通常更适用于在一段时期内存在预期关系的大量交

易。 

（2）确定预期值 
注册会计师对已记录的金额或比率作出预期时，需要采用内部或外部

的数据。 

（3）可接受的差异额 可接受的差异额不宜超过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4）比较 财务报表金额和预期值进行比较，如大于可接受差异额，继续调查 

 

3. 归纳辨析： 

阶段 要求 目的 针对数据 分析程度 要点 

风险评估

程序 
应当 

评估财务报表重大

错报风险 
未审 粗糙 了解内控不使用 



实质 

性程序 
可以 识别错报 未审 细致 

可接受的差异额低于实际执

行的重要性 

总体 

复核 
应当 

确定财务报表整体

是否与其对被审计

单位的了解一致 

准已审 粗糙 往往集中在财务报表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