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会计师

审计

备考预习班

一、审计考情

（四）如何学好审计

1.心理建设：

（1）审计有难度（一开始不理解很正常，反复反复再反复永远是学习的最好方法）！

（2）我们都是正常人：很多知识点不可能学一遍就会！有时候需要反复，有时候需要放一放（下一遍可能就

会了）。

2.学习态度

审计需要用严谨的态度学习，但不要去过度纠结（纠结体质的学生要改）。

3.CPA考试不是为了去为难人，而是去选择一个从专业、心态两个方面都符合要求的人采进入到注册会计师行

业。

5.加油，你们都可以！

二、审计底层逻辑

（一）注册会计师制度的起源

市场经济是信息经济。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财务报表使用人需要根据财务报表作出各种经济

决策。

注册会计师制度存在和发展归结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

（二）审计过程

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以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作为工作主线。

1.接受业务委托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执业准则的规定，谨慎决策是否接受或保持某客户关系和具体审计业务。

2.计划审计工作

计划审计工作十分重要。如果没有恰当的审计计划，不仅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影响审计目标的

实现，而且还会浪费有限的审计资源，影响审计工作的效率

3.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审计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必须实施风险评估程序，以此作为评估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

基础。风险评估程序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报风险（无论该错报是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而实施的审计程序。

4.应对重大错报风险

注册会计师在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后，应当运用职业判断，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确

定总体应对措施，并针对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

受的低水平。

5.编制审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在完成进一步审计程序后，还应当按照有关审计准则的规定做好审计完成阶段的工作，并根据所

获取的审计证据，合理运用职业判断，形成适当的审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