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预计总体偏差率

注册会计师在考虑总体特征时，需要根据对相关控制的了解或对总体中少量项目的检查来评估预计偏差率。预计

总体偏差率与样本规模同向变动！在既定的可容忍偏差率下，预计总体偏差率越大，所需的样本规模越大。预计

总体偏差率不应超过可容忍偏差率，如果预计总体偏差率高得无法接受，意味着控制有效性很低，注册会计师通

常决定不实施控制测试，而实施更多的实质性程序。

4.总体规模

对大规模总体而言，总体的实际容量对样本规模几乎没有影响。（通常将抽样单元超过2 000个的总体视为大规

模总体）

5.其他因素

控制运行的相关期间、控制程序的复杂性、人工控制实施or自动化控制。

总结：控制测试中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影响因素 与样本规模的关系

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 反向变动

可容忍偏差率 反向变动

预计总体偏差率 同向变动

总体规模 影响很小

【例-单选题】使用审计抽样实施控制测试时，下列各项中与样本规模同向变动的是（ ）。

A.总体规模

B.可容忍偏差率

C.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

D.预计总体偏差率

答案：D

解析：预计总体偏差率与样本规模同向变动。

【例-单选题】在运用审计抽样实施控制测试时，下列各项因素中，不影响样本规模的是（ ）。

A.控制的类型

B.可容忍偏差率

C.控制运行的相关期间的长短

D.选取样本的方法

答案：D

解析：在控制测试中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如下：



（1）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

（2）可容忍偏差率（选项B）；

（3）预计总体偏差率；

（4）总体规模；

（5）其他因素。

控制运行的相关期间越长（年或季度），需要测试的样本越多（选项C），因为注册会计师需要对整个拟信赖期

间控制的有效性获取证据。控制程序越复杂，测试的样本越多。样本规模还取决于所测试的控制的类型（选项A），

通常对人工控制实施的测试要多过自动化控制，因为人工控制更容易发生错误和偶然的失败，而针对计算机系统

的信息技术一般控制只要有效发挥作用，曾经测试过的自动化控制一般都能保持可靠运行。

（三）选取样本并对其实施审计程序

在对选取的样本项目实施审计程序时可能出现几种情况：

（1）无效单据 ；

（2）未使用或不适用的单据；

（3）对总体的估计出现错误；

1.另选一笔交易替代该项目

（4）在结束之前停止测试 2.重估重大错报风险并考虑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测试

（5）单据丢失 3.无法对选取的项目实施检査，考虑在评价样本时将该样本项目视为控制偏差

【例-单选题】在使用审计抽样实施控制测试时，下列情形中，注册会计师不能另外选取替代样本的是（ ）。

A.单据丢失

B.单据不适用

C.单据无效

D.单据未使用

答案：A

解析：控制测试中，针对所选取的样本实施审计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分析选取的样本是否构成偏差，如果不

构成偏差，注册会计师可以另外选取替代样本进行测试：

（1）无效单据（选项C）；

（2）未使用的单据（选项D）；

（3）不适用的单据（选项B）。

如果注册会计师所选取样本对应的单据丢失，则应当追查单据丢失的原因，不能简单的另外选取替代样本，故选

项A正确。



三、评价样本结果阶段

计算偏差率→考虑抽样风险→考虑偏差的性质和原因→得出总体结论→案例

（一）计算偏差率

将样本中发现的偏差数量除以样本规模，就可以计算出样本偏差率。样本偏差率就是注册会计师对总体偏差率的

最佳估计，因而在控制测试中无须另外推断总体偏差率，但注册会计师还必须考虑抽样风险。

（二）考虑抽样风险

1.使用统计抽样方法

总体偏差率上限＝风险系数（R）/样本量（n）

查表一：控制测试中常用的风险系数

样本中发现偏差的数量
信赖过度风险

5% 10%

0 3.0 2.3

1 4.8 3.9

2 6.3 5.3

3 7.8 6.7

结论：统计抽样

（1）如果总体偏差率上限高于或等于可容忍偏差率，则总体不能接受。这时注册会计师对总体得出结论，样本

结果不支持计划评估的控制有效性，从而不支持计划的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水平。此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修正重大错

报风险评估水平，并增加实质性程序的数量。注册会计师也可以对影响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水平的其他控制进行测

试，以支持计划的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水平。

（2）如果总体偏差率上限低于且不接近可容忍偏差率，则总体可以接受。

（3）如果总体偏差率上限低于但接近可容忍偏差率，注册会计师应当结合其他审计程序的结果，考虑是否接受

总体，并考虑是否需要扩大测试范围，以进一步证实计划评估的控制有效性和重大错报风险水平。

2.使用非统计抽样

在非统计抽样中，样本偏差率等于样本中发现的偏差数量除以样本规模

（1）如果总体偏差率高于可容忍偏差率，则总体不能接受。

（2）如果总体偏差率大大低于可容忍偏差率，注册会计师通常认为总体可以接受。

（3）如果总体偏差率虽然低于可容忍偏差率，但两者很接近，注册会计师通常认为实际的总体偏差率高于可容

忍偏差率的抽样风险很高，因而总体不可接受。

（4）如果总体偏差率与可容忍偏差率之间的差额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以至于不能认定总体是否可以接受时，

注册会计师则要考虑扩大样本规模或实施其他测试，以进一步收集证据。



（三）考虑控制偏差的性质和原因

1.除了关注偏差率和抽样风险之外，注册会计师还应当调查识别出的所有控制偏差的性质和原因，并评价其对审

计程序的目的和审计的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意or无意、误解or粗心大意、经常or偶然、系统or随机、

偏差的特征（地点等）

2.如果注册会计师发现许多偏差具有相同的特征，应将具有该特征的全部项目划分为一层，并对该层中的所有项

目实施审计程序，以发现潜在的系统偏差。

【提示】如果发现拟信赖的控制出现偏差，注册会计师应当进行专门查询以了解这些偏差及潜在后果，并确定：

（1）已实施的控制测试是否为信赖这些控制提供了适当的基础；（2）是否有必要实施追加的控制测试：（3）

是否需要针对重大错报风险实施实质性程序，

3.无论是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对样本结果的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一样重要。

4.一般情况下，如果在样本中发现了控制偏差，注册会计师有两种处理办法：

（1）扩大样本规模，以进一步收集证据。（追加测试样本至少与初始样本量相同）

（2）认为控制没有有效运行，样本结果不支持计划的控制运行有效性和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因而提高重

大错报风险评估水平，增加对相关账户的实质性程序。

（四）得出总体结论

如果样本结果不支持计划的控制有效性和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注册会计师通常有两种选择：

1.进一步测试其他控制（如补偿性控制），以支持计划的控制运行有效性和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

2.提高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水平，并相应修改计划的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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