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一、存货的审计目标

（一）存货审计，尤其是对年末存货余额的测试，通常是审计中最复杂也最费时的部分导致存货审计复杂的

主要原因包括：

（1）存货通常是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主要项目，而且通常是构成营运资本的最大项目。

（2）存货存放于不同的地点，这使得对它的实物控制和盘点都很困难。企业必须将存货置放于便于产品生产

和销售的地方，但是这种分散也带来了审计的困难。

（3）存货项目的多样性也给审计带来了困难。例如，化学制品、宝石、电子元件以及其他的高科技产品。

（4）存货本身的状况以及存货成本的分配也使得存货的估价存在困难、

（5）不同企业采用的存货计价方法存在多样性

（二）存货审计涉及数量和单价两个方面。

针对存货数量的实质性程序主要是存货监盘此外，还包括对第三方保管的存货实施函证等程序，对在途存货

检查相关凭证和期后入库记录等。针对存货单价的实质性程序包括对购买和生产成本的审计程序和对存货可

变现净值的审计程序。其中，原材料成本的计量较为简单，通常通过对采购成本的审计进行测试；在产品和

产成品的成本较为复杂，包括测试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的归集和分摊。

（三）存货的审计目标一般包括实施审计程序以证实：

1.账面存货余额对应的实物是否真实存在（“存在”认定）；

2.属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是否均已入账（“完整性”认定）；

3.存货是否属于被审计单位（“权利和义务”认定）；

4.存货单位成本的计量是否准确（“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5.存货的账面价值是否可以实现（“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二、存货的一般审计程序

获取年末存货余额明细表，并执行以下工作：

1.复核单项存货金额的计算（单位成本×数量）和明细表的加总计算是否准确。

2.将本年末存货余额与上年末存货余额进行比较，总体分析变动原因。

二、存货监盘

（一）存货监盘的目的

注册会计师监盘存货的目的在于获取有关存货存在和状况的审计证据

（二）存货监盘的作用

1.如果存货对财务报表是重要的，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下列审计程序，对存货的存在和状况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1）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监盘（除非不可行）；



（2）对期末存货记录实施审计程序，以确定其是否准确反映实际的存货盘点结果。

2.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监盘时，应当实施的审计程序

（1）评价管理层用以记录和控制存货盘点结果的指令和程序；

（2）观察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3）检查存货；

（4）执行抽盘。

【提示 1】存货监盘的相关程序可以用作控制测试或者实质性程序。注册会计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审计

方案和实施的特定程序作出判断。

【提示 2】尽管实施存货监盘，获取有关期末存货数量和状况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但这并不能取代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定期盘点存货，合理确定存货的数量和状况的责任。

【提示 3】注册会计师监盘存货的目的在于获取有关存货数量和状况的审计证据。

因此，存货监盘针对的主要是存货的存在认定，对存货的完整性认定及其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也能提供

部分审计证据。此外，注册会计师还可能在存货监盘中获取有关存货所有权的部分审计证据。

（三）存货监盘计划

1.制定存货监盘计划的基本要求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被审计单位存货的特点、盘存制度和存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情况，在评价被审计单位

管理层制定的存货盘点程序的基础上，编制存货监盘计划，对存货监盘作出合理安排。

2.制定存货监盘计划应考虑的相关事项

（1）与存货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存货的数量和种类、成本归集的难易程度、陈旧过时的速度或易损坏程度、遭受失窃的难易程度。

技术进步可能导致某些产品过时，从而导致存货价值更容易发生高估。以下类别的存货就可能增加审计的复

杂性与风险：

例：具有漫长制造过程的存货。

（2）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的性质

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涉及被审计单位供、产、销各个环节，包括采购、验收、仓储、领用、加工、装运出

库等方面。

（3）对存货盘点是否制定了适当的程序，并下达了正确的指令。

盘点的时间安排；存货盘点范围和场所的确定；盘点人员的分工及胜任能力；盘点前的会议及任务布置；存

货的整理和拌列，对毁损、陈阳、过时、残次及所有权不属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的区分；存货的计量工具和

计量方法；在产品完工程度的确定方法；存放在外单位的存货的盘点安排；存货收发截止的控制；盘点期间

存货移动的控制；盘点表单的设计、使用与控制；盘点结果的汇总以及盘盈或盘亏的分析、调查与处理。

如果认为被审计单位的存货盘点程序存在缺陷，注册会计师应当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

【提示】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被审计单位的存货盘点程序存在缺陷，注册会计师应当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

（4）存货盘点的时间安排

如果存货盘点在财务报表日以外的其他日期进行，注册会计师除实施存货监盘相关审计程序外，还应当实施

其他审计程序，以获取审计证据，确定存货盘点日与财务报表日之间的存货变动是否已得到恰当的记录。



（5）被审计单位是否一贯采用的存货盘存制度

种类 概念 要求

实地盘

存制

平时根据有关会计凭证，只登记财产物资的增加数，不登记减少数，月

末或一定时期可根据期末盘点资料，弄清各种财物的实有数额，倒算出

本期减少数额，即：以存计耗，以存计销

注册会计师要参加此种

盘点

永续盘

存制

平时对企业单位各项财产物资分别设立明细账，根据会计凭证连续记载

其增减变化并随时结出余额的一种管理制度

注册会计师应在年度中

一次或多次参加盘点

（6）存货的存放地点，以确定适当的监盘地点

①如果被审计单位的存货存放在多个地点，注册会计师可以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一份完整的存货存放地点清

单（期末库存量为零的仓库、租赁的仓库，以及第三方代被审计单位保管存货的仓库等），并考虑其完整性。

②如果识别出由于舞弊导致的影响存货数量的重大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在检查被审计单位存货记录的基础

上，可能决定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特定存放地点的存货实施监盘，或在同一天对所有存放地点的存货实

施监盘；变更监盘地点（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7）是否需要专家协助

3.存货监盘计划的主要内容

事项 内容

（1）存货监盘目

标、范围及时间安

排

①存货监盘的主要目标包括获取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表日有关存货存在和状况以及有关

管理层存货盘点程序可靠性的审计证据，检查存货的数量是否真实完整，是否归属被审计

单位，存货有无毁损、陈旧、过时、残次和短缺等状况；

②存货监盘范围的大小取决于存货的内容、性质以及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的完善程度和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③包括实地察看盘点现场的时间、观察存货盘点的时间和对已盘点存货实施检查的时间

等，应当与被审计单位实施存货盘点的时间相协调。

（2）存货监盘的

要点及关注事项

CPA 需要重点关注：盘点期间存货的移动、存货的状况、存货的截止确认、存货的各个存

放地点及金额等。

（3）参加存货监

盘人员的分工

应当根据被审计单位盘点人员分工、分组情况、存货监盘工作量的大小和人员素质情况，

确定存货监盘的人员组成及其职责和分工，并加强督导。

（4）抽盘存货的

范围

在实施观察程序后，如果认为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设计良好且得到有效实施，存货盘点组

织良好，可以相应缩小实施抽盘程序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