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审计评估的单位

产品名称 新乡审计评估的单位

公司名称 财路通会计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疑难专办:快速出证
工商变更:一对一服务
快速注销:异常移出

公司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牧野路向阳路风华大厦1幢4
12号

联系电话 15660832337 15660832337

产品详情

风险评估

1、风险评估的作用

1）确定重要性水平，并随着审计工作，并随着审计工作展开判断重要性是否仍然适当。

2）确定在实施分析程序时所使用的预期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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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考虑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恰当。

5）识别需要特别考虑的领域，如关联方、持续经营假设等。

6）评价所获取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2、风险评估程序和信息来源+其他审计程序和信息来源

1）风险评估程序

①询问：管理层、内部人员;②分析程序（不适合了解内控和控制测试）;③观察;④检查。

注意：询问外部顾问、专业人员就成为了其他审计程序，而非风险评估程序。

2）其他审计程序和信息来源



①其他审计程序：从被审计单位外部获取，如询问外部法律顾问等；②其他信息来源：如给被审计单位
提供其他服务时获取的经验。

3、项目组内部讨论

讨论目的：了解各负责领域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了解各自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如何
影响审计其他方面，包括对进一步程序的影响。

讨论内容：被审计单位面临的经营风险；容易发生错报的领域及发生错报的方式；由于舞弊导致重大错
报的可能性。

参与人员：关键成员参与，拥有特殊技能的专家也可根据需要参与讨论。

讨论时间：审计过程中持续交换有关财报重大错报可能性的信息，是一种专业的工作要求，必须做。

4、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1）行业状况、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及其他外部因素；

2）被审计单位的性质：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财务报告
；

3）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4）被审计单位的目标、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

5）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6）内部控制。

二、了解内部控制

1、内控含义：被审计单位为了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以及对法律法规的遵守，
由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人员设计和执行的政策和程序。

2、内部控制的三目标：财务报告—可靠性；经营的效率和效果—有效性；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合规性
。

3、内部控制要素

1）控制环境；2)风险评估；3)控制活动——认定层（重点）；4)信息系统与沟通；5)对控制的监督。

4、了解内控的范围

只是了解内控三目标中与财报审计相关的内控，并非全部内控，与审计无关的控制无需考虑。



5、了解内部控制的深度

1）了解内部控制的方法：

①询问；②观察与检查；③穿行测试。

2）了解内控≠控制测试

①了解内控只强调设计合理否，若合理，是否执行了；②控制测试强调运行的有效性。

注意：除非存在某些可以使控制得到一贯执行的自动化控制，否则CPA对控制的了解并不足以测试控制
运行的有效性。

6、内控的人工和自动化成分

1）人工控制的特别风险

①更容易被规避、忽视、凌驾；②不具有一贯性；③更容易产生简单的错误或失误。

2）人工优势（适合人工控制）

①大额、异常、偶发交易；②难以界定、预测的错误；③针对变化需要人工干预时；④监督自动化控制
有效性。

3）不适合人工

①大量重复交易；②可预计错误并能通过自动化控制防止、发现并纠正。

7、内控的局限性

1）在决策时人为判断可能出现错误和因人为失误而导致内部控制失效；

2）控制可能由于两个或更多的人员串通或管理层不当地凌驾于内控之上而被规避；

3）内部行驶控制职能的人员素质不适应岗位要求影响内控功能的正常发挥；

4）被审计单位实施内部控制的成本效益问题也会影响其效能；

5）内控一般针对经常和重复出现的，如果出现不经常发生或未预计到的业务，原有控制就可能不适用。

8、整体层面和业务层面了解内控

1）整体层面了解内控

①整体层面了解内控的重点：舞弊；连续审计；关注整体层内控变化的情况；②整体层面了解内控的人
员：对被审计单位情况比较了解且有较有经验的成员负责；③整体层内控与控制环境关系：报表层重大
错报风险很可能源于薄弱的控制环境。



2）业务层面了解内控：程序如下：

①确定重要交易流程及类别；②了解重要流程；③确定可能错报的环节；④识别和了解相关内控；⑤穿
行测试，已证实对交易流程和相关内控的了解；⑥初步评价和风险评估

9、了解内控并评估结果：

1）设计合理，并得到执行（需控制测试）；

2）设计合理，但没得到执行（无需控制测试）；

3）设计本身不合理（无需控制测试）。

三、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1、评估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1）评估两个层次的的重大错报风险；

2）控制环境对评估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

3）控制对评估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

4）考虑财务报表的可审性。

2、需要特别考虑的重大错报风险

1）舞弊；

2）经济环境、会计处理方法等重大变化；

3）交易复杂；

4）重大关联方交易；

5）会计计量主管程度；

6）超过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交易。

3、仅通过实质性程序无法应对的重大错报风险：更多的依赖控制测试程序。

如果认为仅通过实质性程序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时，CPA应当考虑依赖相关控制的有效性，
并对其进行了解、评估和测试。

4、对风险评估的修正



如果通过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与初始评估获取的审计证据相矛盾，应当修正风险评估结
果，并相应修改原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评估重大错报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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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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