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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会计师执业风险与防范  
 作者：林金全  

    注册会计师审计随着商业合伙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形成。在现代社会
中，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整个社会经济监督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注
册会计师审计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发展和完善，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中因为各种具体因素而存
在的执业风险给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也影响了注册会计师在经济生
活中职能和作用的发挥。 
    一、注册会计师执业风险的成因 
    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风险即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及漏报，注册会
计师审计后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审计风险具有客观性、潜隐性、定向性
等特征。形成审计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外部和内部因素两个方
面。 
    （一）外部因素。 
    １．法律、法规不完善。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变化和发展，各种新情况和新问
题不断出现，而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不能同步发展和配套进行，造成在审计过程中遇
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无法处理。某些部门单位的上级机关和主管业务部门从自身
利益出发，以文件和会议记录或领导讲话等形式向下级下达一些规定，其中有许多与
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 
    ２．企业舞弊手法的变幻和有意识舞弊的现象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被审
单位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舞弊现象也日趋增多，舞弊手法也越来越隐蔽。这在
客观上也增加了审计的风险。 
    ３．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和审计内容的广泛性。审计对象的复杂性表现为，随着市
场的扩大，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它既包括外部的经济关系，也包括内部的经济关
系。譬如内部的奖金分配关系、利益分配关系、核算关系、调拨关系等。审计内容的
广泛性表现为，审计人员要对被审单位的财务状况发表意见，不仅要审查其经营活动
结果，还要审查其经营活动的过程。不仅要审查内部经营状况，还要审查与其经营活
动相关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仅要审查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还要审
查经营活动的合理性和效益性。审查对象越复杂，审计内容越广泛，搜集审计证据的
难度越大，审计风险也越大。 
    ４．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系统某个环节或部位失控，使得差错和舞弊
的可能性加大，使审计人员难以发现经济活动中存在差错和舞弊，从而形成审计风
险。 
    （二）内部因素。 
    １．审计人员自身素质的影响。审计人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业务
素质等，这是影响审计风险的一个既定因素。一般来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审计人员，
应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判断能力，才能从现代经济条件下
各种复杂的审计情况中收集到适当数量并符合要求的审计证据，作出正确的审计结
论，从而降低审计风险。 
    ２．独立性不足。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任务时，不仅要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还
要有实质的独立性，在审计过程中能够独立地处理审计业务，作出审计结论。独立性
是影响审计风险的关键性因素。 
    ３．审计取证难，处理难。首先，审计过程中，违纪事项取证难。按照审计法的
规定，审计人员有权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如实向审计人员出具和提供材料。
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得不到积极的配合，甚至遭到拒绝。这就使审计人员很难得
到充分和完整的审计证据。其次，处理难也是造成审计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 
    ４．审计程序和工作方法应用不当。由于审计对象不同，其具体情况也不同，如
果对审计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不进行深入了解，不进行分析预测，若再加上审计方法方
式不当，难免出现问题。有的审计人员工作时说话不注意，态度不好，造成与被审单
位工作不协调，得不到对方有效的配合，给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增加了难度。这些不



利因素可能造成审计时间过长，另一方面错误和舞弊难以查清，导致审计质量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出具的审计意见和决定，可能与事实有着较大的偏差，形成审计风险。 
    ５．审计成本的影响。审计成本表现为审计过程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在
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存在一定的反比例关系。审计查证工作
越细，审计风险越小，但审计成本越大。如果控制审计成本，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限
制审计时间，限制了审计工作量。由此也容易形成审计风险。 
    二、注册会计师执业风险的防范 
    （一）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注册会计师的认识。 
    注册会计师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社会监督机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
国的注册会计师事业目前还不成熟，还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对他们的执业要求应该
高标准，但不能过分苛求。应在实际工作中大力宣传注册会计师的职能和在经济生活
中的作用。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反对唯利是图。 
    （二）加强事务所的内部考核。 
    事务所不能一味强调创收，要从执业质量、能力、工作效率、成绩等方面进行综
合考核。正确认识质量与效益、发展的关系。强化内部质量控制机制，推行全面质量
管理。设立多层复核制度、内部质量控制机制和内部牵制手续，把握审计的事前、事
中、事后三个环节。加强业务档案管理，保留完整的审计轨迹。加速事务所的体制改
革，努力改善执业环境。充分保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在业务质量控制方面，要有一套详尽的规范程序，设立严密的内部控制。做到底
稿完善，记录详尽，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进行审计工作时还应与被审计单位签定合
理、有效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取得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声明书，以便降低审计风
险。 
    （三）建立和完善审计风险基金和审计风险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已建立了风险基金制度，但由于事务所规模不一，业务量
大小不同，所以风险基金的积累是不同的，一旦发生法律诉讼引起的经济赔偿，往往
无法承担相应的赔偿额，因此需要建立社会执业责任保险体系——审计风险保险制
度。目前审计风险保险制度尚在萌芽阶段，仅在个别城市试行，在国内保险体系中还
未形成一个成熟的险种。应加快审计风险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这不仅是承担审计风
险的需要，而且也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需要。 
 作者单位：福建闽才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李  海）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