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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结合内审工作实践，谈谈业务类审计工作底稿在编制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引起同行们的关注，提高审计工

作底稿的编制质量，达到准则要求的水平，使审计工作底稿起到考核审计小组成员工作业绩的作用。 

  1、对账簿的数字进行统计处理，简单地罗列、抄写。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审计组一到被审计单位，就埋头查看并抄

写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账簿，做些简单的验算，出一张Excel表，形成一张审计工作底稿。如对销售收入的审定，只是把被

审计单位的销售账简单地统计罗列出来，没有按照审计程序进行相关的符合性测试，即没有对被审计单位销售内部控制

的满意程度以及是否可以信赖进行审查；没有进行实质性测试，即对销售收入的余额或发生额是否可以确认进行审查；

没有进行截止性测试，检查有无跨期收入；没有对抽查部分收入进行测试，以检查有无异常现象。由于这样的审计工作

底稿既没有审计过程记录，也没有专业判断，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正确的做法应是：在审计工作底稿中，必须有审计

说明和审计结论，来记录审计人员的工作轨迹及专业判断。销售收入可以确认或销售收入存在多少不实，要有完整的审

计工作底稿来支撑。这样才能做到让被审单位口服心服，水到渠成地得出审计结论。 

  2、缺乏对审计程序的记录，没有问题的项目不做记录。在审计工作中，经常只把查出的问题做记录，形成相应的工

作底稿，而对没有什么问题的则不做记录。如一审计人员对一家控股公司应付账款项目进行审计，实施了样本函证，函

证结果没有发现差错，他就没有编写相应的底稿，结果项目负责人看不出应付账款这一审计事项是否按审计方案全部实

施了，也无法考核审计小组人员的工作。为克服这种错误做法，必须严格按照必要的审计程序实施审计业务，不但要做

好审计查出问题的记录，也要做好审计过程记录，全面反映审计人员实施审计检查的范围和方法，包括查看了哪些账

目、资料和文件，做了哪些取证工作，找哪些人了解过情况等等。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查出问题，只要是实施过的程

序，必须记录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这里也要注意，在记录审计过程及其结论时，既要保证工作记录把实施的审计程序记

录下来，又要按照重要性的原则，作出专业判断，简明扼要地记录重要事项，不要把审计工作底稿记成流水账。如面对

一家几乎没什么借款、财务费用的单位和一家借款、财务费用很大的单位，就借款项目的审计所出的审计工作底稿就有

很大的不同。前者可以做些简单的复核验算工作，不一定要做多张工作底稿，而后者则要按程序做出详尽的工作底稿。 

  3、底稿之间缺乏交叉索引、互相印证。审计工作底稿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控制的勾稽关系，这些关系应通过交

叉索引或备注说明予以反映。实际工作中，编制的工作底稿往往都是孤立的、没有注意相互引用。如对某公司存货的审

定，只是孤立地做出了实物盘点表的底稿和存货计价测试的底稿，而没注意把这些底稿通过索引号联系起来，最终形成

完整的存货审定底稿。 

  4、底稿所附资料不充分，事后补充填制。由于当时所做记录简单，所附原始资料不充分，没有认真追根溯源，造成

不必要的重复补充工作。如在一次仓库租赁费的审定中，审计组已检查了有关的租赁合同和付款情况，此项租赁费已在

工作底稿中确认，但是，此合同是以前原合同的补充，而底稿中没有附原合同，只得事后又询问被审计单位，补充必要

的证据，不但造成工作被动，也给审计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5、底稿中审计结论所依据的法规笼统。对查处问题所依据的法规，往往只是笼统地指出违反什么法规，而未能指出

违反第几款第几条，这样就缺乏准确性和说服力。 

  总之，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的过程，实际就是重新核实、查证的过程，是审计人员对审计事项查证以后，对获取的审计

证据的分析和判断，是对审计证据的说明。在编制过程中能解决以上问题，就能使审计工作底稿达到准则的要求，起到

联系审计证据与审计结论的桥梁作用。（作者：河南许昌卷烟总厂  

刘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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