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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导向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从社会因素分析，审计自产生至今，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即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努力，但始终也无法完全地满足社会

需求，由此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审计应起的作用的理解与审计人员行为结果及注册会计师执业界对审计业绩的看法之间存

在差异，即审计期望差距(expectation gap)。这使审计人员常常“卷入不愉快的责任诉讼纠纷之中”(G.J．Benston)。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破产企业的增多，一方面，社会对审计需求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

需要依靠、利用审计工作成果，以正确作出各种决策和判断；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审计作用的期望也不断提高，既要

求审计人员尽快出具报告，以保证会计信息的时效，又要求审计人员对舞弊和违法行为负有更多的责任。同时，会计报

表使用者追究注册会计师审计责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注册会计师只注重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

评审，不注意分析被审计单位的政策面、环境面、市场面和经营管理面，不注意识别和评估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就可能

承接不应接受的审计委托，掉人“审计陷阱”，也可能错误确定重点审计领域，不利于审计质量；也可能使审计风险失

控，使审计得不偿失，于是，风险导向审计在弥补日益扩大的审计期望差距的社会因素中应运而生。 

从经济因素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审计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致使会计师事务所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会计师事务

所为了能在审计市场中生存和发展，需要维持期望的边际收益，其途径有二：一是增加审计收费；二是降低审计成本。

显然，在一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审计收费是困难的，于是，现代审计基于成本效益的推动，“一个使得审计人员

计划并有效成功执行的审计概念”( 斯迪威(Manin C．Stilwell)和艾利奥特(Robert K．Elliott)描述风险导向审计模

型)、“一个用于评价有关财务报表假设的证据是否充分的理论工具”产生和发展起来。 

从美国审计准则制定和发展分析，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审计准则说明第47号“审计风险和重要性”中首先把风险导向

审计确定为在审计计划和评价审计结果时应运用的一个方法。之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ACP)成立的科恩(Cohen)委

员会调查社会公众期望时发现，社会公众要求审计人员应对舞弊行为以及关于被审计单位管理人员欺诈和违法行为的报

告，负有更大的责任，而且这一要求在 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强烈，针对这一情况，美匡注册会计师协会1988年4月

公布了第53号“审计师检查和报告错误和舞弊的责任”准则(SAS NO．53)，要求注册会计师设计的审计工作应能为查出

报表的重大错误和舞弊提供合理的保证。适用 1995年美国《私人有价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中规定“注册会计师应承担识

别和揭露某些舞弊行为的责任”的要求，]997年2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第83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关注”准

则(SAS NO．83)，以进一步缩小与公众的期望的差距。在安然等会计舞弊事项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及公众强烈要求审计

行业作出自我检讨，切实改进对舞弊进行审计的效果，于是，2002年10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第99号“财务报表审

计中对舞弊的关注”准则(SAS NO．99)，该准则全面替代了83号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在一些高风险的审计领域，如收

入确认、存货数量、会计估计等实行“有错推定”假设，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如果没有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该

交易事项或科目余额是真实的，则应当推定其存在问题，不能草率地认可会计报表。该准则也强调审计人员在审计每个

项目时都要保持高度的职业怀疑精神，不能推测管理层是诚实可信的，首先要考虑是否有舞弊的嫌疑。由于该准则针对

切实提高审计舞弊的效果，作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进，致使风险导向审计的思想全面贯穿于审计准则之中。 

二、现实的审计风险推动独立审计准则的发展 

在我国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导致审计风险的不同因素，对独立审计准则的运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一)技术因素 

1．被审计单位经营业务活动的日趋复杂对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经营活动日趋复杂和多样化，同时，高新科技的产业化、各

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运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使得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会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日益复

杂，这不仅提高了审计的难度，而且对传统意义上的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要求独立审计准则强

调注册会计师在制定审计计划、评价内部控制制度和收集审计证据、编制审计报告时，必须具备各方面素质：服务责任

心、正直、客观和能力。 

2．注册会计师运用独立审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对准则的推广和运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注册会计师运用独立审计准则中存在以下问题：(1)缺乏对独立审计准则实质的理解和执行，一味地生搬硬套独立审计准

则中死的条款，机械地“走程序——收集证据”了事。(2)执行程序时，注册会计师不能主动地控制审计程序的实施，要

么被外界条件或被审计单位牵着鼻子走，要么只是机械地执行程序，不进行专业判断。(3)对于一些重要事项、异常事项

不关注，不执行公认的审计程序，不追加针对性的审计程序。(4)独立审计准则不被司法和相关职能部门所认同。这些问

题无疑都增大了审计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应当重视独立审计准则的运用研究，不断从审计实务中了解独

立审计准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以技术提示或专业辅导的形式，使注册会计师真正掌握和运用独立审计准则。 

(二)社会因素 

1．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缺陷要求独立审计准则必须与质量控制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配套运用。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缺陷主要源自3个方面：(1)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最早都是挂靠于某一行政单位，虽然自1999年

以来，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脱钩改制工作，但现实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些改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唯恐失去挂靠单

位而减少客户源，与从前的挂靠单位仍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挂靠单位也利用此种关系将其视为创收的渠道；一些会计

师事务所在开拓业务时，利用利益关系与某些权力机构建立新的关联，逐步形成或巩固某一部门或地区的“势力范

围”，这种审计市场的人为分割，严重侵蚀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2)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出现了

委托者出钱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自己会计报表的现象，经营者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由他们聘请注册会计师审

计，并决定注册会计师的续聘、收费等事项。这种委托人与被审计人合二为一的状况打乱了审计关系三方有序的平衡关

系，使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关系中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破坏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3)由于目前市场经济的诚信机

制尚未建立完善，尤其是缺乏政府监管者的诚信机制，出现了监管者本身利用行政权力划分注册会计师执业范围以及向

注册会计师提出超出其职责的要求等现象，使得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行政权力的侵蚀。 

2．注册会计师自律监管的弱化要求独立审计准则运用必须有相关法规制度的支持 

虽然注册会计师行业强凋自律监管，但由于注册会计师协会始终在“半官半民”的狭缝中实施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规

制度支持，自律监管效率不高，致使一些注册会计师在对比审计质量屈从于审计需求所带来的收益和因审计质量受到惩

罚的成本后，抱着侥幸的心理选择了审计质量屈从于审计需求以利于开拓业务的道路。因此，独立审计准则的运用必须

具备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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