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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审计实务》

前言

　　验与审计实践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的写作力求深入浅出，使学生在完成本课程
的学习之后，能够了解风险导向审计的全貌，并能将之运用于实践。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1·
紧扣培养目标。本书顺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趋势和会计改革的发展情况，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业
人才为目标，依照“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注重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原则，强化审
计理论知识的应用性、针对性和技能的可操作性，从而体现了新时期审计职业教育的特点。　　2·
突出实践技能。本书各章知识要点的陈述以够用为度，力求语言精练，增加实务操作内容，加强实践
性教学环节。　　3·形式新颖，结构合理。本书以“精简理论，突出实务’’为宗旨，按照新的审
计准则及相关的审计准则指南编写。本书在体例设计上以风险导向审计为主线，以审计循环的测试为
重点，全面介绍了审计基础理论和实用审计实务的相关内容。　　本书由吴智勇（辽宁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于新颖（辽宁金融职业技术学院）担任主编，并由吴智勇负责全书的总纂及定稿；由邢永梅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韩新晨（山西省吕梁市会计学校）、史振宇（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担任
副主编；由陈丽（辽宁大学轻型产业学院）担任主审。具体编写分工是：第1章、第7章、第8章、第11
章由吴智勇编写；第2章、第9章、第10章由于新颖编写；第3章、第4章、第5章由韩新晨编写；第5章
、第6章、第7章由邢永梅编写；第8章、第9章、第11章由史振宇编写。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
们拜读了国内外许多位专家和学者的专著和论文，并借鉴了其中部分内容，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
谢意！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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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审计实务》

内容概要

《新编审计实务》是作者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念，结合十多年的审计理论与实务的教学与实践编写的
。《新编审计实务》以《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为基准，以风险导向审计为主线，以审计循环的
测试为重点，全面阐述了审计基本的实务操作方法。《新编审计实务》最大的特点是突出审计实务，
尽可能贴近审计的工作实际。 
《新编审计实务》既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有关专业教学用书，也适用于成人高等审计、财会专业或其
他专业教学之用，还可作为审计、会计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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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关系　　3.3.4　对计划审计工作的记录　练习题第4章  审计重要性与风险评估程序  4.1　审计重要
性　　4.1.1　审计重要性的含义　　4.1.2　计划审计工作时对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4.1.3　审计执行
时对重要性水平的调整　　4.1.4  出具审计意见时对审计重要性的评估  4.2　审计风险　　4.2.1　审计
风险模型　　4.2.2  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的关系　　4.2.3　检查风险与重大错报风险的反向关系　
　4.2.4　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4.2.5　重大错报风险的应对　⋯⋯第5章　进一步审计程序
第6章　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第7章　采购与付款循环审计第8章　存货与仓储循环审计第9章　筹资与
投资循环审计第10章　货币资金审计报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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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审计实务》

章节摘录

　　从20世纪初开始，全球经济发展重心逐步由欧洲转向美国，因此，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得到了
迅速发展，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在全球的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出现
了一些民间会计组织，例如纽约的会计学会。该学会在1882年刚成立时称为会计师和簿记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ndBookkeepers），为会计人员提供继续教育等服务。当时英国巨额资本开始流
入美国，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英国的注册会计师远涉重洋
到美国开展审计业务；同时美国本身也很快形成了自己的注册会计师队伍。1887年，美国公共会计师
协会（Th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成立，1916年该协会改组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注册会计师职业团体。注册会计师审计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同层面
。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初期，由于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更加广泛的渗透，企业同银行利益关系更
加紧密，银行逐渐把企业资产负债表作为了解企业信用的主要依据，于是美国产生了帮助贷款人及其
他债权人了解企业信用的资产负债表审计，即美国式注册会计师审计。审计方法也逐步从单纯的详细
审计过渡到初期的抽样审计。这一时期，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特点是：审计对象由会计账目扩
大到资产负债表；审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资产负债表数据的检查，判断企业信用状况；审计方法从详
细审计初步转向抽样审计；审计报告使用人除企业股东外，扩大到债权人。　　从1929年到1933年，
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批企业倒闭，投资者和债权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这在客观上促使企业利益相关者从只关心企业财务状况转变到更加关心企业盈利水平，产生了对
企业利润表进行审计的客观要求。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的财务报表
必须接受注册会计师审计，向社会公众公布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因此，审计报告使用人也扩
大到整个社会公众。在这一时期，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特点是：审计对象转为以资产负债表和损益
表为中心的全部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资料；审计的主要目的是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以确定财务
报表的真实可靠，查错防弊转为次要目的；审计范围已扩大到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并以控制测试为
基础进行抽样审计；审计报告使用人扩大到股东、债权人、证券交易机构、税务部门、金融机构及潜
在投资者；审计准则开始拟定，审计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过渡；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制度广泛推行
，注册会计师专业素质普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推动本国的
企业向海外拓展，蹭国公司得到空前发展。国际资本的流动带动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跨国界发展，形
成了一批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随着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八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20
世纪80年代末合并为“六大”，之后又合并成为“五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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