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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diting standards are audit work norms and standards generally recognized in the industry. They are established through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during the auditing proces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udit work and reduce audit risks,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formulate and standardize their own audit standard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ir 
own audit work.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finition of auditing standard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uditing standards, so a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diting standards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n audit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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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计准则对审计实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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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计准则是行业内普遍认同的审计工作规范和标准，它是在审计工作过程中经过不断积累中建立起来的。为了促进审计工作
的高效和规范，减少审计风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根据自身审计工作实际开展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和规范自身的审计准则。
论文基于对审计准则定义的了解，对审计准则的功能和特点进行分析，从而对中国当前的审计准则现状及对审计实务影响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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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促进审计工作的高效性，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同

时促进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对象之间的交流，中国对审计准则

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完善，出台了新审计准则。审计工作的开

展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财务工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只有公

正、准确的财务数据才能真正对决策者的决策提供有效的支

撑。只有财务数据的应用方能准确理解和信任财务数据，才

能使财务数据真正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审计报告的作用是首

先能使财务数据的应用者对于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更加信任，

其次是帮助应用者更好地了解财务数据。因此，审计报告的

内容也要围绕这两方面来进行。新审计准则的出台也是基于

这两方面的需求，因此从审计方来看，出台新审计准则能促

进审计工作效率的提升，提高审计报告的数据量，从而更好

地服务于审计使用方。

2 审计准则的基本理论

2.1 审计准则的概念

审计准则所面对的对象是审计工作者，它是审计人员在

审计工作中需要遵循的要求，不仅对审计主体进行规范，同

时也对审计人员工作水平和人员专业素养的要求。审计准则

的制定方是国家审计专业机构，是行业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

同时也是评估审计工作水平的主要标准。审计准则是在不断

的审计工作经验的积累中建立起来的，并且被行业内的大部

分从业者所认可的行为准则。审计准则不仅能规范审计主体

的行为，同时也可以很好地评估审计工作的水平。从审计准

则形成过程及其不同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审计准则的内涵包

括以下几点：

①审计准则的产生原因是由于审计工作本身的需求以及

外界对审计工作的要求。

②审计准则是在不断的审计工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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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健全程度取决于审计工作的水平。

③审计准则主要的面向对象是审计主体，其中包括审计

组织和审计人员，并不是对被审计方所提出的要求，也不是

对被审计方评估的标准。

④审计准则明确了审计工作的具体标准，是促进和评价

审计工作质量的方式。

⑤审计准则通常是由专业审计权威机构制定并且出台

的，具有行业的专业性。

2.2 审计准则的特征

2.2.1 权威性

对于审计准则而言，权威性所指的是全体审计主体都要

遵循，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在审计人员的实际工作中，要严格

遵照审计准则开展审计工作，对于违反审计准则而进行的审计

不仅没有效力同时相关责任人还会被依法追究责任。审计准则

的权威性，一方面是来自于其制定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另一方

面源自于政府等权威机构对于其有效权益的认可和维护。

2.2.2 规范性

所谓规范性，第一是体现在审计准则是总体审计规范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也是审计规范体系中的细化措施。第二，

审计准则自身包含规范性、系统性以及整体性的特点，从而

才使其成为审计工作的重要依据。规范性所指的是审计准则

的编制内容在语言上要准确，同时还要深入浅出，具有较强

的应用性。系统性指的是审计准则的内部组成部分要连接紧

密，层次清晰。整体性指的是审计准则的内容要统一为一个

整体，相互之间融合贯通。

2.2.3 可接受性

所谓可接受性，指的是审计准则所面对的主要规范对象，

也就是审计组织和审计人员需要能认可审计准则中的内容，只

有这样才能是审计主体自觉遵守审计准则。审计准则中包含审

计工作具体操作的主要步骤、程序以及习惯，是指导审计主体

开展好审计工作的重要说明。如果审计准则没有可接受性，则

意味着不被社会以及审计主体所认可，那么它的存在就失去了

意义。审计准则主要是对审计主体可以怎么做和不可以怎么做，

以及需要履行的职责进行规定。若审计准则是其面对的对象无

法接受，那么早可以认为其制定的内容背离了审计工作的实际

特点，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对实际的审计工作发挥指导作用，也

无法准确的反映审计工作的主要内容 [1]。

2.3 审计准则的作用

2.3.1 规范审计工作的具体操作

审计准则的建立，也就给审计人员的实际工作提供了依

据，知道如何开展审计工作，如怎样编制审计计划，如何制

订审计方案，怎样搜集与评价审计证据，如何编写审计报告，

怎样表示审计意见以及在审计过程中，如何注意自己的操行

职守和引起足够的注意等。有了审计准则，审计人员完全没

有必要去自行摸索或纯粹凭经验检查，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

不必要的失误及重复劳动，而且还保证了审计工作质量和有

利于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审计信息的使用者

增强对审计结论的依赖程度 [2]。

2.3.2 为评价审计工作质量提供了衡量尺度

审计准则，对审计人员的任职条件，建立审计机构的原

则和执行审计业务应遵循的规范作了全面规定，包括对审计

职业道德、专业胜任能力、应执行的程序和应使用的方法都

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只要审计人员遵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去执行义务，审计工作质量就有保证。审计组织的管理部门，

可以通过对审计人员是否遵守审计准则的检查，进而评价审

计工作质量。同时，审计准则对刚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员更具

有指导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素质，也有利于减少他

们工作中的差错。

2.3.3 有利于维护公众和审计人员的正当权益

有了审计准则，社会公众就可多了理解审计是做什么的，

应该怎样做，以及要做到何种程度，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

和应负什么样责任等，这样不仅有利于监督审计组织和审计

人员正确地履行职责，也有利于明白自己应当怎样维护自身

的利益。有了审计准则，当授权人或委托人与审计人发生意

见分歧时，就有了裁决判别的公认标准，这样既有利于维护

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保护审计人员，使他们免受不

当或过分的指责 [3]。

3 审计准则的发展历程

社会审计准则在中国也称为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社会审计准则是用来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独立审计业务，出

具审计报告的专业标准，是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行为的规范，

又为其提供具体执业指导。

当前中国所实施的注册会计师专项法律中在第 21 条中

明确指出了，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活动中必须遵照执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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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并且要出具审计结果。根据其规定的第 35 条，注册会计

师的执业准则是由我国指定的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会计法》

制定而成，并且由财政部审批后进行出台。也就是说审计准

则是由财政部出台，符合会计学章程，并且是《注册会计师法》

有机组成部分。制定中国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事业法制化发

展的需要，是对注册会计师进行严格规范管理，并与国际化

接轨的重要手段。中国所执行的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应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制定，为了保证其科

学性、权威性和实用性，应遵循务实、接轨、配套、科学等

原则。1995 年发布、1996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第一批中国

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共 10 个项目，包括准则序言、基本

准则、七项具体准则和一项务实公告。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中国颁布和修订了 52 项独立审计准则（以下简称“新审计准

则”）。为了确保审计报告中的财务数据量丰富，符合财务

数据使用方用于进行经济决策之称的相关需求，同时保证中

国的审计准则与国际标准相接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就现

行的审计准则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和修订，先后出台了《在审

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等专项的审计准则共 12 项。这

12 项新的审计准则也被称作为新审计准则。

4 新审计准则对审计实务的影响
4.1 审计的重心前移

在新审计准则中主要采用的审计模式是风险导向的审计

模式。也就是说，审计活动的重点从审计数据的测验转为对

财务风险的评估。基于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其主要流程包含

几个步骤，即对风险等级的评估、测试环节等。新审计准则

架构中，审计人员进行审计活动时将审计的重新从传统的事

中判断，提前到事前的风险预估和和分析。这样的主要目的

是帮助审计人员从整体的角度对风险进行预判，从而更好地

保障审计资源的有效利用。

4.2 调整风险评估的重心

在新审计准则中采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其中的重点是

要对重大的错报风险进行评估，这也是审计风险评估的重中

之重。从加强对公司管理层内控的角度出发，重大报错风险

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管理层自身的舞弊行为，这也是在新审

计准则中重点要进行审计的部分。这属于固有风险的评估，

但是这种评估是没有办法直接进行的，也就是说在针对重大

报错风险的评估过程中，需要审计人员采取间接的形式。

4.3 对审计职业判断提出高标准

对于审计准则的重新修订，不单是采用了新型的审计模

式，减少了传统审计模式所带来的弊端。随着新审计准则的

出台，是重大报错风险成为审计的重要内容。首先，对重大

报错风险完成相关的评估工作。此外，新审计准则中所提到

的风险模型，还提要求注册审计人员能有效地将整体层和认

定层的风险加以区别，基于自身的专业能力对不同层面的风

险进行有效控制，是基于相关审计流程的应用确保审计活动

零风险。对于重大报错风险评估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报

表层和认定层。因此，需要专业审计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

和能力。在对重大报错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审计人员不

仅要充分地动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同时还要非常熟悉财务流

程以及经济法规等。

4.4 优化传统审计流程

新审计准则的出台，也是对审计实践活动的全流程进行

优化和梳理。基于风险导向的理论，从规避风险出发，对整

个的审计流程进行三个方面的划分。①要熟悉被审计对象的

外部环境，这一步的程序，实际上就是对风险的评估过程。

②控制测试的部分。在这部分中要对被审计对象的财务运行

情况进行数据测试。③审计程序。主要是通过审计发现给出

审计报告。因此，有效规避生产经营风险是风险导向模式的

主要目的。通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审计方法的应用，促

进审计程序流程的优化，从而有效提升审计活动的效率。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审计准则提出是对传统审计准则的优化和

完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创新性，同时也符合当今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色。新审计准则是基于现代风险导向理

论采用的审计模式，对于审计实践活动有着较强的可操作性

和指导意义。新审计准则的贯彻落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阶

段，其真正的落地，必然会促进中国审计工作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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