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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注册会计师《审计》第一章高频考点

第一章

2020《审计》高频考点：审计的保证程度、要素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审计》高频考点：审计的保证程度、要素。

【内容导航】

1.审计的保证程度

2.审计要素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通常是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查。

【高频考点】审计的保证程度、要素

1.审计的保证程度

合理保证与有限保证

合理保证（财务报表审计） 有限保证（财务报表审阅）

目标

在可接受的低审计风险下，以积极方式对

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提供高水平

的保证

在可接受的审阅风险下，以消极方式对财

务报表整体发表审阅意见，提供有意义水

平的保证。该保证水平低于审计业务的保

证水平

证据收集程序

检查记录或文件、检查有形资产、观察、

询问、函证、重新计算、重新执行、分析

程序

询问、分析程序

所需证据数量 较多 较少

检查风险 较低 较高

财务报表的可信性 较高 较低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审计的保证程度、要素 ★★★★

考点二 认定与具体审计目标 ★★★★

考点三 审计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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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结论的方式 积极方式 消极方式

2.审计要素

（1）三方关系人

审计业务的三方关系人：

注册会计师、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责任方）、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

（2）财务报表

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审计对象的载体是财务报表。

（3）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在财务报表审计中，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即是标准。

（4）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出审计结论和形成审计意见而使用的必要信息。

审计证据既包括支持和佐证管理层认定的信息，也包括与这些认定相矛盾的信息。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证据数量）和适当性（证据质量）相互关联。

（5）审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应当针对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符合适当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发表

能够提供合理保证程度的意见。

2020《审计》高频考点：认定与具体审计目标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审计》高频考点：认定与具体审计目标。

【内容导航】

1.与所审计期间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的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

2.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

3.与列报和披露相关的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通常会与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综合题目结合在一起考查。

【高频考点】审计目标

（一）关于所审计期间各类交易、事项及相关披露相关的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

认定 审计目标

发生：记录或披露的交易和事项已发生，且这些交易

和事项与被审计单位有关

确认已记录的交易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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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所有应当记录的交易和事项均已记录，所有

应当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均已包括

确认已发生的交易确实已经记录，所有应当包括在财务

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均已包括

准确性：与交易和事项有关的金额及其他数据已恰当

记录，相关披露已得到恰当计量和描述

确认已记录的交易是按正确金额反映的，相关披露已得

到恰当计量和描述

截止：交易和事项已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 确认接近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交易记录于恰当的期间

分类：交易和事项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确认被审计单位记录的交易经过适当分类

列报：交易和事项已被恰当地汇总或分解且表述清楚，

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下是相关的、可

理解的

确认被审计单位的交易和事项已被恰当地汇总或分解

且表述清楚，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下是

相关的、可理解的

准确性与发生、完整性之间存在区别。

例如，若已记录的销售交易是不应当记录的（如发出的商品是寄销商品），则即使发票金额是准确计算的，

仍违反了发生目标。

再如，若已入账的销售交易是对正确发出商品的记录，但金额计算错误，则违反了准确性目标，但没有违

反发生目标。在完整性与准确性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

（二）关于期末账户余额及相关披露相关的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

认定 审计目标

存在：记录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存在的 确认记录的金额确实存在

权利和义务：记录的资产由被审计单位拥有或控制，

记录的负债是被审计单位应当履行的偿还义务

确认资产归属于被审计单位，负债属于被审计单位的义

务

完整性：所有应当记录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均

已记录，所有应当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均已

包括

确认已存在的金额均已记录，所有应当包括在财务报表

中的相关披露均已包括

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以恰

当的金额包括在财务报表中，与之相关的计价或分摊

调整已恰当记录，相关披露已得到恰当计量和描述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以恰当的金额包括在财务报表

中，与之相关的计价或分摊调整已恰当记录，相关披露

已得到恰当计量和描述

分类：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列报：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被恰当地汇总或分

解且表述清楚，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下是相关的、可理解的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被恰当地汇总或分解且表述

清楚，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下是相关

的、可理解的

2020《审计》高频考点：审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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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审计》高频考点：审计风险。

【内容导航】

1.重大错报风险

2.检查风险

3.检查风险与重大错报风险的反向关系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通常会与重要性、审计证据等知识点结合在一起考查。

【高频考点】审计风险

第一，审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注册会计师只要审计财务报表，就存在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第二，审计业务是一种保证程度高的鉴证业务，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过程就是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

平的过程，以使注册会计师能够合理保证所审计财务报表不含有重大错报。

（一）重大错报风险

1.两个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与财务报表整体存在广泛联系，可能影响多项认定。此类风险通常与控制环境

有关。

注册会计师同时考虑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考虑的结果直接有助于注册会

计师确定认定层次上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2.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二）检查风险

检查风险取决于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检查风险不可能降低为零。

（三）检查风险与重大错报风险的反向关系

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的相互关系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加以考查：

（1）从定量的角度看，检查风险与重大错报风险的反向关系用数学模型表示如下：

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认定层次）×检查风险

（2）从定性的角度看，审计风险（可接受）既定的情况下，重大错报风险越高，注册会计师可接受的检查

风险水平越低，反之亦然。换言之，当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时，注册会计师必须扩大审计范围，尽量将检查风险

降低，以便将整个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提示】审计风险模型中的审计风险是指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这一风险水平在制定审计计划时就应确

定。

查看更多注会考试政策，请进入中华会计网校注册会计师考试栏目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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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获得更多注会备考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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