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审计”科目的整体情况

审计是一门理论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专业， 但由于该学科在我国形成时间不长，
大多数考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审计理论教育， 亦较少接触审计实务， 而审计试题主要

是测试考生对审计理论与实务的掌握和运用， 这是导致审计科目通过率不高的一个主

要原因。
审计科目考查得十分灵活， 因为理论仅为实务操作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指导， 在实

际运用过程中， 很多地方要用到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 这也致使大多数考生在考试

时机械答题， 难以取得满意的分数。 实际上， 各知识点在教材或审计准则中都有介绍，
只是在命题时采用实务化的描述或融会贯通地将各知识点综合考查， 就增加了考试的

难度。 因此考生在学习时应注意掌握学习要领， 体会其精髓， 全面掌握， 经过适当的

训练， 通过考试是没有问题的！

二、考试介绍

（一）时间节点

审计考试时间， 如图 ０－１ 所示。

图 ０－１　 审计考试时间

（二）考查形式

从近几年审计试卷的题型及题量来看， 题型分为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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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综合题， 题量及分值， 见表 ０－１。

表 ０－１　 各题型的题量及分值

题型 题量 分值

单项选择题 ２０ 题 １ 分 ／ 题 共 ２０ 分

多项选择题 １５ 题 ２ 分 ／ 题 共 ３０ 分

简答题 ６ 题 ５×５ 分 ／ 题＋１×６ 分 ／ 题 共 ３１ 分

综合题 １ 题 １９ 分 ／ 题 共 １９ 分

合计： １００ 分， 及格线： ６０ 分

客观题有覆盖面广、 考查细致、 命题灵活的特点， 部分题目需要一定分析才可以

准确得出正确答案。 客观题对第 １ ～ ４ 章、 第 ７ 章、 第 １５ 章、 第 １７ 章和第 ２０ 章的相关

内容考查相对较多。 在备考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知识点的细节表述， 重点关注“应当”
“除非” “除……之外” “和” “或”这类词汇， 考试中经常在这些词汇上设置考点， 掌握

住这些细节表述， 才有利于客观题的得分。
主观题部分重点突出， 重者恒重， 且与审计实务结合紧密， 题目非常灵活， 教材

中可能并无明确答案。 涉及的考点主要有函证、 存货审计、 货币资金审计、 集团审计、
特殊项目审计、 审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 质量管理、 职业道德（独立性）等。 尤其是

职业道德（独立性）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质量管理， 是每年的必考考点。 综合题与会

计、 财务知识有一定的联系， 题目有一定的模式， 主要是对审计基本原理的运用进行

考查。 以下章节为主观题的常考章节， 需要重点关注： 第 ９ ～ １２ 章、 第 １６ ～ ２３ 章。 在

复习备考过程中， 需要注重培养审计思维， 学会合理地运用职业判断， 多做题， 注重

梳理解题的思路和套路。

（三）命题规律

从近几年的考题来看， 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

１ 注重实务操作和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能力

审计考试强调审计理论结合实务操作， 要求考生对理论和实务做到融会贯通， 这

主要体现在简答题及综合题上。 特别是综合题， 涉及多个知识点， 并且各个知识点关

联起来可谓构成了基本完整的审计流程。 通过这类题目的考查， 可以了解考生在掌握

每一个知识点的同时， 是否还具有综合分析问题和综合运用程序的能力。
２ 体现准则和法规的变化， 关注考试方向和重点

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依据， 它规范了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应做什么， 应

该怎么做， 这符合注重考查实务操作的要求。 教材的变动往往与准则的变动相关， 而

变动的内容通常是考试的重点。 另外， 有些内容是每年必考的， 如风险导向审计理念，
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４ 年均以综合题的形式来重点考查； 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 应收账款

的函证、 存货的监盘、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事务所质量管理、 职业道德等知识点基本

成了每年必考的内容。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