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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底稿中两个问题的探讨

陈友梅

在日常审计工作中，对细节问题的忽略往往会影响审计

质量，尤其在审计工作底稿中，当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时，如

何对这些异常情况进行处理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结合日常

工作就以下两个小问题进行探讨：

一、 “数小免究” 或 “数小勿究”

（一）对“数小”的分析

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这种提法通常会出现在一 些测算

的底稿，诸如税金测算、成本勾稽核对以及利息测算等底稿

中。怎么来理解“数小免究”呢？审计测算中的差异通常包括

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测试中计算方法与企业日常的账务

处理方法不同，从而引起的数据上的分类汇总或者归集分配

上的计算差异；另一方面是会计处理方法不同，从而导致需

要调整的审计差异。

审计情景 1 ：在销项税测算的审计底稿中，会计人员对

企业的日常销项税计提基数不仅包括了收入，还可能包括一

些视同销售的项目，而审计人员在测试时只完成对收入项目

的测试，因为视同销售的金额很少，因此，底稿中描述的测

算差异金额就允许“数小免究”，这种情况属于前者，即测试

中计算方法适用不同而导致的差异。

审计情景2 ：同样在销项税测算的审计底稿中，会计人

员日常销项税计提基数不包括边角料的销售，审计测试时包

含了边角料的销售，尽管全年企业边角料销售额小，导致其

差异额也属于“数小免究”，但是这种情况属于后者，为需要

调整的审计差异。

（二）对“数小”的处理建议

在实际测试中我们有必要去分析这两种情况，不能简单

地用“数小免究”来汇总归集具体差异。

笔者认为，在出现“数小免究”时，适当向企业询问出现

差异的缘由，并且在底稿中做出适当的记录，并且应当了解

相关的过程，由于数额较小，故所谓的“免究”项目仅限于了

解，而不作进一步的测试。

值得强调的是 ：（ 1）出现需要调整的审计差异，应当比

对科目层次的可容忍误差，做出是否调整的判断 ；（2）对于

一些测试项目的尾数计算差异，直接注明“尾数取整计算差

异”，不要体现为“数小免究”。

二、 “据企业财务人员介绍” 或者 “据相关人员

介绍”

（一）形成分析

审计工作底稿中这种提法常常出现在执行细节测试的

分析性程序中，当出现异常分析波动时，现场审计人员询问

了企业人员，并将其回复的内容作为底稿记录。

这样的记录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 ：审计是对认定

的再认定，审计的主要职责是对被审计单位的认定取证，因

此，如果执行细节测试中分析性程序出现异常波动情况下，

如果将被审计单位的口头认定作为异常的直接依据，那么审

计就可能失去意义。

（二）处理建议

笔者认为，在记录相关询问事项时，除非相关事项在账

面上有直接的依据来支持外（如抽查凭证可以证实），通常

需要在底稿中记录进一步的审计证据。细节测试中分析性

程序直接作为审计证据仅限于分析没有偏差。

值得强调的是 ：（1）底稿中出现询问记录时，还应当判定

该事项是否重大，重大的项目应当取得除口头证据以外的其

他证据来支持；（2）如果进一步追加审计程序不可行，只能采

用被审计单位的口头认定，认定影响较大，建议在详细了解的

基础上，以书面形式取得管理当局对该事项的单独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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