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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审计工作底稿是审计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

审计工作底稿究竟为何物？笔者根据实际工作经验从以下三

个方面谈谈对审计工作底稿的思考和理解。

一、审计工作底稿是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	审计工作底稿》

第五条规定：审计工作底稿，是指注册会计师对制定的审计

计划、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相关审计证据，以及得出的

审计结论作出的记录。由此可见，审计工作底稿由审计计划、

审计程序、审计证据、审计记录四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制定审计计划是为了实施审计程序，实施审计程序是

为了获取审计证据，获取审计证据是为了得出审计记录。如

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审计计划本身就是实施审计项目必须

履行的审计程序，而且又是关于审计程序的计划，所以审计

计划本质上应属于审计程序的范畴；为得出审计结论作出的

记录是注册会计师履行审计程序后对所获取审计证据的分析

和判断，所以从本质上讲，为得出审计结论作出的审计记录

应属于审计证据的范畴，而且是直接支撑审计意见的证据。

因此，上述四方面可以简单合并理解为两个方面，即审计工作

底稿是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

在日常审计实务中，一些注册会计师对审计程序的履行

和审计证据的获取常存在以下两大误区：

一是形式主义。一些注册会计师往往只注重形式上的程

序履行和证据获取，不对所履行审计程序的必要性及所获取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适当性进行分析和判断，也不对已获取

的审计证据是否能够从总体上将审计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

低水平进行分析和判断，只是一味从形式上满足对审计程序

和审计证据的需要，简化、篡改应履行的审计程序；不讲究

程序与程序、程序与证据及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不对

履行的程序和获取的证据进行分析和评价。凡此种种，不仅

使得应履行的审计程序不能完整、规范，而且使得应获取的

审计证据不充分也不恰当。

二是唯程序论。一些注册会计师受	“将审计程序执行到

位”的传统审计理念的影响，一味强调审计程序，认为实施

审计就是履行审计程序，以完成审计程序作为得出审计结论

及据以发表审计意见的依据，不知道分析、评价完成的审计

程序究竟获取了何种审计证据，不从应该获取哪些审计证据

的角度考虑问题，更不知道评价所获取审计证据对审计结论

的影响（包括多个证据对审计结论综合影响的评价），忘记了

发表审计意见必须建立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基础之

上，忘记了审计证据才是发表审计意见的直接依据。

二、审计工作底稿是职业判断和审计轨迹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	注册会计师的

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二条规定：审计准则

旨在规范和指导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运

用职业判断和保持职业怀疑。需要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

怀疑的重要审计环节主要包括：（一）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

其环境，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二）通过对评估的风险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应对措施，针对是

否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三）依据从获

取的审计证据中得出的结论，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从

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实际上应运用于

整个审计过程，即注册会计师每履行一项审计程序，每获取

一项审计证据，每得出一项审计结论，每发表一项审计意见，

都应建立在职业判断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审计

工作底稿实际上就是记录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的工作底稿。

但是，注册会计师要作出正确的职业判断，必须以全面

理解和严格遵循审计准则为前提，要对履行的每一项审计程

序、获取的每一个审计证据、得出的每一条审计结论进行审

查、分析及评价，并需充分运用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

同时，注册会计师每作出一项判断，都有一个履行程序、获取

证据、作出结论记录（即职业判断）的完整判断过程，这些过

程反映在审计工作底稿中实际上就是一条条审计轨迹的真实

记载，所以，又可以这样认为，审计工作底稿实际上就是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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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的原始记录，而且是记录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来龙去脉

的原始轨迹。

但是，在日常审计实务中，常有一些注册会计师对职业

判断要么不能认真对待，要么因自身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

所限不知道哪些情形需要职业判断，也不知道如何正确作出

职业判断。因此，一些工作底稿常常因职业判断不够准确或

缺失而使得审计轨迹不清晰、不完整、不规范，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对审计计划、审计程序、审计证据及审计结论

的准确性，同时还给注册会计师带来了职业风险。

三、审计工作底稿是诚信档案和责任小说

为什么说审计工作底稿是诚信档案和责任小说？笔者先

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审计工作底稿

不仅是注册会计师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成果，而且还是注册会

计师执业实践过程真实的工作记录，这种记录就像是历史档

案，真实记录了注册会计师执业的全过程，所以，从本质上

讲，审计工作底稿实际上就是一种档案记录。但是，如果说工

作底稿是档案，那应该属于何种性质的档案？第二个问题。从

审计工作底稿中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经营情况和财务状

况的层层了解，从对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的

分析、判断及排除，从一环扣一环审计程序的履行，从一个又

一个审计证据的获取，从对每一个审计结论的作出，从全面

实施审计后最终对会计报表整体作出的审计意见，整个审计

过程实际上贯穿着一个个内容不同、长短不等、有风险分析、

有风险判断及风险排除的故事情节，所以，审计工作底稿又

像是一部精美的小说，但如果认为是小说，那又应该属于什

么性质的小说？	

众所周知，诚信是市场经济赋予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核心

价值，社会需要注册会计师诚信执业，所以，注册会计师必

须承担起为社会提供诚信服务的职业责任，而审计工作底稿

不仅是注册会计师提供诚信服务并履行职业责任最主要、最

重要的载体，也是证明注册会计师能否提供诚信服务并履行

职业责任的原始记录，所以，审计工作底稿不仅寄予了社会

对诚信更多的期望，而且也肩负着注册会计师崇高的职业责

任。基于此，笔者对第一个问题做以下回答：如果说审计工作

底稿是档案，那就应是注册会计师执业留下的最原始的“诚

信档案”，档案不仅记载了注册会计师能否诚信执业的原始

过程，实际上也影响并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每一位注册

会计师诚信档案记载的内容。

由于编制审计工作底稿不仅需要注册会计师具有高度的

职业责任心，而且还需要注册会计师始终坚守独立、客观、

公正的职业原则，所以，在工作底稿的众多故事情节中，不

仅应有注册会计师职业经验和执业技能的展示，而且更应体

现出注册会计师对自身责任和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事实

上，在工作底稿中，每一段审计轨迹就是注册会计师履行职

业责任的轨迹，每一项审计判断又是一次职业责任的考验。

基于此，笔者对第二个问题做以下回答：如果说审计工作底

稿是小说，那就应是一本专题诉说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的“责

任小说”，小说不仅记载了注册会计师能否为职业责任坚持

不懈的真实故事，而且也影响并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对相关审

计业务责任风险的有无和大小。

诚然，事务所要做大做强，不仅要树立诚信执业、责任

至上的职业理念，而且还要树立创名牌产品、做百年老店的

品牌意识，而这些就来自原始的“诚信档案”，来自“责任小

说”。所以，每一位注册会计师务必写好自己原始的“诚信档

案”和“责任小说”，让“诚信档案”真实诚信，让“责任小说”充

满责任，只有这样，你的“诚信档案”才能誉满天下，你的“责

任小说”才能精彩纷呈。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责任编辑		刘黎静

●	简讯
“内部控制：应用	•	评价	•	审计”

暨第五届立信会计学术研讨会召开

为增进会计学术交流，顺应内部控制改革与发展趋势，探讨内部控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由中国会计学
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和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联合主办的“内部控制：应用•评价•审计”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立信会计学术研
讨会不久前在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会计学会、厦门大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会计理论与实务界
的60余位学者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副主任、中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海林，安徽工业大学副校长林钟高，
东北财经大学张先治教授，首都经贸大学马元驹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朱荣恩教授，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肖成民副教授分别作了
主题报告。研讨会针对提交的论文进行了分组交流。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内部控制”这一主题，分别对内部控制应用、评价
与审计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实务探讨。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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