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作弊的可能性将会降低。

（2）规范专设机构，发展专业团体。我国对企业会计信

息质量进行评鉴的主体，大致有三类 ：一 是企业内部审计机

构，二是会计师事务所，三是政府部门的专设机构。最能够

代表政府部门专设机构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检查评鉴

的是财政部监督检查局。该局从 1999年开始对企业的会计

信息质量进行抽查，每次抽查的企业在 1 00户 -400户之间，

涉及酿酒、烟草、建筑、外贸、汽车、电信、医药、纺织、民

航、冶金、石油石化、保险等行业，然后不定期发布《 会计信

息质量抽查公告》，截至2006年底已发布 12期。对会计师

事务所来说，又多了一重审计风险。这种非商业化的再审计，

对于提高商业化审计的质量，作用比较大。一向标榜实行自

由经济的英美等国，也是用非营利性的专业团体来对营利性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了的企业进行复审。发展专业团体的

一个重要作用，在于有利于开展对评鉴方法的研究论证和

建立起业内权威的会计信息质量等级评鉴中心。

（作者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责任编辑  刘黎静

CPA理论与实践

基金会年报的

常规审计、延伸审计和核心审计
严少斌

一、基金会财务报告的常规审计

对基金会的审计与对行政事业单位或企业的审计既有

区别也有相通之处。因此对基金会审计首先要像审计行政事

业单位或企业一样，搞好基金会财务报告的基本程序审计

或常规程序审计。
1、要做好充分的审前准备工作。基金会不是企业，也不

是行政事业单位，而是一 种社团组织。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

基金会的财务核算比较简单，就采用审计行政事业单位或企

业的程序和方法去审计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这样难以搞好

基金会的审计，难以规避审计风险。因此，在对基金会审计

之前，必须先搜集基金会的各种信息，研究与基金会有关的

各种法规和政策，制定完备的审计实施方案，并拟定好需要

基金会提供的资料清单。审计前的准备越充分，审计时的效

率就会越高，审计成本也会越低。

2、要吃透基金会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精神。与基金会

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捐赠法》、《 基金

会管理条例》、《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及《民间非营利组织新旧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

处理规定》。做好基金会的审计工作，事先要了解基金会于

1997年—2004年执行《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2005年 1 月 1

日起则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并熟悉基金会执行

两种会计制度之间的会计科目的转换。

3、基金会现场审计时应注意的审计方法。在资产审计

方面，要注意及时盘点现金、审核银行存款（包括外汇存款）

的准确性；在负债审计方面，要注意审核往来科目（如其他

应付款）的真实性；在结余或净资产审计方面，要注意审

核限定性资产与非限定性资产划分的准确性；在收入审计

方面，要注意审核捐赠收入、会费收入等各种收入的收据

是否合法，收据上的金额是否及时足额入帐；在支出审计

方面，要按照重要性原则抽查大额支出的凭证和附件，并

与明细账、总账科目相核对，看有无不合法支出，有无将非

限定性支出记入限定性支出，有无将人员办公支出记入公

益性支出。

二、基金会疑难问题的延伸审计

对基金会审计仅停留在上述常规审计程序是远远不够

的，难以发现重大问题、规避审计风险，因此对有些疑难问

题还有必要进行延伸审计。
1、对基金会系统内（下属单位）支出情况的审核。一般

省市级的公募基金会均有县区级的下属单位，省市基金会对

县区基金会有经费拨款。笔者在对某基金会审计时发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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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下拨资金，经县区基金会转拨给乡镇（街道），最后发

放到受益人，但受益人收款签字（盖章）的原始依据并没有

反馈到市基金会作为记账凭证的附件。经逐级向下核对后发

现，有少数受益人的实际收款情况与基金会账上反映的金额

并不一致。这种“以拨代支”的情况既不便于日常财务监督，

也不便于定期的财务审计。因此，对省市级基金会的审计很

有必要对下属单位的收支情况进行逐级深入核实。为了既节

约审计时间和成本，又对受益人、基金会、社会和政府负责，

可以按重要性原则采用抽查程序对基金会进行延伸审计。

2、对基金会系统外单位关联事项的审核。基金会的收

支既涉及系统内，也涉及系统外，其收支是否真实，是否存

在舞弊，仅在基金会内部是难以查清的。如外单位或个人向

基金会捐款捐物是否全部及时入账的问题，只从基金会内

部的收据存根上审核会有局限性。再如基金会向同一系统的

另一单位租用办公室支付的租金是否存在舞弊行为，也是在

基金会内部难以查实的。因为基金会凭证上记载的审批程

序到位、租赁合同齐全、法律依据充足，而事实上，基金会

付给同系统另一单位大额房租后，很有可能得到对方返回的

一 部分现金，并直接发给员工作为福利补贴。对此类疑问，

只有设法从外单位了解，才有可能核实。

3、对大额支出的交易对方的追踪审计。基金会有的支

出金额非正常偏大，有的支出金额却又非正常偏小，若仅

从凭证和账薄着手不易核实其真实性。例如基金会将组织

受益人外出旅游，除将发生的食宿、交通费报账外，还将旅

游公司收款后开的收据报账，且数额较大 ；又如基金会开

展公益活动的会议费（食宿费）异常偏大（房租支出也偏大）；

再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在账薄上列支每人月

平均不到 2 000元，其数额又明显偏少。如果审计人员保

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就很容易联想到该单位很有可能

在与关联方联手，取得合法的支出凭证从本单位套取现金，

再从账外发给员工作为福利补贴。因此对有作弊嫌疑的大

额支出，只有对交易对方进行延伸审计，才有可能查个水落

石出。

三、基金会重大问题的核心审计

通过对基金会进行上述常规审计和延伸审计，能够发

现、核实一些局部或个别的财务问题，但并不能审计出基金

会的全部或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要从总体或全局上掌控审

计风险，得出与基金会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审计结论，就必须

抓住基金会的重大或核心问题进行审计。
1、要对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比例进行审计。国务院

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 29条规定 ：“公募基金会每年

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 年总收入

的 70%”（其中上一 年总收入包含利息收入、募集资金、接受

捐赠和投资收益，不包含原始基金）。很多基金会往往一方

面账上资金结余较多，另一方面公益事业支出又较少，公益

事业实际支出比例并没有达到 70% ，有的甚至在35% 以下。

因此，中介机构对基金会审计时不能只进行资产、负债、收

入、费用的常规审计，只关注净资产中限定性资产与非限定

性资产的划分问题，还应该对公益事业支出的比例问题进

行专门审计。

2、要对基金会的人员和办公支出比例进行审计。《基金

会管理条例》第29条还规定 ：“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

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 %”，但实际上有的

基金会的人员和办公支出占当年总支出比例偏高，甚至高出

10至30个百分点。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公益事

业支出比例偏低”导致的。因为公益事业支出越大，人员和

办公支出金额就可相应增大；反之，如果公益事业支出越小，

人员和办公支出金额则应越小。按照条例的比例规定，基金

会应在提高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比例的前提下，努

力将人员和办公支出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降低到 10% 以下，

使基金会运作的各项指标达到条例规定的要求。因此，中介

机构在基金会审计中应对此比例进行专门审计，并对基金会

提出建议和要求。

3、要对两个比例的披露情况进行审核。笔者认为，基

金会的财务报告至少应由《资产负债表》、《 业务活动表》和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表》三种报表组成，特别是

第三种报表中对上述两个比例的列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

的基金会并没有编制和披露第三种报表，因此，中介机构在

审计中应关注第三种报表的编制，对两个比例的披露进行重

点审核。在接受审计后，基金会还应将审计报告和监事会意

见在网络等媒体上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的监督。

4、要将两个比例与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密切挂钩。有的

中介机构对基金会出具审计报告时根本没有考虑两个比例

是否达标这一因素。笔者认为，两个比例是衡量基金会运行

状况好坏的核心指标，因此对基金会出具审计报告时必须

考虑两个比例的达标问题。具体地说，只有两个比例均达到

条例规定要求且无其他重大问题，才能对其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若财务核算比较规范，两个比例与规定

比例相差不大，则可出具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而如果财

务核算问题较多且两个比例与规定比例相差很大，就应对其

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必要时，还可对基金会管理当局

出具管理建议书，指出基金会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形成原因

并提出改进措施，以便基金会及时整改完善。

（作者单位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  刘 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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