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界和 实 务界对 于 注 册 会计 师 是 否 有责

任、有能力发现 财务舞弊存在 着极 大争

议，但从风险 防 范的 角度看，转 变传统 理

念，增强 注册会计师查错纠弊的意识 ，无

疑是最佳选择。

为 了 明 确 区 分会 计责 任 和 审计责

任 ，防 止投 资者索赔 之 手伸向 自 己的“深

口 袋”，注 册会计 师在执业过程 中应 注意

以 下几点：

（1）在审计计划和审计实施阶段，始终

保持职 业怀疑。由于舞弊行为的隐蔽性 ，

注册会计师必 须 时刻 意识到产 生舞弊性

重大错报的 可能性 ，对所获取的审计证

据的有效性 保持怀疑 态度， 并进行认 真

的评估 ， 不能凭借过去有关高管人员诚

信的经验证 据 而降低职 业怀疑 度 ， 因 为

环 境的 变化可能 产 生新的舞弊风 险 因

子。
（2）重视环境因素对审计风险的影响，

并做 出适当的反应。注册会计师应在审

计过程 中不断加 深对各种环 境 因素的 了

解（特别是管理 当 局的品 行），有针 对性 地

对风险 因子进行调整， 并相应地 实施 必

要的审计程序以 将检 查风险 降低到一个

可以 接受的低 水平。

（3）在审计过程中加 强同各方的交流。
当 注册会计 师在审计过程 中注意到防 止

和检 查舞弊行 为的内控在设 计或实施 中

存在漏洞时， 应及 时告知 管理 层和公 司

治理 负责人。由 于管理层舞弊的存在，注

册会计师还应特别加 强同公 司治理 负责

人之间就 相关舞弊问题进行交流 ， 比 如

管理 层的诚信 度， 管理层 对于内控缺 陷

或舞弊行为的 态度， 管理 层的 某些 “可

疑”行为等。

（4）正 确区分性 质上的 重要性 和数 字

上的 重要性。“重要性”因其相对模糊的

界定而 受到舞弊者的 青眯，往往成为舞

弊者搪塞注册会计 师质询的挡箭牌。因

此 ， 注册会计师 应从多方 面 考虑 “重要

性” 问题，不能 简单地以 绝对数 额 来衡

量。特别是涉及舞弊或违法行 为时，绝不

能轻 易被金额 上的“不 重要”所麻 痹 ，因

为 此 时往往 意味 着管理 当局存在诚信问

题 ， 对整体审计风险 有着极其重 大的 影

响 ，具 有性质上的“重要性”。

（5）重视从舞弊产 生的根 源入手查找

舞弊。按 照舞弊三 角理论的观点，一项舞

弊行为 通常是如 下舞弊风险 因子“合力”

所产生的结 果：策划舞弊的 动机或压 力

（incentive/pressure）、进行舞弊的机会（op-

portunity）、使舞弊合理化 的 态度和借 口

（attitude/rationalization）。由于管理 当局在

公 司 中的 有利地位 ， 其往 往 可以 很巧妙

地掩饰其舞弊行 为 ， 加 大了 注册会计师

查错纠弊的 难度，而 引入舞弊三角理论 ，

有助 于注 册会计师从根源上判断舞弊存

在的 可能性。因 为 这三个舞弊风险 因子

的 出现 往往就是企业存在舞弊行为的重

要预 警信号， 注册会 计师在其审计过程

中应特别予以 关 注。
（作者单位：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厦门大学会计系） 责任编辑  孙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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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重新拟订的《企业财务通则》完成定稿工作

6月初，财政部企业司在重庆召开了企业财务制度改革工

作会议 ，与会代表主要有福建、湖北、宁夏等8省区财政部门 长

期从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同志以 及厦门 大学、天津财院的

学者、专家。经过热烈的交流、讨论，财政部企业司重新拟订的

《企业财务通则》已经完成定稿工作。
现行的《企业财务通则》（以 下简称《通则》）是1993年7月1

日实施的，目前已经严重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 实，不能满

足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财政部重新拟订《通则》的 工 作始 于

2003年9月份，经过广泛的调研、论证，起草的初稿已经过10余

次重大的修改完善。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财政部企业司 注意

把握以 下几 个原则：一是继承现行企业财务制度有效的成分 ，

从体制、机制、制度上，围 绕财务管理要素对权、责、利关 系进

行规范；二是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推动企业内部法人治

理结构的完善，针对企业内部投资者和经营者不同的利益诉

求予以 规 范；三是注意与《公 司法》、《会计法》、《预 算法》、《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务例》等法律、法规的衔接；四 是立足 于

构建新型的企业财务管理法规体 系，为今后制定下发有关 配

套制度留下空间。
这次定稿的《通则》共由10章、73条组成，包括：第一章总

则、第二章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第三章资金筹集管理、第四 章

资产营运管理 、第五章成本、费用管理、第六章收益分配管理、

第七章企业重组清算管理、第八章财务信息管理、第九章财务

监督、第十章附则。从 结构和内容看，《通则》既 不翻版现行的

《通则》及分行业财务制度，也不重复税收管理制度和企业会

计制度的内容，而是主要围绕与企业设立、经营、分配、重组过

程伴生的财务活动，从政府宏观财务、投资者财务、经营者财

务三 个层次，设计资本权属清晰、财务关 系明确、符合法人治

理结构要求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构建激励规范、约束有效的

企业财务机制，对我国境内依法设 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财

务行为进行 系统地规 范，它将有效地解决我国长期以 来形成

的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职责不分、角 色错位的问题，同时对财

政部门在新形势下管理企业财务的任务、方式、途径进行调

整，以 此 实现企业财务制度体系的创新。因此，《通则》将为企

业在经济活动中涉及的财务行 为提供基础性 制度规 范， 解决

我国经济立法滞后所带来的财务活动无章可循、无 法可依问

题，为企业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内部职 工以 及有关监管部

门等管理、监督、评价企业财务行为提供客观的依据和标准。

这次定稿的《通则》，在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和完善社 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就如何改革企业财务制度体系、实

现财务功能转轨；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取消公益金和职工福利

费、建立职 工 奖励基金、允许职 工要素分配；拓展企业财务领

域、建立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和财务预警机制、明确企业重组财

务管理规 范；建立企业财务监督体 系、明确企业及其经营者、

投资者不同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具有许多“亮点”，有着重大的

现 实意义。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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