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A理论与实践

从 监管检查

谈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类型

刘志耕  朱穗宁

注册会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是在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

序后作出的专业判断，其正确性是审计意见正确与否的前

提，不仅关系到审计报告的客观、公正，而且关系到会计报

表使用者对报表的正确理解，还可能影响到CPA自身的利

益和信誉。笔者结合CPA审计业务质量的日常监管检查工

作，谈谈CPA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成因

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CPA在发表审计意见时，风险意识正逐步得到

加强，这标志着CPA行业正逐步走向谨慎，走向理智，走向

成熟。但从日常监管检查来看，审计意见类型不当的问题仍

然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将应发表保留

意见的发表为无保留意见（或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二

是将应发表否定意见的发表为保留意见（或带强调事项段）

甚至无保留意见（或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三是将应发

表否定意见的发表为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是将应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发表为保留意见（或带强调事项段）或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原因剖析

在主观方面，也就是在CPA自身原因方面，主要存在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
1、缺乏敬业精神，工作不负责任。有些CPA缺乏敬业精

神，工作马马虎虎，只能发现一些小问题；还有的对审计中

发现的问题不考虑其严重程度，不考虑存在问题对所发表

审计意见的影响，均以保留意见的形式进行揭示，认为只要

作为问题披露了就算尽了责任。
2、业务不熟练。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查不出什么

问题；二是有的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不知如何根据查明的问

题和核实的审计证据来判断问题的重要性。
3、谨慎过度和谨慎不足。有的谨慎过度，草木皆兵，怀

疑一切，不管问题的严重程度全部在审计报告上披露；有的

谨慎不足，以为什么都是小问题。谨慎不足是CPA执业中比

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4、独立性脆弱。有些CPA审计的独立性脆弱，不能严格

执行审计准则，易受外因的影响或干扰。这方面的问题是造

成将否定意见变成保留意见甚至无保留意见的主要因素。

5、缺乏职业道德和诚信意识。一些CPA常常以“成本效

益原则”为托辞，按酬付劳，客户给多少钱就做多少事；有的

CPA大搞压价竞争，只顾眼前利益；还有的只要委托单位多

给审计费，就按其意见出具审计报告。

6、存有侥幸心理。由于财政监管部门和中注协对CPA

的监管检查面不宽、处罚力度不大，使得某些CPA产生侥幸

心理，难拒利益诱惑。

目前客观方面的原因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程度也非常严

重，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1、委托、受托、被审计三方关系失衡。在我国，委托方、

受托方及被审计单位三者的关系往往是失衡的。一般情况

下委托方就是被审计单位，也即是CPA的经济来源方，一些

CPA往往为了业务的继续承接，在审计过程中迎合、迁就被

审计单位，从而放弃了准则和原则，无法体现审计的独立、

客观、公正，审计意见类型的正确性也就无从谈起。
2、审计、被审计的目的和要求不协调。CPA审计的目的

是为了发表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意见；而委托审计一般

不是出于委托方的内在需求，即使是一种内在需求也常常

隐含着某种功利目的和不正当的要求，如可能是为了粉饰

业绩或顺利通过资质审查等。一些被审计单位为了取得一

份能够使其过关的审计报告，有时不但不积极配合对某些

重大问题的审计，还常常阻挠CPA发表对其可能产生不利

影响的审计意见。
3、行政干预严重。有的领导法律意识淡薄，喜欢搞行政

命令，在会计师事务所改制多年后还指手画脚，使得CPA无

所适从，无可奈何。有的领导出于某种目的竟然干预CPA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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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审计报告，使CPA无法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意见正

确的审计报告。

4、执业基础环境恶劣。目前我国CPA执业的基础环境

是会计基础薄弱，会计人员总体素质不高，相关制度不严

密、不配套、不完善，政策多变，政出多门，体制不顺，社会诚

信度不高等，在这种基础环境上执业，很难保证CPA所发表

的审计意见完全正确。

三、几点对策

从上述对CPA审计意见影响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

CPA在发表审计意见方面存在的问题成因错综复杂，要改

善这样的状况，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系统、复杂而艰巨

的工程。尽管CPA自身的努力是改善的主要方面，但仍然需

要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更需要经过一个逐步规范和

完善的过程。
1、提高CPA执业能力，规范执业行为，加强质量控制。

审计报告是CPA审计的最终产品，审计意见是审计报告的

核心，其正确与否决定着审计报告的质量，而审计报告的质

量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反映了而且取决于实施审计质量的优

劣，因此，要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必须从全面提高审计质量

入手。对于审计质量而言，保持和提高CPA的专业胜任能力

是其坚实基础，规范执业行为是根本措施，加强质量控制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于每一位CPA而言，保证审计质量

就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执业水平和专业胜任能力，严格遵

守独立审计准则，认真执行每一道审计程序，直到最终对审

计意见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每一个事务所而言，必须建立

健全内部质量控制制度，规范执业行为，严格每一步的质量

控制，直至最终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正确性把关。
2、保持职业谨慎，审慎甄别客户，强化风险意识。保持

职业谨慎是每一位CPA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审慎甄别客

户是防范审计风险的基础保障，强化风险意识则是防范审

计风险的关键所在。每一位CPA必须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牢固树立防范审计风险的意识，而且要将控制风险的措施

覆盖到每个审计项目的每个环节。以敏锐的风险意识审慎

甄别每一项审计业务，发表每一条审计意见。另外，特别要

注意抓好审计业务接洽和结束时的两头控制。在接洽业务

时，对一些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有特殊要求的客户务必保

持清醒的头脑，不为利诱；在出具审计报告时，一定要坚持

原则，不要因客户对审计意见有不同要求而放弃准则。

3、加强行业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一方面，中注协要积

极探索和改进自律监管的技术和方法，建立健全自律监管

制度，抓紧建立一 支德隆望尊的精锐监管之师，实现内行监

管，专家治理；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惩处力

度，多渠道、多方面遏制行业违法、违规行为，对情节严重的

决不姑息迁就，严惩不贷，让那些无视行规戒律、胆大妄为

的CPA和事务所认识到违法、违规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代价

沉重，得不偿失；此外还要通过新闻媒体对被处理的CPA和

事务所曝光，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影响作用，褒正贬

邪，抑恶扬善，促进全体CPA严格遵守执业规范，确保执业

水平和执业质量。中注协还必须正确处理好监督与服务、管

理和协调的关系，在监管中对CPA要做到爱护不袒护，保护

不庇护。

4、强化后续教育，确保教育质量。审计业务是我国CPA

的主导业务，但赖以做好主导业务的培训工作却相对薄弱，

如有关指导审计实务规范操作，特别是针对如何发表审计

报告意见方面的教材很少，既有丰富审计执业经验又有丰

富教学经验的后续教育师资很少，有针对性的审计实务培

训也几乎是空白。因此，注协应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后续教育

质量。一是要严格选拔和培养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

经验的师资人才，建立后续教育师资人才资源库。二是要从

实用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出发，编写一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的培训教材，确立切合实际的培训目标和培训计划，有针对

性地提出培训课题，特别是针对审计意见方面的专门培训，

指导学员剖析和解决审计实务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和典型案

例。三是要生动、活泼地开展后续教育，还要切实抓好培训

工作的落实和检查工作，切忌形式主义。

5、要加快行业法制建设。不但要早日修订《注册会计师

法》，而且还要建立健全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另

外，还要加强对公民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教育，

从法律体系上来规范、理顺和协调CPA的执业基础及法律

责任，为CPA执业营造一个公正独立、职责明确的法制环

境。
6、加强全社会的诚信教育，改善注册会计师执业基础。

一是要建立社会诚信约束机制，加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

道德教育，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共同构筑市场经

济的诚信基础，给CPA一个诚信的社会环境。二是要从体

制、职能等方面协调和理顺CPA行业与相关行业的关系，要

尊重、理解和支持CPA的执业规范和执业行为，不要搞行政

干预，还CPA审计的独立性；三是提高全社会公民和法人的

综合素质，特别是与CPA相关的会计和审计知识方面的素

质；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CPA的执业成果，发挥好

CPA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7、加强政府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对CPA行政监管已改

由财政监督部门负责，财监部门要认真研究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财监监管制度和方法，要强化自身队伍素质建设，要加

大对违反独立审计准则的CPA尤其是事务所的处罚力度，

使全体CPA和事务所自警自励。
（作者单位：南通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无锡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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