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注册会计师对审计结论的表达要明确，用词要恰

当。例如，注册会计师通过符合性测试对被审计单位内

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可信赖程度，可表达“内控良

好”、“内控一般”、“内控较差”；注册会计师通过实施实

质性测试对某一审计事项的期末余额或本期发生额是

否认可，可表达“ × ×余额可以确认”、“ × ×余额经调整

后可以确认”或“ × ×余额不能确认”。此外，如果在审

计过程中发现客户存在有违反有关规定的重要事项，应

当在工作底稿中予以揭露，包括违背的具体规定的名

称、条款和审查人员采取的处理措施或建议。
4.建立年审工作底稿多级复核制度。一份工作底

稿往往由一名注册会计师独立完成，由于内部控制的复

杂性和风险性及单个注册会计师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和

判断能力有限，编制者在审计过程中难免发生判断误

差、计算误差或其他错误，最终削弱审计质量，加大审计

风险。为了保证工作底稿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和确定审

查人员的责任，年审工作底稿必须经项目负责人、部门

经理和主任会计师三级复核、签章后方为规范的工作底

稿。①项目负责人复核，主要应对下属人员形成的审计

工作底稿逐张复核，仔细核实每一重要审计程序、步骤、

数字、审计方法是否妥当，记录是否清晰，勾稽关系是否

清楚，判断是否准确，结论表达是否恰当。发现问题应

及时指出，并督促审计人员及时修改完善。②部门经理

复核，是对项目负责人完成了详细复核之后的工作底稿

中重要的审计证据、重要的会计帐项、重要的审计程序

执行以及审计调整事项等进行复核。③主任会计师复

核，是对审计过程中重大会计审计问题，重大审计调整

事项及重要的工作底稿进行复核。检查审计人员是否

遵循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审计过程是否存在重大遗

漏，审计领域测试是否充分，审计证据与审计结构是否

存在不一致等。各级复核人员在复核工作底稿时，应做

出必要的复核记录，书面表示复核意见，并在复核过的

年审工作底稿上签名和签署日期。各复核人员发现已

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做出的审计记录存在问题，应督促编

制人员予以答复、处理，并形成相应的审计记录，归入审

计工作底稿。
5.加强年审工作底稿的整理和保管。年审工作底

稿形成后，注册会计师应按照审计工作底稿准则进行分

类、整理，将永久性工作底稿、当期工作底稿分别装订成

册，形成审计档案归档，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审计档

案保管制度，使审计档案管理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

化，确保审计档案的安全、完整。
责任编辑 宋军玲

会计人语

加强对企业法人

代表经济行为

制约之我见

任步月

看了《财务与会计》1996 年第 10期上刊登的陈如

干同志的《应加强对企业法人代表经济行为的制约》一

文及其《编后》，作为已退休的老会计人员，我感触颇

深。他们说得太好了。对企业法人代表经济行为必须采

取切实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加强监督。现接着该文的

思路，谈点自己的看法。
1.关于派驻总会计师问题。派驻总会计师（加强制

约的办法之一）关键是要名符其实，真正起到监督作

用。除总会计师的人事关系、工薪待遇不受企业管辖

外，还得明确责任，如果企业出现问题，总会计师必须承

担相应的责任。一个总会计师可以负责几个企业，一个

企业可以由几个会计师（企业会计人员的任免要与总会

计师商定）来监督，形成一幅连锁网络，交叉负责。财务

检查要建立复查制度，复查出的问题，前检查人员要承

担相应责任。
2.关于所有者代表问题。目前有的企业也设有董

事会，但大多只是个名誉机构，也就是《编后》所说的所

有者代表并未实际到位。我想目前一些企业主要是靠

银行贷款建立起来的，银行方面就自然应该担负起董事

的责任（此虽为一家之言，但可引发思考——编者），对

企业的资金使用与经营管理，随时关注，必要时可以派

驻代表，认真监督，决不能让其把国家资金任意挥霍，造

成资产流失，亏损严重。长期不能收回借款的企业，一

定要追查责任，认真处理。
3.动员社会监督力量。严历打击社会歪风，对滥用

公款吃喝、开假票、虚报费、搞不正当回扣、挪用公款办

私事等要严肃处理，对问题涉及到的上下左右各方面人

员，都要全面追究责任。尤其要注意形成广大群众监督

网络。目前国家处理违纪案件也不少，但起到惩一儆百

的效果还不大，就是因为还没有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

用，使存有侥幸心理的不法行为者还有机可乘。要想制

约企业法人代表的经济行为，必须使监督具有社会性和

广泛的群众性。  责任编辑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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