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服务，对企业管理当局揭示的信息提供全面的评价，以降

低信息的风险。而社会的进步使审计技术和方法的创新及

审计能力的提高成为可能。在这种形势下，审计的目标应定

位于降低信息风险，向审计报告使用者提供多方面的审计

信息，从而满足更多的审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
（作者单位：青岛海洋大学经 贸学院会计 系）

责任编辑  袁蓉丽

CPA理论与实践

浅议分析性复核
在增值税审 计中 的 运用

梁红星  付 彬

分析性复核是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

趋势进行的分析，包括调查异常变动以及这些重要比率或

趋势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息的差异。例如，注册会计师可以

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和其它会计资料中的重要比率及

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性复核以发现其异常变动项目。对异

常变动项目，注册会计师应重新考虑其所采用的方法，必要

时，应追加适当的程序，以获取相应的证据。我们认为目前

运用分析性复核是进行增值税审计的一个较为简捷、有效

的方法。
采用分析性复核可以从总体上对企业会计记录的真实

性做定性分析。增值税审计实施这一方法的程序是：

1、了解各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一 般情况下，库

存产成品减少相应的销售成本上升，销售费用上升，这反映

出业务量增加，因而销售收入也应上升进而引起相关销项

税上升。

2、选取一定的会计科目，根据该科目的明细账数字编

制分析表，进行多期间的比较或与同行业比较，也可以根据

各科目间的勾稽关系将有内在联系的几种比率进行比较。
3、比较本年各月或季度该项目的波动情况，分析其变

动趋势是否正常，并查明异常现象和重大波动的原因，以核

实该项目是否存在漏记、隐瞒或虚记现象。
分析性复核可以循序渐进，逐步缩小分析的范围，获取

更详尽的资料，层层深入直至找到症结所在。

例如，销售成本、运杂费、包装费的变化一般来说与销

售收入、销项税额是正相关的。基于这种关系，在增值税审

计时可以从运杂费入手对销项税额进行分析性复核，编制

分析表如下（单位：万元）

可以看出运杂费的增长明显高于销售收入和销项税额

的增长，属于异常变动。审计人员应向该企业会计人员进行

询问并查阅相关资料，如未发现运费调价等特殊情况则可

以判定运杂费的增加是由于企业当期业务量增加。业务量

增加而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没有相应的增加，该企

业可能存在账外销售或隐匿收入等问题。这时审计人员应

缩小范围进行重点检查，以查明原因。

在分析性复核时除可以进行多期比较观察某项比率的

正常峰值及值域，也可以与同行业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相应

的同幅增长的比率。此外，还可以参照税务机关对某些指标

的控制数。如国税发[1998]44号关于印发《增值税日常稽查

办法》的通知中引入的几个比率：

销售额变动率=（本年累计应税销售额-上年同期应税售额）/

上年同期应税销售额×100%

税负率=本年累计应纳税额/本年累计应税销售额×100%

销售毛利率=（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100%

成本毛利率=本年累计毛利额/本年累计销售成本×100%

在编制分析表时应优先抽取以上几个最容易反映问题

的比率。通过对税负率的复核可以发现销售收入与销项税

额不配比的问题，如开具大头小尾发票。通过对销售毛利率

和成本毛利率的考核可以看出销售收入是否与成本费用配

比，是否存在成本费用多计由此增大进项税额或将部分收

入不入账或少入账使销售收入减少以减少销项税额。各比

率中销售额变动率是最基本的，它反应企业的业务情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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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比率的变动幅度都应以销售额变动率为参照。

此外还可通过“本期进项税额控制数”分析进项税额是

否有误，具体公式是：

本期进项税额控制数=[（期末存货-期初存货）+本期销售

成本+（期初应付账款-期末应付账款）]×主要外购货物增

值税税率+本期运费支出数×7%

通过将账载的进项税额与控制数比较可以发现是否存

在异常。如控制数为156万元而企业账载的当期进项税额为

115万元，审计人员就可以考虑对进项税额进行详细审计。

值得注意的是，发现异常时首先要确定是不是由市场、季

节、政策的变化引起的合理的偏离。例如，某企业正常情况

下包装费占总销售费用的0.1% 左右，而本期突然升至

0.8%。通过对该企业人员的询问可能会了解到，包装费上涨

是由于该企业改善产品包装希望由此提高产品的档次增加

附加值。如果发现异常变动后就马上认为存在问题并进行

详细审阅，会浪费宝贵的时间。
（作者单位：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税务部）

责任编辑  许太谊

世界之窗

美国的会计研究与公司治理

王立彦

当前在美国与公司治理有关的财务会计研究重点包

括：（1）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专门技能——财务理解力，成员

的独立性，以及设计委员会的责任；（2）审计人员的实际独

立与形式独立，以及在非审计服务上的争论；（3）盈余管理，

指管理层就一套给定的财务报告标准的实践抉择。
（一）审计委员会

1999年美国公司董事联合会的蓝带委员会提出了提高

公司审计委员会效率的建议，与财务理解力密切相关。报告

中的建议1指明独立董事的含义。建议2和3要求审计委员会

应当至少由三名独立董事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财务

上都具备或能逐渐具备读写能力（这种财务上的读写能力

看上去意味着能够读并理解所有基本财务报表）。建议指明

外部审计人员应对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负责。建议8针对外

部审计人员应同审计委员会就“审计人员对公司会计原则

质量，而不是可接受性的判断”进行讨论。建议9认为公司年

报和10K报告应包含一封来自审计委员会的信，揭示就使

用的会计原则质量的讨论（例如在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之

间，在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人员之间，在审计委员会内

部）。
后来被纳斯达克（NASD）和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建

议或采纳的原则变化有：（1）定义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

性；（2）专家意见和财务理解力；（3）书面特许执照的采纳。
被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建议或采纳的原则变化有：

（1）审计人员应该注意季报五大国际会计公司已经这样要

求它们的注册会计师）；（2）审计委员会关于他们复查和（与

外部审计人员和管理层）讨论的程度的声明，以及关于财务

报告和审计人员独立性的声明；（3）对于书面特许执照的采

纳；（4）审计委员会的报告应包括一个声明，此声明说明凡

是使委员会相信财务报告是欺骗性的（误导的 、不完全的）

事项是否已经引起审计委员会的注意。
这方面当前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审计委员会的专家意

见和（或者）独立性是如何与财务报告的质量联系在一起

的？采用的方法一：分析财务报告的失误之处（例如欺诈，

SEC强制执行的案例），与极度高质量的报告相比很容易被

识别出来。对错误的分析引发对财务报告产出分发的极端

部分的关注，从而引出通用性的问题。方法二是分析盈余管

理，使用任意性（酌量）应计项目来衡量财务报告的质量，服

从于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酌量）应计项目来衡量产出的考

虑。

设计和度量问题包括：对报告质量的定义并度量，连续

度量（任意性（酌量）应计项目水平）与对分散程度的确认

（报告欺诈），对审计委员会专家意见的定义并度量，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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