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大于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必须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以

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使客观的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

之下；当重要性水平较高时，客观的审计风险可能小于可接受的审计风

险水平，注册会计师应简化审计程序，提高审计风险，使客观的审计风

险趋近与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以节约审计成本。
综上所述，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的关系可图示为：

（作者单位：石油化 工 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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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慎重对待“以物抵债”问题

林 军  赵滨琪

以物抵债是债务人以自己的产品、材料等物资来抵顶债务的一项

经济活动。目前，许多企业用“以物抵债”的清欠办法清理三角债，这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控制资金沉淀，降低应收账款，减少

坏账损失，但以物抵债也存在诸多弊端。
“以物抵债”的弊端有多方面表现，从目前一些企业看，突出表现在

两方面。一是隐含着直接或潜在的损失。如用来抵顶债务的物资，有的

价值不到数万元，却用来抵顶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债务；有些物资本

来就是企业的积压存货或废旧物资，顶进后如不采取妥善措施处理，就

有可能变成一堆废品，造成企业新的潜亏和浪费。
二是“以物抵债”虽然使应收账款降低了，但依然没有完成资金的

回笼，有的甚至导致新的库存积压。这不仅占用了企业有限的生产流动

资金，而且还要为此支付仓储费用，增加企业负担。
为此，企业应慎重对待“以物抵债”问题，妥善采取防范管理措施。
1.要从企业的经济利益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

题，确保资产的安全运营，以物抵债要“抵”出效益，减少损失。
2.实行“以物抵债”的企业，对顶进的物资要有严格的执行标准，要

合理确定顶进物资占全部债务的额度或比例。
3.加强抵债物资的管理，充分利用其价值。对“以物抵债”问题较严

重的企业，应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负责抵债物资的会审认证、验收入

库、变现处理等管理工作，明确职责和任务，使企业顶账物资在规范有

序的运作中物尽其用。首先，清欠人员一旦发现了具备“以物抵债”的条

件，应写出报告，经专设机构管理人员的会审验证后，报主管领导批示，
马上组织办理抵顶入库手续，并登记造册。其次，对抵顶物资实行单独

设账，跟踪管理，尽快变现。有些抵顶物资可直接顶出的加紧顶出，暂时

无法顶出的归库整理。对属于固定资产的物资，如汽车、大型设备等，可

以出售、租赁或拍卖；对属于流动资产的物资，诸如材料、备件等，区别

情况，能利用的充分串换利用，确实无法利用的可作价处理。还可通过

物资市场进行交流，调剂使用。总之，要充分发挥顶账物资的利用价值，

减少经营风险，缓解资金紧张，尽量避免造成损失。
（作者单位：山 东铝业公 司） 责任编辑  袁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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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审计调整是指注册会

计师接受委托，按照《独立审计准则》
的要求对被审单位会计报表进行审计

后，就被审单位会计事项账务处理提

出的调整意见。由于会计报表审计必

须在被审单位会计报表编制完成后，

因而审计工作一般都在下一年初进

行。实际中，被审单位只能根据审计调

整分录先对会计报表进行调整，然后

在下一年账目中将上一年的审计调整

分录登记入账。由于上一年的审计调

整在下一年初账目中登记入账造成了

时间差异，企业会计人员必须对上一

年的审计调整分录逐一分析，决定如

何登记入账，必要时还必须对上一年

审计调整分录进行修正。

一、对只涉及资产负债科目审计

调整的账务处理

只涉及资产负债科目的审计调整

是指审计调整分录借贷方只涉及资产

或负债科目。例如：某企业1998年一项

在建工程已完工并交付使用，企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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