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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
审计惯例委员会

简介

章 程

英国和爱 尔兰共和国审计惯例委员会（TH E

A U D ITIN G PR A C TIC ES BO A R D ，A PB）于 1991 年

由会 计团 体协商委员会（TH E CO NSU LTA TIV E

COM M IT TEE O F A CCO U N TA N CY BO D IES，

CC A B）组 建，以 接 替 原 有 的 审 计 惯 例 委 员 会

（A U D ITING PR A C TICES COM M IT TEE）。此举的目

的在于，在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推进审计准则和相关

的评价活动，并为发挥审计师的作用提供惯例框架。英

国和爱尔兰两国组成会计团体协商委员会的会计团体

包括英格兰与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苏格兰特许会

计师协会、爱尔兰特许会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师特许协

会、财政与会计特许协会。

1.审计惯例委员会的组成

审计惯例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执业审计师外，还包

括企业、学术、政府、法律界的代表。其成员由遴选委员

会根据会计职业、英格兰银行、伦敦证券交易所、国家

审计署、审计委员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英国工商部、

以及爱尔兰共和国企业和就业部的提名任命。遴选委

员会由会计团体协商委员会的成员组织的首脑、英格

兰银行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选派人士组成。

根据章程，审计惯例委员会由 18 名有投票权的成

员和不超过 5 名没有投票权的成员组成。委员会主席

和不少于 8名的有投票权成员应当是执业审计师。

2.审计惯例委员会的目标

审计惯例委员会的目标是，通过建立高质量的审

计准则、满足财务信息使用者不断发展的需求、保证公

众对审计程序的信任，以领导英国和爱尔兰审计实务

的发展。为此，审计惯例委员会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

对影响审计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的制定

过程，发挥积极作用；提高审计工作的价值；与财务信

息使用者协调，对其不断发展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作

出及时、有效的回答；增进公众对审计师的作用及责任

的广泛理解；制定并公布审计原则、程序公告以及其他

解释资料，以供审计师执行并据以作出解释和运用。

3.审计惯例委员会规范文件的形式

审计惯例委员会所发布的规范文件，包括三类。第

一 类 为 审 计 准 则 公 告（STA TEM EN TS O F

A U D ITIN G STA N D A R DS，SA S’s），第二类为实务注

释 （ PR A C TICEN O TES ）， 第 三 类 为 公 报

（BU LLE TIN S）。另外还发表咨询文件和研究报告，以

及其它文件，前者旨在引起公众就审计实务和相关事

项展开争论和评论，后者就审计师或审计惯例委员会

的工作中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向读者通报。

审计惯例委员会认识到审计师在所有审计和其他

服务中所运用职业判断的重要性，为此，审计惯例委员

会所发布的公告本着这样一个目的，即建立描述性和

指导性的框架以及其他指南，以支持和协助审计师作

出职业判断。

审计准则委员会采纳了其前任审计惯例委员会所

发布的审计准则和指南。这些指南在被撤销或新的审

计准则或惯例注释代替前，继续有效。老的审计准则与

新的审计准则有同样的效力，审计指南与惯例注释有

同等的效力。

4.审计准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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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准则包括基本原则和核心程序。审计准则除

了适用于一般情形的准则外，审计惯例委员会还发布

适用于特定类型实体（如特殊行业）的审计准则。审计

准则还包括其它解释性材料，这些材料不仅仅是对审

计准则作出解释，还用来帮助审计师解释和运用审计

准则。

审计惯例委员会在制定审计准则过程中将广泛征

求各方面意见。在发布审计准则之前，审计惯例委员会

将发表征求意见稿供公众评议，还就发布的审计准则

公告，提出其他咨询文件。审计惯例委员会还在必要时

寻求有特别专长或兴趣人士的意见。每项准则需要至

少 3/4 成员的同意，才能发布。

审计惯例委员会支持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下属的国

际审计惯例委员会的活动，旨在改善世界范围内审计

实务的协调。审计准则也充分考虑了国际审计惯例的

发展，特别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发布的国际审计准则

的要求。每项审计准则都会解释其与同一项国际审计

准则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持与国际审计准则

的在基本原则和核心程序上的一致。如果英国审计准

则与国际审计准则不同，对英国和爱尔兰两国国内的

报告实体的审计，应当执行本国的审计准则。

5.审计准则公告的权威性

英国 1989 年公司法对企业及其它组织选聘审计

师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所聘审计师必须是在公司法所

指定的有关团体注册、并符合这些团体规定的审计师。

公司法要求这些团体必须具备规范审计实务的技术标

准。为此，这些团体采取了审计准则公告，以满足这一

要求，并且对审计准则公告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在爱尔兰共和国，1990 年公司法中对审计师的资

格和会计团体的认定，提出了法定要求。该法要求会计

团体具备令人满意的规则和准则。该法还授权企业和

就业部部长取消某个会计团体或审计师的资格。

会计团体协商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承诺，采用审计

惯例委员会发布的所有审计准则，任何明显背离审计

准则的行为，将受到相关会计团体建立的有关委员会

的调查，并采取纪律或惩罚行动，包括撤销注册以及执

行审计的资格等。

在法庭或其他争议处理中，在考察审计师的工作

时，审计惯例委员会所有的公告，特殊是审计准则，可

以作为评判依据。

在审计师执行审计业务的范围受到限制，或审计

师认为在特别情况下需要背离审计准则时，应当在审

计报告中作出表示。对于如何作出表示，审计准则公告

在“审计师的报告”部分提供了指南。

6.惯例注释和公报的内容和作用

惯例注释主要是协助审计师遇到特定情况和行业

时遵从审计准则。公报则是就新出现的议题，向审计师

提供及时的指南。惯例注释和公报更侧重于指导性，而

不是规范性。然而，这些解释和公报向审计推荐好的惯

例，与审计准则中的解释性材料具有同等的效力，尽管

它们在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地咨询和征求意见过程。

形势成熟时，公报可能被充实到或包括在审计准

则或惯例注释中。同样地，一些惯例注释在更迟一些时

候被充实到或包括在审计准则中。

责任编辑  袁 庚

小资料

我国国有资产总量

达 3.49 万亿元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我国全部国有资产总量为 200 亿元左右，经过多年

来的经济建设，我国的“家底”有了迅速增长。到 1993

年底，国有资产总量已增加到 34 950 亿元。其中经营性

国有资产占资产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五；非经营性

国有资产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

我国的国有资产来源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资产，主要是依法没收的官僚

资本和敌伪财产；依法宣布国有的城镇土地、矿产、海

洋、水流，以及大森林、大荒山等；依法赎买的资本主义

工商业；依法征收、征用的土地；依法没收的其他财产

和收取的罚金等。二是资本金的投入及其收益，主要是

国家投入国有企业、中外合资合营企业、股份企业的资

本金及其收益。三是国家对行政事业单位拨入经费形

成的资产。四是接受馈赠，主要是公民赠与国家的财产

和外国友人、团体、政府赠与我国的财产。此外，凡在我

国境内所有权不明确的各项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也应属于国有资产。

（资料来源《北京日 报》1995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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