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式确定 f 值，而又心中无数的问题。将国家对企业的β

值、v值控制，准确、合理地反映到 f 值上。

综上所述，导出的 3 个公式，不仅在计算效益工资

时简单、迅速，而且国家还可以通过β值、v 值宏观控

制，及时、准确地确定和调整 f值。为调整国家与企业的

分配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横向比较、消费基金的宏

观控制、制定合理的工效挂钩方案，提供了既科学又简

单、直观的方法，也为工效挂钩与承包经营相结合提供

方便。国家对地区或部门实行同实现税利总挂钩时，β

值、v值控制，更能发挥作用。

业务与技术规范查帐工作
的 十点 建议

胡少先

笔者曾在香港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西方审计实务

的实习。从中感到，香港执业会计师的审计实务，有不

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本文从借鉴角度，就注册

会计师的查帐工作规范化问题，提出十点建议。

（一）拟订查帐程序

注册会计师在实施查帐之前，要根据查帐规则《检

查验证会计报表规则》的要求，结合被审单位的实际情

况，对每一查帐项目制订出具体的查帐程序。这个程

序，既要有定性要求，更要有定量的规定；既要便于高级

管理人员检查和考核，又要使业务助理人员易于操作，

从而保证查帐工作的质量。查帐程序要由主办项目的

注册会计师拟订，并作为查帐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搞好客户内部控制制度的审阅与评估

判断客户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是确定

查帐重点的前提。而正确确定查帐重点，又是提高查帐

工作质量的关键。因此，对查帐人员来说，认真搞好客

户内部控制制度的审阅与评估，是十分必要的。为此，

建议查帐人员在实施查帐工作时，首先要审阅客户的内

部控制制度，如财产物资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和会计

核算办法等建制情况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通过审阅

与评估，确定客户内部风险的高低，并据此来确定查帐

范围的大小和抽样检查群的多少。

（三）完善工作底稿的记录

为审核和今后档案抽阅的方便，必须完善查帐工作

底稿的记录。一是按照查帐程序规定的步骤进行的审

计测试，都要有记录。要尽可能采用表格形式，如根据

实际需要，灵活编制记帐凭证测试表、发票测试表、各种

项目汇总表等。二是对每个项目的审

计结论都要有文字记录，包括发现的

问题和处理的意见。

（四）应用科学的抽样审计方法

判断抽样的主要优点是使用方

便、灵活，能够充分利用查帐人员的

实践经验和判断能力。但判断抽样不

能科学地确定抽样规模，查帐结论的

可靠性完全依赖于审计人员的业务

技能、实践经验和判断能力，有其局

限性。统计抽样的优点在于，能科学

地确定抽样规模，抽查中能防止偏见，审计结论可以保

证在规定的可靠性水平之上和一定的精确限度之内。

从目前国外审计实务来看，审计中大的方面用判断抽

样，具体方面用统计抽样，一般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查

帐人员应视实际情况，对各个项目的审计采取不同的抽

样方法，如随机数表抽样、整群抽样、分层抽样等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采取何种抽样方法，若抽取的样本有

错误，查帐人员必须扩大抽样规模。

（五）改进往来款项的询证工作

确定往来款项有效性和准确性的最广泛采用的实

质性测试是由审计人员直接与顾客对话，即“询证”。往

来款项询证是公认审计程序之一，而且在证据的效用上

外来证据比内部证据有效。因此，查帐人员必须对客户

的往来户头有选择地直接询证。一般说来，样本抽取量

为 10～20%，金额占 60～70%为宜。这些样本应包括：

财务发生困难的客户；年终余额巨大的客户；委托人和

债务人有争执的，以及海外的客户；零余额的客户。

（六）推行使用一般惯用的审计标记

国际上，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通常在自有的审

计工作底稿上，使用许多不同形状、大小、颜色的标记，

来表示某次审计测试业已完成。这种符号在各个会计

师事务所之间，虽未臻标准化、统一化，但这种做法已很

普遍。为了简化审计的文字记录，方便审计工作底稿的

审阅和相互参阅，建议使用一般惯用的审计标记，并在

底稿中注明某一标记的意义。

（七）加强年度查帐的预查工作

为了减轻年度查帐的工作压力，提高查帐工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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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必须加强年度查帐的预查工作。预查工作要在第四

季度进行，查帐的范围是 1—9 月的帐目。预查中发现的

问题要及时更正。预查同样地要作工作记录，预查底稿

与年终查帐底稿合二为一，以避免重复检查。

（八）重视期后事项的检查

期后事项是指年度会计报表编报日到查帐日这一

段时期中所发生的事项。期后事项检查，一是查明期后

事项有无同上一年度的财务收支相混淆；二是查明期后

事项中有无重大的变化情况。

（九）统一查帐报告的模式

注册会计师的查帐报告采取简式报告，这一点目前

已基本统一。注册会计师要视实际情况，分别出具无保

留意见、保留意见、反对意见和拒绝表示意见的报告书。

各类报告书的段落和关键用语（术语）要基本一致。

（十）采用管理建议书

注册会计师在查帐中发现的重要问题，若主要是经

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要以管理建议

书方式，提交客户的管理当局。

（作者单位：浙江省会计师事务所）

业务与技术科研课题成本核算中分配间 接费 用的

一种简 易 方法——“合同 面额法”

许贺文

《科学研究单位会计制度》按照科研费用的经济用

途和课题成本的开支范围，把课题费用分为劳务费、原

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设备购置及使用费、专用业务

费、院（所）管理费和研究室（车间）管理费 7 个课题成本

项目。在进行科研课题成本核算时，这七个课题成本项

目又可划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类。属于课题直

接发生的前 5 种费用，则直接计入该课题的成本中去；

而对于发生的后两种间接费用，就需要按一定的比例和

方法，分配和计入各相应的课题成本中去。间接费用如

何分配是科研课题成本核算的关键。这里，介绍一种分

配间接费用的简易方法——“合同面额法”。即先根据

本期发生的应摊销的间接费用总额与本期应负担费用

的各课题合同面额（即课题毛收入）总和的比率确定费

用分配率，然后按本期各课题合同面额进行计算分配间

接费用。用公式表示：

假定：F——表示本期发生的应摊销的院（所）管理

费或研究室（车间）管理费总额。

H——表示本期各课题（A 、B、C……）的合同

额之总和。

N ——表示费用分配率。

则：

A 课题分担费用额= H A ×N

B 课题分担费用额= H B ×N

C、D 、E、……课题用同一公式计算。

按照以上方法进行间接费用的分配简便、合理，容

易计算，这是因为：

首先，在科研课题的研制过程中，由于各课题的工

作量和工作时间可比性差，而科研课题所取得的合同面

额（即课题的毛收入）作为分摊间接费用的标准依据，计

算和掌握都较容易，而且各课题的合同面额（毛收入）也

具有可比性。

其次，将课题合同面额作为计算分配间接费用的标

准依据，在一定的科研范围内，也符合正确计算各科研

课题成本的要求。因为，课题的成本确定是以其课题成

果所转化的价值为基础的，而课题所转让的合同面额

（毛收入）又是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的：（1）科研课题研制

过程中所耗费的物质资料转让的价值；（2）科研（生产）

人员支出劳动中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3）科研（生

产）人员支出劳动中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简言之，科研课题研制过程中的料、工、费加上相应

的利润构成了课题的合同面额（毛收入）。而在以上的

组成部分中，各课题耗用的料、工、费又占总额的绝大部

分，各课题的利润却相对是稳定的。所以，各课题所负

担间接费用的大小与其合同的面额基本上是成正比例

的，故用课题的合同面额替代课题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

来作为分配摊销课题研制过程中发生间接费用的标准

依据也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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