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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假设是其他会计假设的重要基础，是会计核算

的前提条件之一。时至今日，企业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已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是对持续

经营审计的外在要求，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的关注是对持续经营审计的内在要求。对于出具审计意见的

注册会计师来说，在“内外夹击”下，其对“持续经营”的审计工

作就显得必不可少了：淤持续经营假设在实质上影响着会计

资料的真实、公允性；于持续经营能力是投资者和债权人最为

关心的问题之一；盂持续经营审计是注册会计师有效规避诉

讼风险的需求。

一、我国持续经营审计准则的发展历程

由于持续经营审计存在特殊性，我国于 1999 年、2003

年、2006年先后 3 次发布了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其中包括

1999年颁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7号———持续经营》、

2003年修订后的《准则》和 2006年 2月 15日发布的《审计准

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而审计责任、审计证据和报告方

式是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重要方面。因此笔者试

图从审计责任、审计证据、报告方式三方面对我国新旧审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加以陈述、分析。

1. 审计责任。我国于 1999年颁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第 17号———持续经营》并没有明确界定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2003年修订后的《准则》明确了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和注册

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评价被审计单位按照持

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的合理性，并考虑是否需要提请管

理当局在会计报表中披露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我

国于 2006年 2月 15日发布的《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

经营》第五条规定，根据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

定，评估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是管理层的责任；第十一

条规定，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考虑管理层在编制会计报表时

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并考虑是否存在需要在会计报

表中披露的有关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可见，审计准

则逐渐明晰了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2. 审计证据。我国于 1999年颁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第 17号———持续经营》、2003年修订后的《准则》、2006年颁

布的《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将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划分为财务方面、经营方面及其他方面，

并根据这些方面来收集审计证据。三者在审计证据方面的规

定存在以下异同：淤比较 1999年和 2003年的审计准则发现，

2003年修订后的《准则》在审计证据方面的变化不大，有以下

变化值得一提。2003年修订后的《准则》将属于“其他方面”的

“存在数额巨大的或有损失”修改为属于财务方面的“存在因

对外巨额担保等或有事项引发的或有负债”，并进一步确定为

巨额担保事项，划入财务方面的疑虑事项。2003年修订后的

《准则》将“其他方面”删减，从字面表述来看，注册会计师自由

操纵的空间减小。于2003年和 2006年的审计准则在对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方面的规定完全相同，体现了

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考察就是对各种因素综合考察的思想。

3. 报告方式。三者在报告方式方面存在以下异同：淤比

较 1999年和 2003年的审计准则发现，2003年修订后的《准

则》将“拒绝表示意见”改为“无法表示意见”。于比较 2003年

和 2006年的审计准则发现，根据 2003年修订后的《准则》的

规定，审计报告包括四种类型，即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

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06年发布的《审计准则

第 1324号———持续经营》对审计报告的要素进行了调整，并

将审计报告划分为标准和非标准审计报告两类。标准审计报

告是指不附加说明段、强调事项段或任何修饰性用语的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报告包括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这样的划分

便于审计准则表述，同时也严格限定了标准审计报告的范畴，

强调除了可能附加强调事项段以外，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不

能附加说明段或任何修饰性用语，进一步规范了审计意见的

表述。

关于审计报告中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意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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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审计报告中的持续经营意见为中心，从审计责任、审计证据和报告方式三方面对我国自 1999年以来颁

布的相关审计准则进行了陈述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持续经营不确定性意见发表的原因随审计

准则的变化而变化，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意见的原因最多的是累计亏损数额巨大和银行借款逾期，其次是审计范围受限

而无法获取相关的审计报告、存在因对外巨额担保等或有事项引发的或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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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发布的《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规

定，当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

情况，或存在可能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事项（持

续经营问题除外），或者存在其他审计准则规定的增加强调事

项段的情形但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

考虑在审计意见段之后附加强调事项段，对此予以强调。除此

以外，不应在审计意见段之后附加强调事项段或任何解释性

段落，以免会计报表使用者产生误解。与 2003年修订后的《准

则》相比，需要附加强调事项段的两种基本情形不变，但其增

加了“其他审计准则规定的增加强调事项段的情形”。增加强

调事项段的目的在于引起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关注，以维护会

计报表使用者的利益。

二、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

意见的分析

企业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难

度，从而引发了审计风险。我国自 1997年出现首份对上市公

司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发表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以来，这类审

计报告层出不穷。笔者根据 1997 ~ 2007年之间的相关数据，

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展

开研究。

1.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GCO）占各年非标准审

计意见比例情况分析。

从表 1可以看出，从 1997年出现第一份对上市公司持续

经营不确定性发表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以来，发表持续经营

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从 1997

年的 3份上升到 2007年的 76份，同时其占各年非标准审计

意见数量的比重也在逐步上升，其中两次较大幅度的增长出

现在 1999年和 2003年。GCO数量由 1997年的 3份增加到

1999年的 36份，这可能与中注协 1999年 3月发布的《独立

审计具体准则第 17号———持续经营》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

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做出的相关规定有关。2003年注册会

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数量较 2002年有较

大增长，而 2004年的情况相对于 2003年变化不大。这表明注

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受到了 2003年修

订后的《准则》颁布实施的影响。

2. 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原因分析。笔者对

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原因进行了较

为详尽的统计分析，一方面是想探寻审计准则的约束作用；另

一方面是想观察这些事项或情况在上市公司出现的频率，检

验审计准则中所提到的判定要素是否在审计实务中得到有效

运用及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合理。

（1）1997年至今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原因

分析。

1997 ~ 2001年的原因分析。我国于 1999年颁布的《独立

审计具体准则第 17号———持续经营》第一次对持续经营不确

定性审计意见的来源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对注册会计师的行

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从表 2可以看出，因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和停产而引起注

册会计师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怀疑的情况占绝大多

数，超过了 60%。其余的情况依次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而无

法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发表意见，大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占

用资金或提供帮助的承诺、存在数额巨大的或有损失影响了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公司经营

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未遵守银行贷款协

议、频繁的股权置换、筹集资金未按规定使用、严重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或政策影响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002 ~ 2004年的原因分析。2003年修订后的《准则》进一

步明确了注册会计师考察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设合理性的

落脚点，即充分关注可能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这一思想贯穿于 2003年修订后的《准

则》的始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从表 3可以看出：因银行借款逾期而引起注册会计师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怀疑的情况最多。其余的情况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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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7~ 2001年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来源

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和停产

未遵守银行贷款协议

频繁的股权置换

大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占用
资金或提供帮助的承诺

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

筹集资金未按规定使用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

存在数额巨大的或有损失

严重违反有关法律尧法规
或政策

合 计

带解释
性说明

45

0

0

3

2

1

0

1

5

1

58

保留
意见

13

0

1

4

1

0

0

4

1

0

24

拒绝表
示意见

41

1

0

5

2

0

24

0

6

0

79

否定
意见

4

0

0

0

0

0

0

0

0

0

4

103

1

1

12

5

1

24

5

12

1

165

62.42%

0.61%

0.61%

7.27%

3.03%

0.61%

14.54%

3.03%

7.27%

0.61%

100%

项 目
比重合计

注院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叶关于审计报告中持续经营意见

的研究曳遥

份 数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GCO数量（份）

3

20

36

32

40

49

60

70

81

75

76

非标准审计意见数量（份）

94

148

187

178

159

166

107

142

162

149

121

比 重

3.19%

13.51%

19.25%

17.98%

25.16%

29.52%

56.07%

49.30%

50.00%

50.34%

62.81%

表1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占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统计（199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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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累计亏损数额巨大、存在因对外巨额担保等或有事项引发

的或有负债、资不抵债、主营业务萎缩或经营停顿、营运资金

出现负数、大股东长期占用巨额资金、正常营业支出资金缺

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子公司无法持续经

营、坏账或其他减值准备等。

2005 ~ 2007年的原因分析。从表 4可以看出：因公司的累

计亏损数额巨大导致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最

多，其次是银行借款逾期、审计范围受限而无法获取相关的审

计证据这两方面。接下来依次为：存在因对外巨额担保等或有

事项引发的或有负债、子公司停业、大股东占用资金、资产抵

押、主营业务萎缩或经营停顿、资不抵债。

（2）对上述原因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笔者通过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来源进行分析

后发现：淤在审计意见的表述中，部分审计报告的陈述受审计

准则影响的痕迹很重。于通过分析表 2 ~表 4可以看出，出具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原因最多的是累计亏损数额巨

大和银行借款逾期，其次是审计范围受限而无法获取相关的

审计证据、存在因对外巨额担保等或有事项引发的或有负债。

累计亏损数额巨大意味着被审计单位丧失了盈利能力。盂注

册会计师比较注意分析“资产质量”，例如关注资产的获利能

力。另外，因存在大量巨额担保或债务诉讼，被审计单位的资

产冻结、抵押、质押现象较多，注册会计师对此表示关注也是

重视“资产质量”的表现。

三、相关建议

传统风险导向审计的弊端已逐步显现，其已不能有效运

用于现代审计实务。为应对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对审计行业

提出的挑战，审计界开始探索新的审计方法，从而形成了现代

风险导向审计的应对措施。

1.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应以战略系统观为指导思想。战略

系统观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经

营活动必须以正确的经营战略为指导。企业战略管理的有效

性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会计报表的可靠性。因此，要想有效地控

制会计报表的误报风险，就必须从对会计报表可靠性产生影

响的源头———企业的战略管理活动进行分析。现代风险导向

审计要求审计人员从战略系统角度对企业风险进行分析、测

试和评价，在广泛的经济系统中考察被审计单位，并对企业所

采取的战略及其恰当性进行分析评价，以确定审计取证的重

点、范围、目标和程序。

2. 审计重心前移。传统风险导向审计主要根据内部控制

测试的结果，从分析固有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的角度来确定

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则遵循

“战略分析寅经营环节分析寅检查风险分析”的基本思路，从

分析企业战略的角度入手，以确定实质性审计程序的性质、时

间和范围，并建立了企业会计报表风险与战略风险之间的联

系，对整个企业的风险管理范围进行了分析，使这一审计方法

更科学、有效。

3. 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审计思路。传

统风险导向审计的指导思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审计思路，

它从控制风险入手，并主要依赖于实质性测试，视野过于狭

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审计人员对会计报表风险做出合

累计亏损数额巨大

银行借款逾期

无法获得供应商的正常商
业信用

难以获得开发必要新产品
或进行必要投资所需资金

资不抵债

营运资金出现负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负数

大股东长期占用巨额资金

子公司无法持续经营

存在因对外巨额担保等或
有事项引发的或有负债

正常营业支出资金缺乏

坏账或其他减值准备

应收关联方款项

关键管理人员离职

失去主要市场尧特许权

人力资源或原材料短缺

主营业务萎缩或经营停顿

严重违反有关法律尧 法规
或政策

合 计

带解释
性说明

53

61

2

1

19

35

6

16

3

30

13

2

5

2

0

2

27

1

278

保留
意见

5

16

0

0

4

2

3

2

0

9

1

0

0

0

0

0

6

0

48

拒绝表
示意见

34

46

2

3

32

9

2

9

5

23

8

5

0

1

1

0

17

1

198

否定
意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2

123

4

4

55

46

11

27

8

62

22

7

5

3

1

2

50

2

524

17.56%

23.47%

0.76%

0.76%

10.50%

8.79%

2.10%

5.15%

1.53%

11.83%

4.20%

1.34%

0.95%

0.57%

0.19%

0.38%

9.54%

0.38%

100%

比重合计
项 目

份 数

表3 2002 ~ 2004年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来源

注院2003年4月14日修订后的叶准则曳将野拒绝表示意见冶改
为野无法表示意见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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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亏损数额巨大

银行借款逾期

未披露原因

审计范围受限袁无法获取相
关的审计证据

子公司停业

资不抵债

大股东占用资金

资产抵押

存在因对外巨额担保等或
有事项引发的或有负债

主营业务萎缩或经营停顿

合 计

带解释
性说明

10

7

22

6

3

1

3

1

3

1

57

保留
意见

6

2

2

5

1

0

1

1

1

1

20

无法表
示意见

7

6

2

3

2

0

0

0

3

0

23

否定
意见

0

0

0

0

0

0

0

0

0

0

0

23

15

26

14

6

1

4

2

7

2

100

23%

15%

26%

14%

6%

1%

4%

2%

7%

2%

100%

项 目
比重合计

份 数

表4 2005 ~2007年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来源

注院本表随机选取了7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袁以统计持续

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来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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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合谋是指审计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而迎合企业管理当

局，为其出具不当审计意见的行为。审计合谋动机的萌生有两

大缘起，一是由于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下职业判断空间的存

在而诱发审计合谋，可称之为规则诱致性审计合谋；二是纯粹

的会计造假而导致的合谋（如虚构相关凭证以虚增利润、漏列

业务以虚减成本等），可称之为违规性审计合谋。前者为隐性

合谋，是以规则为掩护而进行的，如会计人员对公允价值的确

定、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以及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确定都需

要运用职业判断，他们判断的出发点可能不是遵循客观情况，

而是将其作为盈余操纵的工具；再如审计人员在实施项目审

计时，虽然已按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所有的程序，但在执行

的程度上却没有达到鉴证工作的客观要求，只是流于遵循审

计准则规定的形式。违规性审计合谋为显性行为，无论何种形

式的合谋，均会损害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扰乱证券市场秩

序。区分两种类型的合谋，目的在于让审计合谋的治理更具针

对性，更为有效。本文研究主要针对规则诱致性审计合谋。

一、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与审计合谋动机的关系分析

会计信息公开披露质量的高低往往受到两个过程监控程

度的影响：一是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二是会计信息的鉴证，

即审计过程。会计准则规范了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但也留下

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为公司提供了盈余操纵的范围；审计

准则规范了会计信息的鉴证过程，同时也留下了审计职业判

断的空间。公司盈余操纵范围与审计职业判断空间共同对规

则诱致性审计合谋的动机产生影响（见图 1）。

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与结果均由会计准则决定。目前世

界各国制定的会计准则的类型主要有原则导向型、规则导向

型和目标导向型三类。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会计准则，都不同程

度地留下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原则导向型倾向于以简单、

阴窑92窑 下旬

规则诱致性审计合谋动机：

一个准则变迁的视角

张 薇

渊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 长沙 410205冤

【摘要】审计合谋动机的萌生有两大缘起，一是规则诱致性合谋，二是违规性合谋。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均因

其在执行中需要运用职业判断而为规则诱致性审计合谋提供了可乘之机。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准则的变迁只是从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和审计鉴证工作的质量，要扼制规则诱致性审计合谋行为，还需要通过细则进一步规范会计域

与审计域的职业判断，强化执业者对具体准则的认知与领悟，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关键词】审计合谋 动机 准则变迁 盈余操纵范围 职业判断

理的专业判断，首先运用“自上而下”的审计思路对企业的战

略管理进行分析，以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为导向进行严密的

逻辑推理，明确审计的范围和重点，以确定相关审计目标和审

计程序。然后，通过实施审计程序并结合取证的结果进行重要

性判断，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判断会计报表的风险，最终

形成审计意见。可见，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审计思路更清晰、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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