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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审计目标及其产生原因

后安然时代，降低信息风险已成为审计人员的主要审计

目标。这一审计目标有着丰富的内涵，多元化是其鲜明的特

征。审计人员除了对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发表意见，还对审计客

体的风险、可持续发展、公司治理有效性、内部控制有效性等

方面进行评价和鉴证。现代审计目标的产生基于以下原因：

1. 满足社会公众财务信息多样化的需求。随着社会公众

信息需求范围的不断扩大，传统的财务信息已无法满足其需

求。由于长期以来受制于公认审计准则，审计行业致力于生产

一种标准的以复核性为导向的审计产品，而对财务报表外的

信息不发表意见，但社会公众认为财务报表外的信息是至关

重要的。满足社会公众这种财务信息多样化的需求的潜在方

法就是推行管理审计，也就是对所揭示的企业管理活动的信

息（包括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和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全

面评价。Cohen 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财务报表审计并不只

是“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而是“经营者报告职能的审计”或

者“财务报告整体过程的审计”；审计人员应该在审计报告中

明确是否同意董事会报告中有关会计控制的记载，如果内部

控制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而没有得到改善，董事会报告中也没

有予以披露，那么审计报告就应对其进行反映。遗憾的是，这

种主张审计职能应该回归到控制、建议修改标准审计报告、从

社会的角度看待财务报表审计的 Cohen委员会的报告并没

有被完全采纳和在新的审计准则中体现。美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AICPA）于 1995年提出对审计报告进行改革的建议，指出

应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对非会计信息评价的内容，目的在于增

强信息的可信性，也就是降低信息风险。

2. 法律责任范围日益扩大。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审

计人员的法律责任范围在日益扩大，而审计的建设性职能范

围却在日益缩小。审计发展到今天已具有一种社会职能，将审

计范围局限于会计数据是极为不妥的，审计应满足社会公众

的需求，对企业管理行为或业绩进行评判。审计人员会受到诉

讼威胁，其对企业业绩进行评判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判断，这背

离了审计履行鉴证职能以增强信息可靠性的本质，从而审计

无法深入到非会计信息所能反映的领域。这时就存在两种选

择：一种是审计职业界进行自我挑战，也就是扩大审计的鉴证

职能范围；另一种是审计职业被其他职业替代。显然，为了保

证审计职业能继续生存与发展，明智的选择应是第一种，也就

是提供更多的鉴证服务，对企业管理当局揭示的信息进行全

面评价，从而降低信息风险。

3. 使审计人员充分发挥审查企业管理活动信息的能力。

经过长期的实践，审计人员已初步具备了审查技术。长期以

来，审计人员在做好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地从事

管理咨询活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审计行业虽然也制定了

鉴证准则，但审计人员的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从而

审计人员为保护自己并不发表肯定意见。若审计人员的行为

能得到法律保护，则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也是可能的。正是基于

这一背景，AICPA发布了《审计准则公告第 78号———财务报

表审计中对内部控制的考虑》，明确将“内部控制结构”改为

“内部控制要素”，并将风险评估和信息监控列为内部控制要

素，同时明确其是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内容。

4. 法律上明确要求。在一系列造假丑闻的压力下，《萨班

斯—奥克斯利法案》于 2002年颁布。根据《萨班斯—奥克斯利

法案》第 404条款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相关规则的

规定，从 2004年 11月 15日以后的会计年度开始，对在 SEC

登记上市的公司的年报进行审计的审计人员必须在审计报告

中发表以下三个方面的审计意见：一是财务报表是否公允；二

是经营者所提供的会计年度末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是否

可靠；三是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有效。

二、现代审计目标下审计风险理论及其应用

审计风险理论的研究在现代审计理论研究中处于核心位

置，并对审计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审计风险概念是审计

风险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审计风险概念有利于构

建有效的审计风险模型。现代审计目标下的现代风险导向审

计与传统风险导向审计相比，其审计风险理论有着新的内涵。

1. 审计风险概念的广义化。传统风险导向审计认为，审

计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而注册会计师审

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审计风险包括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1983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

基于现代审计目标对审计风险理论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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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现代审计目标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现代审计目标下，应当广义化审计风险概念，在理

解和应用审计风险模型时应当放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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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委员会在《审计准则公告第 47 号———审计业务中的审计

风险和重要性》（SAS47）中将审计风险划分为总体风险和个

别风险两个层次，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审计人员对于含有重大

错报的财务报表，无意地未能适当修正审计意见的风险。

SAS47首次提出了审计风险模型，即：审计风险=固有风险伊

控制风险伊检查风险。SAS47的审计风险定义和审计风险模

型被英国审计实务委员会所接受，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下属的

审计实务委员会也于 1985年接受这一观点。我国在制定审计

准则时也借鉴了 SAS47中的审计风险定义和审计风险模型。

安然事件爆发之后，人们认识到传统风险导向审计在企

业高管人员舞弊欺诈面前毫无作用，于是审计理论界又对审

计风险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从而产生了现代风险导向

审计。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认为，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主体因审计

目标未实现、社会需求未满足而遭受损失或带来不利影响的

可能性。

2003年 10月，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颁布了新的

国际审计准则，该准则中的审计风险模型被修订为：审计风

险=重大错报风险伊检查风险。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又将重大

错报风险分为固定风险和控制风险，并指出固定风险和控制

风险是企业的风险，对固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分析就是对重

大错报风险的整合分析，而对检查风险应实施细节测试和实

质性分析程序。我国也对审计准则进行了类似修订，并于

2006年发布了现行审计准则。现行审计准则规定：审计风险

是指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

见的可能性。审计风险包括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重大错

报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检

查风险是指某一认定存在错误，该错误单独或连同其他错误

是重大的，但注册会计师未能发现这种错误的可能性。与原有

审计准则相比，现行审计准则对审计风险的定义并没有实质

上的变化，但审计风险模型得到了重构，从原来的三因素模型

转变为二因素模型，即：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伊检查风险。

既然审计风险模型发生了变化，那么作为其基础的审计风险

概念也应发生变化。

其实，我国学者对审计准则中审计风险概念的“发表不恰

当审计意见”的措词早就产生了质疑。阎金锷和刘力云（1998）

认为，审计风险应该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它是指审计主体

遭受损失或受到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根据审计风险影响范围

的大小，可以将审计风险分为审计职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风

险和单个审计项目中审计人员面临的风险两种，前者又可被

称为“审计职业风险”，后者又可被称为“审计项目风险”。徐政

旦和胡春元（1998）认为，审计风险概念应从广义上解释，即不

仅包括审计过程的缺陷导致审计结果与实际不相符而产生损

失或责任的风险，而且包括经营失败可能导致公司无力偿债

或倒闭所可能对审计人员或审计机构产生影响的营业风险。

这种观点也被称为“损失可能论”。“损失可能论”是从审计行

为后果及风险本质上重新定义审计风险和构建审计风险模

型，其使人们能够更广泛、更全面地理解审计风险理论。

审计人员既要对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合法性发表意见，又

要考虑多元化审计目标的要求；既要以法律制度为标准，又要

考虑“深口袋”效应；既要关注审计过程，又要考虑损失的可能

性。审计风险概念已由狭义的“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转变为

广义的“损失可能论”。

2. 理解和应用审计风险模型时应放宽视野。模型不是具

体量化的工具，新的审计风险模型为审计人员提供了一种新

的审计逻辑思维方式和途径。同时，新的审计风险模型应适应

审计目标多样化的需要，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财务报表公允性

发表意见的审计目标上。财务报表中的信息可能存在错误，财

务报表外的信息也可能存在错误，审计程序的执行就是要消

除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的错误信息。重大错报风险包括企业、

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等多方面的风险因素，纳入了可能导致信

息风险的所有因素，它不是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简单合并。

同时，审计工作是以评估重大错报风险作为起点和导向的，审

计工作本质上应与现行审计目标紧紧相扣，以确保审计目标

的实现。重大错报风险是剩余风险，是审计客体的经营风险经

过企业风险管理系统后仍然存在的审计风险。在审计计划的

制订和修改过程中，既要遵循“从上到下”的原则，充分考虑可

能影响总体审计目标实现的所有风险，又要遵循“注重细节”

的原则，考虑可能影响具体审计目标实现的风险。从行业状

况、监管环境、企业性质以及企业的战略管理分析入手，以战

略风险和经营风险为导向，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一步一步地

落实审计程序。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应突破内部控制对审计

人员的可能束缚，充分保持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在充分挖掘外

部证据的同时，审计人员还必须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以收集

内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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