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号———财务报表审计

的目标和一般原则》将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确定为“对财务报

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其中，“公允性”是指“财

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什么是重大方面？这就需要运用重

要性概念。《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号———重要性》

（简称“第 1221号准则”）第三条规定：重要性取决于在具体环

境下对错报金额和性质的判断。如果一项错报单独或连同其

他错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做出的经济决

策，则该项错报是重大的。重要性的应用贯穿于审计的全过

程，本文重点分析重要性在审计调整、审计意见类型确定上容

易混淆的问题。

一、重要性与审计调整的关系

注册会计师完成控制测试、实质性程序和特殊项目审计

后，对审计中发现的审计差异内容，应根据审计重要性原则予

以初步确定、汇总，并建议被审计单位进行调整。审计差异内

容按是否需要调整账户记录可分为核算错误和重分类错误。

核算错误是因企业对经济业务进行了不正确的会计核算而引

起的错误，用审计重要性原则来衡量，可分为建议调整的不符

事项和不建议调整的不符事项。

1. 建议调整的不符事项。淤对于单笔核算误差超过所涉

及财务报表项目（或账项）层重要性水平的，应视为建议调整

的不符事项。于对于单笔核算误差低于所涉及财务报表项目

（或账项）层重要性水平，但性质重要的，应视为建议调整的不

符事项。盂当若干笔同类型未调整不符事项汇总数超过财务

报表项目（或账项）层重要性水平时，应从中选取几笔转为建

议调整的不符事项，过入调整分录汇总表，使未调整不符事项

汇总金额降至重要性水平之下。

2. 不建议调整的不符事项。对于单笔核算误差低于所涉

及财务报表项目（或账项）层重要性水平，并且性质不重要的，

一般应视为未调整不符事项。

二、具体错报和推断误差的处理

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之前，需要评估尚未更正错

报的汇总数是否重大。按照第 1221号准则规定：尚未更正错

报的汇总数包括“注册会计师已识别的具体错报，包括在以前

期间审计中已识别但尚未更正错报的净影响额”和“注册会计

师对不能明确识别的其他错报的最佳估计数，即推断误差”。

该准则指南对已识别的具体错报和推断误差作了进一步说明。

1. 已识别的具体错报。已识别的具体错报是指注册会计

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能够准确计量的错报，包括下列两

类：淤对事实的错报。这类错报产生于被审计单位收集和处理

数据的错误，对事实的忽略或误解，或故意舞弊行为。于涉及

主观决策的错报。这类错报产生于两种情况：一是管理层和注

册会计师对会计估计值的判断差异；二是管理层和注册会计

师对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的判断差异。

2. 推断误差。推断误差是注册会计师对不能明确、具体

识别的其他错报的最佳估计数。推断误差通常包括：淤通过测

试样本估计出的总体的错报减去在测试中发现的已经识别的

具体错报。于通过实质性分析程序推断出的估计错报。

将尚未更正错报汇总数与财务报表层重要性水平进行比

较，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淤如果尚未更正错报汇总数低于

重要性水平，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不重大，注册会计师可以发表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于如果尚未更正错报汇总数超过了

重要性水平，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可能是重大的，注册会计师应

当考虑通过扩大审计范围或要求管理层调整财务报表降低审

计风险。在任何情况下，注册会计师都应当要求管理层就已识

别的错报调整财务报表。

如果已识别但尚未更正错报的汇总数接近重要性水平，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该汇总数连同尚未发现的错报是否可能

超过重要性水平，并考虑通过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或要求管

理层调整财务报表来降低审计风险。

三、实务中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 1221号准则对于重要性在审计

调整和审计意见类型的确定方面的规定是比较明确的，但在

实务操作中有两个容易混淆的问题：

其一，第 1221号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任何情况

下，注册会计师都应当要求管理层就已识别的错报调整财务

报表。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对于单笔核算误差低于所涉及财务

重要性与审计调整、审计意见类型

重 庆 工 学 院 财 会 研 究 与 开 发 中 心 李 歆 重 庆 煤 炭 第 一 建 筑 安 装 工 程 公 司 邱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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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或账项）层重要性水平，并且性质不重要的，一般应

视为未调整不符事项。这样，对于已识别的、低于所涉及财务

报表项目（或账项）层重要性水平且性质不重要的错报，是建

议调整还是不建议调整在实务中难以把握。

其二，当尚未更正错报的汇总数超过重要性水平时，注册

会计师应当考虑通过扩大审计范围或要求管理层调整财务报

表降低审计风险。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尚未更正错报的汇总数

包括已经识别的具体错报和推断误差，在建议管理层进行调

整时，是建议调整该项目的全部汇总错报还是建议调整已经

识别的具体错报？

四、重要性决策的基本思路

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被审计单位对

报表的调整必须有依据。对于推断的误差，只能通过扩大审计

范围给予证实，而不存在建议调整和不建议调整之分。因为推

断误差是注册会计师利用审计抽样或其他审计程序推断出报

表中可能存在的错报，它是一个估计数，被审计单位不会也不

可能据此调整报表。

对于已识别的、低于所涉及财务报表项目（或账项）层重

要性水平且性质不重要的错报，是建议调整还是不建议调整

需要视情况而定。如下图所示，注册会计师在估计出报表层重

要性水平后，通过分配或不分配的方法确定认定层的重要性

水平，然后据以实施审计程序、收集证据。对于识别出的具体

错报，如果大于认定层的重要性水平，则建议被审计单位进行

调整；如果小于认定层的重要性水平且性质不重要，则不建议

调整，但仍然将其记录在工作底稿中。

在完成各循环的实质性程序后，将建议调整但被审计单

位拒绝调整事项、不建议调整事项和推断误差汇总在一起形

成尚未更正错报汇总数，并将其与报表层重要性水平进行比

较。如果尚未更正错报汇总数小于报表层重要性水平，注册会

计师可以发表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尚未更正错报汇

总数大于报表层重要性水平，注册会计师有两种处理方法：一

是建议被审计单位调整所有已识别的具体错报，这时不再区

分该错报是否超过认定层的重要性水平；二是扩大实质性审

计的范围，以确定推断误差是否为真实错报。这两种处理方法

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同时进行。处理完毕后再汇总并与报表

层重要性水平进行比较，如果尚未更正错报汇总数小于报表

层重要性水平，则可发表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尚未更

正错报汇总数仍大于报表层重要性水平，则视其重要程度发

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当未更正错报

汇总数中的已识别未更正错报汇总数接近报表层重要性水平

时，注册会计师可以建议被审计单位调整所有已识别的具体

错报，也可以追加审计程序以确定错报的真实性。处理完毕后

再汇总并与报表层重要性水平进行比较。

结论：第 1221号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对注册

会计师在发现尚未更正错报汇总数大于报表层重要性水平后

所作的要求，而建议调整与不建议调整是在汇总错报前，它们

所属的时间不同，两者不存在矛盾。

例：如下表（表中金额单位为万元）所示，假设注册会计师

在对某公司进行审计时，除发现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和存货均

存在两项错报外，其他项目无错报。根据认定层的重要性水

平，注册会计师将应收账款的淤（12>10）、固定资产的淤（80>

50）和于（60>50）列为建议调整事项，其余为非调整事项。被

审计单位对应收账款淤和固定资产淤进行了调整，但拒绝接

受固定资产于的调整。根据已识别的错报，分别推断出的误差

为：应收账款 50万元，固定资产 130万元，存货 40万元，总计

220万元。将未调整错报（110万元）与推断误差（220万元）进

行加总，总计 330万元。若报表层重要性水平为 400万元，则

注册会计师可直接发表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若报表层重要

性水平为 300万元，则注册会计师应建议调整全部尚未调整

错报（110万元），或扩大实质性审计的范围，以证实推断误差

（220万元）是否为真实错报。若被审计单位拒绝调整，且扩大

实质性审计范围后证实 220万元推断误差确为错报，则注册

会计师应发表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上例中，如果已识别尚未调整具体错报为 290万元，不存

在推断误差，报表层重要性水平仍然为 300万元。此时，注册

会计师可建议被审计单位调整全部尚未调整错报（290 万

元），或追加其他审计程序，以确定是否存在尚未发现的错报。

如果被审计单位接受调整建议，则发表无保留意见。如果被审

计单位拒绝接受调整建议，而追加其他审计程序后又发现尚

未发现的错报 40万元，则注册会计师应发表保留意见。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指

南.北京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袁2006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审计.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7

无保留意见

已识别

具体错报

建议调整110
万元或扩大
审计范围

报表
层重
要性
水平

400

300

尚未更
正错报
的汇总
数

55

190

85

330

推
断
误
差

50

130

40

220

5

60

45

110

淤

淤

于

淤于

建
议
调
整

淤

淤于

认定
层重
要性
水平

10

50

40

5

60

15

12

80

30

应收账款

固定资产

存 货

合 计

进一步处理

未

调

整

已

调

整

不
建
议
调
整

项 目

于淤

202

援 财会月刊渊会计冤窑29窑阴

审
计
程
序

分
解

认
定
层
重
要
性
水
平

报表
层重
要性
水平

无保
留意
见

保留
或否
定意
见

建
议
调
整

已识别
未更正
错报汇
总数

具
体
错
报

建议调整
已识别的
具体错报
或扩大审
计范围

无保留
意见

未
更
正
错
报
汇
总
数

报
表
层
重
要
性
水
平

未
更
正
错
报
汇
总
数

报
表
层
重
要
性
水
平

不
建
议
调
整

约

跃
约

跃

｛ ｝
｝

抑

重要性决策过程

建议调
整或追
加审计
程序

推
断
误
差

报
表
层
重
要
性
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