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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审计假设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现有审计假设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重构审计假设体系的基本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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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计假设研究产生至今，虽然学者们对于如何构建审

计假设体系提出了许多不同观点，但至今尚未有一个观点能

够获得公认。笔者认为，公认审计假设体系至今尚未建立的

根源在于人们对于审计假设的含义、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还

缺乏统一、清楚的认识。没有统一、明确的理论作指导，任何

研究都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要构建公认的审计假设

体系，必须首先明确审计假设的含义、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再用统一、明确的基本理论来指导实践。

一、审计假设基本理论研究

审计假设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单纯依靠审计领域的

研究，很难确定其真正含义。

由于审计假设和会计假设在含义、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十

分相似，而且会计假设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因此我们选择

由会计假设入手，导出审计假设的相关基本理论。

1. 对会计假设的分析。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认可的会计

假设主要有四项：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

设和货币计量假设。其中，会计主体假设界定了会计核算的

空间范围。依据会计主体假设，企业在确定会计核算范围时

需对自身的经济活动与其他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企业投资

者的经济活动进行合理区分。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

共同界定了企业会计核算的时间范围。货币计量假设为会计

系统准确计量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提供了通用工具。从以上

分析可以得出，这四项假设的共同点在于：淤它们都是通过

分析会计领域的常见会计现象得出的会计运行必备的前提

条件，是对会计运行条件所作的基本限定；于它们都来源于

会计运行的外部环境，是为适度简化会计活动，对会计运行

条件在几种可能情况下做出的合理选择；盂它们都带有一定

的假定性，并未涵盖所有的现实情况。会计假设的这三个共

同点揭示了“假设”一词的含义与本质。

2. 审计假设含义与本质辨析。目前理论界对于审计假设

的含义主要有两种解释：淤审计假设是指对审计领域中一些

尚未确知和无法直接验证的事物，根据客观情况或发展趋势

所作的合乎逻辑的判断和认定；于审计假设是指在特定社会

环境中，决定审计进行的一系列前提条件。第一种解释实际

上混淆了审计假设与审计假说的区别，而第二种解释则认为

审计假设就是审计前提。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未能揭示

审计假设的真正含义与本质。要想对审计假设的含义与本质

做出正确诠释，必须首先明确以下两点：

（1）审计假设并非审计假说。审计假设的研究对象不是审

计领域尚未确知和无法直接验证的事物，那些对审计领域尚

未确知和无法直接验证的事物所进行的推断或认定应当叫做

假说，而非假设。假说与假设完全不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

看，假说是科学知识的一种形态，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对

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研究，从而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有待证明的

思想与观点。假说的提出是为了解释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现象。

而假设是为了适度简化实践，对实践运行的外部条件所作的

基本限定。假说与假设最大的区别在于，假说是结论性的东

西，其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证明；而假设是用于推导结论的设

定前提，不需要证明。对假设的检验主要在于验证假设在推

理过程中的逻辑适当性，即由特定假设是否能够恰当地推导

出预期的结论。

（2）审计假设不同于审计前提。假设是前提，因为假设是

事物发生或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假设出发可以推导出相应的

结论。但前提不一定是假设，以前提替代假设不能揭示出假

设的本质。也就是说，假设是带有一定假定性的基本前提。

总之，审计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

段，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服务。然而，环境总是复杂多变的，

审计要在持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

各种变化莫测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总结出最基础、最本质的环

境特征或关系，作为开展审计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依据。这种

对审计外部运行环境的合理选择和限定就是审计假设。

由此，审计假设的含义应界定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

济环境中，为适度简化审计实践，对审计外部运行条件所作的

合乎逻辑的选择与限定。审计假设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限定

条件，其作用在于为现有审计原则和审计方法的应用提供一

个客观基础。

二、现有审计假设体系简介

1. 莫茨和夏拉夫的八项假设。主要包括：淤财务报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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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是可验证的；于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管理者之间

没有必然的利害冲突；盂呈报检查的财务报表和其他信息资

料不存在舞弊和其他非常错误；榆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可以

减少错弊发生的可能性；虞一贯运用的公认会计原则可以使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得到公允表达；愚如果没有明确

的反证，对被审计单位来说，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将来

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舆审计师完全有能力独立审查财务资

料并表达意见；余独立审计师承担的职业责任与其职业地位

相称。

2. 汤姆·李的三类十三项假设。

（1）基本证据假设。主要包括：淤没有充分的理由信任所

有的账目；于对年度会计信息可信性的鉴证是最迫切的审计

要求；盂审计是提高账目可信性的最佳手段；榆通过审计，账

目的可信性是可以提高或验证的；虞股东对会计信息的可信

度是不满意的。

（2）行为假设。主要包括：淤审计师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利

害冲突并不妨碍审计的实施；于法律并不限制审计师的地位；

盂审计师在精神和地位上是独立的；榆审计师有承担任务的

充分技能；虞审计师能对其工作的意见和质量负责。

（3）功能假设。主要包括：淤审计师可能获取充分可靠的

审计证据并以适当的形式在合理的时间与成本范围内进行审

计；于内部控制的存在可使账目摆脱严重错弊；盂公认会计概

念与基础的适当性和一致性可以导致公允表达。

3.弗林特的七项假设。主要包括：淤审计是以受托经济责任

关系或公共责任环境的存在为首要前提的；于受托经济责任

的内涵太微妙、太复杂、太重要，以致没有审计，该种责任的解

除就无法解释清楚；盂审计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地位的独立性

和在调查与提供报告方面免受约束；榆审计的对象，如行为、

业绩、成果、业务记录、财务状况或与此有关的事实都可以通

过证据予以证实；虞可以为行为、业绩、成果和信息质量等确

立责任标准，可对行为、业绩、成果和信息质量的实际状况进

行计量并与一定标准进行比较，计量与比较的过程需要专门

的技能和专业判断；愚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和其他资料的

涵义、重要性和目的是清晰的，通过审计可对其清晰性做出明

确的表达；舆审计可以产生经济或社会效益。

三、现有审计假设体系存在的问题

评判一项判断能否成为假设的最直接的方法是在该判断

语句前加上“假设”二字，看其能否构成一项前提；假设的含义

与本质则是评判假设的根本方法，两种方法应当结合运用。用

这两种方法审视上述三种假设模式，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判

断都不符合审计假设的标准，具体体现在：

莫茨和夏拉夫的第淤、榆、舆、余条判断 ，汤姆·李提出的

第一类判断、第二类第盂、榆、虞条判断、第三类第淤条判断，

以及弗林特提出的所有判断前面都不能添加“假设”二字，它

们混淆了审计前提与审计假设的区别，不具有任何假定性，也

没有任何选择和推理的余地。这些判断有些是明显的事实，有

些则是审计必须达到的要求。这样的判断只能被称为审计前

提，不能被称为审计假设。

莫茨和夏拉夫的第于、盂、虞条判断，汤姆·李的第二类第

淤、于条判断和第三类第于、盂条判断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

被称为审计假设。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审计假设虽然带有

一定的假定性，但总体来说还是客观的。

审计假设来源于审计运行的客观外部环境，并需要符合

一定的客观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假设，不能为推导工作提

供任何前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也不能被称为审计假

设。以莫茨和夏拉夫的判断为例，其第于、盂条判断不符合客

观事实的状况已为大家所公认，无须过多说明。而第虞条判

断，同样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公认会计原则

都会为被审计单位表达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几种

备选的方法，被审计单位选择并一贯运用的公认会计原则能

否使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得到公允表达，还有待审计

人员的检查。

四、重构审计假设体系的基本思路

从研究审计领域中的常见现象出发，由这些现象逆推出

审计现象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研究审计假设的一种基本

方法。现代审计实践中有两个基本现象不容忽视：一是审计师

所要检查并发表鉴证意见的对象通常为被审计单位当年的会

计报表和其他财务资料。其中隐含着一条重要审计假设，即莫

茨和夏拉夫提出的第愚条假设，该假设明确了审计对象的范

围和审计人员的责任范围。它指出如果与本期相关的前期资

料以前经审查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除非有确切相反的证据

证明前期资料有误，否则将不需要对那些前期资料进行重新

检查与调整。二是抽样审计。抽样审计中隐含着两条重要假

设：淤重要性水平以下的会计项目的错报、漏报不会影响总体

审计结论；于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测试与评估，可以帮助

审计人员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程序。既然以莫茨和夏拉夫

为代表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可以减少错

弊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测试与评

估，可以帮助审计人员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程序”这条假

设就是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的，它可以成为内部控制测试与评

估这一重要审计程序存在的前提，为制度基础审计和风险基

础审计提供客观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审计假设体系至少应由以

下三项假设构成：淤如果没有明确的反证，对被审计单位来

说，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将来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

于重要性水平以下的会计项目的错报、漏报不会影响总体审

计结论。盂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测试与评估，可以帮助审

计人员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程序。

虽然这一体系尚未涵盖开展现代审计工作所必需的所有

重要前提，但随着审计假设研究的深入，这一体系必将会不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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