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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理学角度来看袁效率是指法律效益与法律成本之比遥

提高法律效率袁主要是解决法律的经济性要要要减少立法与执

法尧守法的耗费袁谋取最大的法律收益遥 审计准则效率是审计

准则的效益与成本之比遥 其中袁审计准则效益指审计准则对

社会公众的有用性和利益性曰审计准则成本包括审计准则的

制定成本和执行成本两个部分遥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袁审计

准则效益就是制度收益袁而审计准则成本就是制度的交易费

用遥 从制度层面来看袁审计准则效率就是审计准则制度收益

与制度的交易费用之比遥

一、审计准则效率

审计准则对审计域秩序的偏离程度是决定审计准则质

量高低的根本因素袁从而也是决定审计准则效率高低的最根

本因素遥 同时袁审计责任尤其是审计法律责任保障准则的执

行效率袁对审计准则效率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袁但这种影响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遥 对此袁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遥

员援审计准则对审计域秩序偏离程度的大小是决定审计准

则效率高低的最根本因素遥 审计准则对审计域秩序的偏离程

度袁 决定着审计准则本身的质量从而最终决定审计准则效

率遥 这主要通过审计准则的潜在收益体现出来遥 审计准则效

率问题的关键在于审计准则本身遥 人们若要追求自身利益袁

审计准则效率问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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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审计准则效率内涵尧审计准则效率决定因素及审计准则效率如何改进等几个方面的研究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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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择约憎 辕 渊枣原凿冤袁审计师将实施一般审计遥

猿援对审计师道德的考虑遥前面假定审计师是理性经济人袁

即他们是野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冶的追求者袁但并没有明

确地定义审计师为道德的或不道德的遥 审计师为避免审计失

败而执行追加审计袁并不是出于任何道德因素的考虑遥 要使

博弈模型对审计师道德因素也进行考虑袁其一取决于审计师

执行审计工作的职业道德要求袁这要求审计师遵循相关职业

道德以合理确信会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曰其二要求审计师

对于审计失败承担更多的责任遥 合理确信概念要求审计师对

审计的计划和执行提供合理的而不是绝对的保证袁以确保所

有重大错报被发现袁这隐含着重大错报存在于会计报表中而

不被发现的可能性遥 因此袁这一概念与我们的福利博弈模型

并不一致遥 通过对福利博弈模型加以约束袁可将合理确信这

一要求放入模型中袁即要求审计失败的概率不能超过某一底

线遥 审计师可以这样来解这一有约束条件的福利博弈模型院

先解无约束的博弈袁 检查其是否有满足这一约束的最优解遥

如果约束条件满足了袁可接受的审计失败风险就较低袁这时

审计师就可运用无约束的福利博弈策略遥 否则袁审计师不得

不增加选择野进冶的概率袁以促使客户选择野退冶遥 这样袁审计失

败的概率便减少袁直到达到合理确信的水平遥 当然袁审计师需

要为道德付出增加审计成本的代价遥 要求审计师对审计失败

承担更多的责任袁将使审计失败成本高于枣袁从前文中我们知

道客户选择野进冶的概率随 枣的增加而减少袁因此审计失败成

本的增加将使客户不太可能选择野进冶袁审计失败概率将会降

低遥 总之袁道德的审计师将促使道德的客户或者更多的客户

选择野退冶遥

上述福利模型的解表明袁如果客户是不道德的袁审计失

败和过度审计都是不可避免的曰如果审计师是道德的袁客户

会更道德地选择野退冶的策略袁但审计失败也无法彻底避免遥

只有客户是道德且胜任的才能避免审计失败和过度审计曰如

果客户是道德的但不胜任渊非故意地虚报会计报表冤袁审计失

败和过度审计同样不可避免遥 决定选择一种审计策略时袁审

计师必须评估客户是否道德及其胜任能力以做出决策遥 本文

所运用的简单的博弈模型为未来多阶段的博弈奠定了基础袁

多阶段的博弈有助于对客户关系尧审计师更换尧审计师轮换

等审计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遥

主要参考文献

淤张文斌援不同审计委托模式下审计合谋的博弈分析援审

计与经济研究袁圆园园缘曰员

于鲁桂华援审计处罚强度与审计覆盖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及其政策含义援审计研究袁圆园园猿曰猿

盂王广明袁张奇峰援注册会计师野诚信冶的经济学分析援会

计研究袁圆园园猿曰源

榆谢识予援经济博弈论援上海院复旦大学出版社袁圆园园圆

渊侧重效益层面冤

渊侧重成本层面冤

审
计
准
则
效
率

审计准则本身质量

审计准则执行效率 审计法律责任

审计域秩序

援 财会月刊渊理论冤窑猿缘窑阴



阴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必须付出努力遥 一般来说袁努力有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

两种形式遥 生产性努力是指一个人为了获得收入而进行的创

造新财富的活动遥 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袁一个人生产性

努力的结果表现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遥 分配性努力是指一个

人将别人已有的财富转变为自己财富的活动遥 在其他情况不

变的条件下袁一个人的分配性努力不仅不会增加社会总财富

反而使其减少遥 审计准则作为一种产权制度袁能够对各产权

主体的产权份额做出度量和界定袁而这种再度量和再界定是

否真实尧公允则要追溯到审计域秩序遥

审计域秩序是利益相关者依据各自的投资指数向量所

进行博弈的纳什均衡在审计规则上的体现遥 审计域秩序是各

产权主体一致认可的利益监管与分配规则袁它是一种自生自

发的秩序袁是一种动态均衡遥 理想的审计准则应与审计域秩

序相重合遥 但是袁人类有限性及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审

计准则与审计域秩序的偏离是客观存在和绝对的遥 偏离程度

越大袁审计准则本身的质量越低曰偏离程度越小袁审计准则本

身的质量越高遥 这种偏离程度是决定审计准则效率高低的最

根本因素袁是衡量审计准则效率的根本标准袁它通过决定审

计准则本身的质量进而决定审计准则效率遥 这种偏离不可能

消除袁只能缩小袁并且这种偏离决定了一部分产权份额留在

了野公共领域冶袁成为野共有财产冶袁进而影响到行为人的分配

性努力的空间和范围遥 攫取野共有财产冶需要耗费资源遥 正因

为这种偏离袁 生产性努力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

伤遥 可见袁这种偏离对审计准则效率的影响主要是从审计准

则潜在效益层面来体现的遥

圆援审计法律责任对审计准则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遥

一般认为袁 审计责任总体上可划分为法律责任和非法律责

任遥 其中袁非法律责任主要指职业道德责任袁违反后通常采

用舆论方式予以批评尧谴责遥 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法律责任袁审

计法律责任指审计主体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渊如违

约尧过失或欺诈等冤所应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遥 人们之

所以关注审计法律责任袁 是因为违法者的权和利将会受

到损害遥 也就是说袁审计违法主体侵犯了外部产权主体的

利益边界袁由于产权具有约束功能袁从而外部产权主体会寻

求法律保护遥 审计违法主体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实质性

地减少自己的产权份额袁这就是审计法律责任之所以重要的

经济学解释遥

产权也可以定义为两种平等所有权之间的权责利关系遥

政府在参与审计准则制定和发布的同时袁为了保证审计准则

的执行效率袁在给予审计主体权利的同时袁也明确规定了相

应的审计责任袁尤其是审计法律责任袁以明晰权利与责任遥 审

计法律责任是与审计准则相伴而生的保护产权的制度袁它能

保障审计准则的顺利实施遥 因此袁审计法律责任界定对审计

准则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袁 它是衡量审计准则效率的重要标

准遥 但是这种影响的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院一方面袁审计法律

责任的界定本身也是一种不完全合约袁不同的审计准则在界

定人们的产权份额时存在很大差别遥 如果审计准则所界定的

产权利益边界与人们正当产权利益边界存在很大差距袁那么

在这种审计准则下袁攫取野共有财产冶的分配性努力或掠夺被

制度化了袁审计法律责任对审计准则制度化的维护和保证就

是对分配性努力或掠夺的保证遥 此时审计法律责任的界定对

审计准则效率的影响是消极的遥 另一方面袁如果审计准则所

界定的产权利益边界与正当产权利益边界一致或接近袁那么

在这种审计准则下袁 生产性努力受到了制度的内在激励袁审

计法律责任对其制度化的维护和保证就是对生产性努力的

激励和保护遥 此时袁审计法律责任的界定对审计准则效率的

影响是积极的遥 总之袁从审计法律责任对审计准则效率的考

察来看袁其侧重的是效率的成本层面遥

二、提高审计准则效率的思路

员援审计准则变迁遥我们应从整体上及时尧准确地把握审计

域秩序的变化袁适时推行审计准则变迁袁缩小审计准则对审

计域秩序的偏离区间遥 通过直接提高审计准则的质量袁从根

本上提高审计准则效率遥 为了提高审计准则效率袁在把握审

计域秩序动态变化的同时袁 应适时进行审计准则的变迁袁以

缩小偏离区间遥 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

迁中袁往往也需要政府来促进变迁的过程遥 笔者认为袁审计准

则的变迁应以诱致性变迁为主尧强制性变迁为辅遥 因为诱致

性变迁是由获利机会所激发的公共选择过程袁是一种集体行

动的逻辑袁它是审计准则变迁的内在驱动力遥 当诱致性变迁

达到一定程度时袁 政府应站在战略的高度实行强制性变迁袁

将诱致性变迁的结果固定下来袁 加快审计准则变迁的过程遥

两种类型的变迁分别从方向和时间维度保证准则变迁的高

质量和高效率袁缩小偏离区间袁提高准则本身质量袁进而从根

本上保证审计准则的高效率遥

圆援审计法律责任归责遥 法学界应以野结果理性为基准袁程

序理性为参考冶作为审计法律责任归责的指导思想袁坚持野无

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袁过错责任原则为辅冶的归责原则袁使其在

客观上成为审计准则变迁的外在驱动力袁缩小程序理性对结

果理性的偏离区间袁实现程序理性向结果理性靠拢袁并通过

提高审计准则的执行效率间接提高审计准则效率遥 西蒙在

员怨苑愿年提出了著名的野程序理性标准冶和野结果理性标准冶遥 法

理学界认为袁现在世界各国立法趋势已逐渐由野过错责任原

则冶转向同时实行野无过错责任原则冶遥 无过错责任原则以保

障社会安全尧维护公众利益为出发点袁而这正是审计职业存

在的根基遥 笔者认为袁审计职业存在的基础决定了应坚持

无过错责任原则袁 但审计技术的局限性又决定了应参考过

错责任原则遥 从表面上来看这不利于审计业的发展袁但实

际上意味着注册会计师行业只是暂时让出一部分产权利益袁

以最终实现自身尧公众与司法界的博弈均衡遥 这在客观上

可以从外部推动审计准则变迁袁使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之间

的差距变小遥 通过从外部推进准则执行效率的改善袁间接提

高审计准则效率袁这有利于重塑审计职业权威袁符合行业长

远发展的需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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