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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悦怎泽澡蚤灶早在对审计意见购买问题的研究中考虑到了

道德因素之外袁国内外较少有学者对客户和审计人员的道德

水平加以考虑遥 本文试图通过运用一般的福利博弈模型来解

释会计报表中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袁并引入道德因素对模型

进行深入探讨遥

一、从斗鸡博弈到福利博弈：模型的选择

员援斗鸡博弈遥在斗鸡博弈中袁两个人举着火棍分别从独木

桥的两端走向中间袁他们要么继续前进袁要么退下阵来遥 若

两个人都继续前进袁则两败俱伤曰若一方前进而另一方退

下阵来袁那么前进者取得胜利袁退下来的一方则被看做是失

败者曰若两人都退下阵来袁则两人都是失败者遥 其得益矩阵如

表员所示院

设葬为博弈双方野进冶的概率袁则渊员原葬冤为博弈双方野退冶的

概率袁 因此这一博弈的均衡解为院葬伊园垣渊员原葬冤伊员越葬伊渊原猿冤垣

渊员原葬冤伊圆袁则葬越员 辕 源遥

这一博弈的均衡策略为混合策略袁 每一个博弈方有员 辕 源

的概率选择野进冶袁猿 辕 源的概率选择野退冶遥 如要对社会有益则至

少有一个博弈方应选择野退冶袁其概率为渊员原葬伊葬冤袁即园援怨猿苑 缘遥

换句话说袁如果是重复博弈袁对社会不利的结果发生的概率

为远援圆缘豫遥

在审计背景下袁可以用斗鸡博弈做出这样的解释院客户

可能会虚报会计报表渊如虚增收入冤袁其要么选择野进冶渊即虚

报冤袁要么选择野退冶渊即如实编报冤遥 但客户的会计报表在审计

之前已经编制好了袁而审计师并不知道客户的选择袁他必须

在实施一般审计和实施成本更高的扩大范围审计之间做出

取舍遥 如果审计师能观察到客户的行动袁其本身的决策就毫

不费力袁但审计师事先不知道客户的行为袁因此从博弈论的

角度来看袁客户和审计师是同时进行博弈袁也就是一种静态

博弈遥 审计师野进冶的意愿必定影响客户野进冶的意愿曰同样地袁

客户野进冶的意愿也会影响审计师野进冶的意愿遥

虽然斗鸡博弈提供了客户会计报表与审计师的努力之

间的直观模型袁但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袁这一模型对于客户与

审计师之间策略选择的描绘并不恰当袁因为客户与审计师在

博弈中选择同样行为渊都选择野进冶或都选择野退冶冤时的得益

并不相同遥

圆援福利博弈遥笔者认为袁将客户与审计师之间的博弈用福

利博弈来描述更为恰当袁表圆提供了福利博弈的得益矩阵院

虽然这一博弈与斗鸡博弈类似袁博弈双方有着同样的行

为选择要要要野进冶或野退冶袁但其得益却完全不同遥 从表圆中可以

看出袁这一博弈产生了一个不对称的得益矩阵遥 福利博弈的

解没有纯策略纳什均衡袁只有混合策略纳什均衡遥 例如袁当审

计师选择野退冶时袁客户更喜欢选择野进冶曰当客户选择野进冶时袁

审计师也更喜欢选择野进冶遥 解这一混合策略要根据各种行为

的概率建立一个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反应函数袁并且通过行

为选择使这一函数的选择效用最大化遥

设审计师选择野进冶和野退冶的概率分别为责和渊员原责冤袁客户

选择野进冶和野退冶的概率分别是择和渊员原择冤袁则审计师期望得益

耘越责咱圆择垣源渊员原择冤暂垣渊员原责冤咱原员园择垣苑渊员原择冤暂越员缘责择原猿责原员苑择垣苑袁

求导得院凿耘 辕 凿责越员缘择原猿遥 令员缘择原猿越园袁 则择越员 辕 缘袁 这是客户选择

野进冶的概率遥

客户期望得益耘越责咱原缘择垣渊原员冤渊员原择冤暂垣渊员原责冤咱缘择垣渊原员冤

渊员原择冤暂越原员园择责垣远择原员袁求导得院凿耘 辕 凿择越原员园责垣远遥 令员园责垣远越园袁

则责越猿 辕 缘袁这是审计师选择野进冶的概率遥

这一福利博弈有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袁客户和审计师都

可能选择野进冶袁也可能选择野退冶遥 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解显示了四种可能的结果院淤客户如实编制会计报表袁审计

师实施一般审计渊退袁退冤曰于客户如实编制会计报表袁审计师

实施扩大范围审计即过度审计渊进袁退冤曰盂客户虚报会计报

表袁审计师通过审计发现了渊进袁进冤曰榆客户虚报会计报表袁

审计师未发现渊退袁进冤遥 在结果榆中袁尽管审计师没有实施有

意的不道德行为袁但仍可能发生审计失败遥

可以看出袁即便审计失败会有较大的负得益袁但当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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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运用福利博弈模型来阐释会计报表审计中客户与审计师的行为袁给出了福利博弈模型的混合纳什均衡

解袁提出审计师在审计中应当事先评估客户的道德水平及胜任能力袁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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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野进冶尧审计师选择野退冶时袁审计失败仍会发生遥 这一发生

的概率为袁客户选择野进冶的概率渊员 辕 缘冤与审计师选择野退冶的

概率渊圆 辕 缘冤的乘积袁即圆 辕 圆缘或愿豫遥 这里袁审计失败是在客户实

施不道德行为的情况下审计师并非故意的结果遥 另外袁过度

审计行为也较为显著袁其发生的概率为审计师选择野进冶的概

率渊猿 辕 缘冤与客户选择野退冶的概率渊源 辕 缘冤的乘积袁即员圆 辕 圆缘或

源愿豫遥这是审计师发现和防止舞弊所做出的努力袁但这一努力

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袁而是博弈中审计师作为理性经济人所

做出的选择遥

二、福利博弈模型的一般解

可以将上述客户与审计师博弈得益简单地概括为表猿的

得益矩阵袁为了计算简便袁将渊退袁退冤的得益设为渊园袁园冤遥 审计

师的真实得益为审计收费减去成本袁 没有发生审计失败时袁

一般为正遥 当审计师选择野进冶即实施扩大范围审计时袁审计

师由此而需要追加的审计成本为憎袁因而其渊进袁退冤策略的得

益为原憎曰如果客户也选择野进冶袁便存在冲突袁由冲突而引起的

额外审计成本为凿袁 这些成本包括冲突带来的潜在损失如客

户关系被破坏尧更换审计师等遥 当审计师选择野退冶而客户选

择野进冶时袁审计师将支付审计失败成本枣袁假定枣大于渊憎垣凿冤袁

从一个现实的角度考虑袁这意味着审计失败的成本超过了扩

大范围审计和冲突的成本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袁这一假定

是关键的袁 没有这一假定袁 审计师将有严优上策袁 即选择

野退冶曰当客户选择野退冶时袁客户不必付出任何成本遥 当客户选

择野进冶时袁虚报被发现渊审计师选择野进冶冤的成本为糟曰如果审

计师选择野退冶袁客户虚报不被发现的得益为遭遥

这一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如下院

审计师期望得益耘越责咱原渊憎垣凿冤择垣渊原憎冤渊员原择冤暂垣渊员原责冤

咱原枣择垣园渊员原择冤暂越渊枣原凿冤责择原憎责原枣择遥令凿耘 辕 凿责越渊枣原凿冤择原憎越园袁则择越

憎 辕 渊枣原凿冤袁即为客户选择野进冶的概率遥

客户期望得益耘越责咱渊原糟冤择垣园渊员原择冤暂垣渊员原责冤咱遭择垣园渊员原择冤暂

越原渊糟垣遭冤择垣遭择遥

令凿耘 辕 凿择越原渊糟垣遭冤责垣遭越园袁则责越遭 辕 渊糟垣遭冤袁即为审计师选

择野进冶的概率遥

根据上述解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院淤福利博弈的解总

是混合策略袁即责和择总在园 耀 员之间曰于审计师选择野进冶的概率

责随客户虚报而未被发现的概率遭的增加而增加袁随客户虚报

却被发现的成本糟的减少而减少曰盂客户选择野进冶的概率择随

存在冲突时审计师的成本凿和追加审计成本憎的增加而增加袁

随审计师审计失败成本枣的增加而减少遥

由淤可知袁因为糟和遭均为正袁责必须为正且小于员遥如果渊枣原

凿冤大于憎袁择必须小于员曰如果枣大于渊凿垣憎冤袁择必须等于员袁因为

审计师审计失败的成本枣被定义为比客户错报被发现的成本

渊憎垣凿冤更大遥于和盂从一般解中可以直接推导出袁其结果表明

审计师的策略选择取决于客户的得益袁客户的策略选择取决

于审计师的得益遥例如袁憎增加即审计师实施扩大范围审计的

成本增加袁客户选择野进冶的概率也会增大遥

从减少审计失败和过度审计行为的社会目标这一角度来

检查上述结果袁 该博弈的最佳解应为客户和审计师都选择

野退冶袁从而有必要修改得益矩阵遥 枣和糟是审计成本袁通过增加

枣袁将加大审计师审计失败的成本袁降低客户选择野进冶的概率遥

由于审计失败的惩罚力度加大袁 客户清楚审计师将更多地选

择野进冶遥减少憎和凿中的任意一项也可以增大客户选择野退冶的

概率遥但这些成本不为社会所控制袁追加审计的成本憎是由审

计技术和环境决定的曰 冲突成本凿广泛地受到客户的影响袁如

当冲突发生时袁客户可能渊间接冤威胁说要更换审计师袁这种不

道德行为既不可避免也难以彻底解决曰 客户虚报会计报表而

不被发现的得益为遭袁这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袁如客户的财务

绩效良好尧客户不愿虚报袁遭便很低袁审计师将更多地选择野退冶

作为回应遥

三、考虑客户与审计师道德的福利博弈

员援对客户道德的考虑遥 福利博弈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客户

不道德袁即客户故意虚报会计报表袁进行管理舞弊遥 按道德因

素可将客户分为道德的与不道德的两类遥 当审计师接受道德

客户的业务时袁可以总是选择野退冶曰当接受不道德客户的业务

时袁审计师必须进行福利博弈遥假定审计师知道客户不道德行

为的发生概率为责袁道德行为的发生概率为渊员原责冤袁或者说审

计师知道道德客户的概率为责袁不道德客户的概率为渊员原责冤袁

则可以据此对模型求解遥

先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遥如果责足够小袁审计师会以所有

客户均为道德的为前提来进行策略选择遥审计师愿意总是允

许不道德的客户虚报袁 以避免执行扩大范围审计发生的成

本遥审计师选择野退冶的成本为不道德客户的概率与审计失败

成本的乘积袁即责枣曰审计师选择野进冶的成本为憎袁即总是执行

扩大范围审计的成本遥 如果责约憎 辕 枣袁 审计师将总是喜欢选择

野退冶而不是选择野进冶遥 由此博弈可知袁几乎所有客户都是

道德的袁这对于审计师而言袁一方面袁由于绝大多数客户是

道德的而使得审计失败不复发生曰另一方面袁越来越多的不

道德客户的舞弊行为将不被发现遥 在不太极端的情况下袁责

较大遥 审计师博弈转变为一种福利博弈袁即博弈双方均选择

混合策略遥 然而袁不道德客户的存在会让审计师对客户类型

难于做出正确判断袁而审计师对客户类型的判断直接影响着

其策略选择遥

圆援对客户野不胜任问题冶的考虑遥如果客户的错报尧漏报行

为是由于不胜任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引起的袁结果又会如何呢钥

假定客户的随机误差率为择袁审计师必须在野进冶或野退冶中做出

选择遥误差的发生与审计师的策略无关袁因此客户和审计师之

间不会相互影响遥 审计师选择野进冶和选择野退冶这两种策略的

得益分别表示如下渊给出一个择袁审计师会计算出得益并选择

其中较高者冤院

审计师选择野进冶的得益越择渊原憎原凿冤垣渊员原择冤渊原憎冤越

原择凿原憎遥

审计师选择野退冶的得益越择渊原枣冤垣渊员原择冤园越原择枣遥

要确定择袁令审计师选择野进冶和选择野退冶这两种策略的得

益相同袁以求得择值遥 这时择为憎 辕 渊枣原凿冤遥 如果虚报率较高袁即

择跃憎 辕 渊枣原凿冤袁审计师将实施扩大范围审计曰如果虚报率较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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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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学会计学院 曹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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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经济学和法理学视角提出有关审计准则效率问题的一些新认识袁以期为审计准则效率评判提供借鉴遥

【关键词】 审计准则 效率 审计域秩序 审计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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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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