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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质量问题一直是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袁

近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发生的一系列审计舞弊案件更引起

了理论界对审计质量问题的空前重视遥 在现实审计服务市场

中袁供求双方对于审计质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袁因此衡

量审计质量的思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遥 在野以顾客为

中心冶的现代服务观念下袁审计服务市场应当是一个需求导向

渊即顾客导向冤的市场袁因而对审计质量的界定及其衡量也应

当更多地考虑需求方的理解和感受袁即应树立需求导向的审

计质量及其衡量观遥

一、审计服务市场中的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

员援最终需求者遥最终需求者是指审计服务的最终消费者袁

即真正需要利用审计结果判断被审计单位信息披露可靠程

度的利益相关者遥 审计服务是在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的情况下袁 为了满足资源提供者监督资源管理者受托经济

责任的履行情况而产生的遥资源提供者对其受托管理者所提

供经营活动信息的可靠性存在正当的怀疑袁从而需要审计服

务为此提供合理的保证遥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袁这种委托代理

关系及其对审计服务的需求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表现得更

为突出遥 因此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袁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

者就是资本市场中现实或潜在的资金提供者渊包括投资者和

债权人冤遥

圆援代理需求者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袁当审计服务的最终需

求者为数众多尧分布广泛时袁他们各自独立地提出审计服务

需求是不现实的袁通常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其根本利益的机构

为其提出审计服务需求遥 以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为

例袁由于其最终需求者为数众多尧构成复杂袁并且极为分散袁

因此通常由公司股东大会代为提出审计服务需求遥 为了将审

计服务最终需求者与这里的代言人区别开来袁笔者将这部分

代言人称为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遥

由此可见袁在由审计委托人尧审计人尧被审计人所构成的

现实审计关系中袁审计委托人渊即审计服务的购买者冤可能是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袁也可能是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遥尽

管从表面上看袁 两者都存在对审计服务的现实需求袁 但事实

上袁真正有动机并有能力购买审计服务尧创造审计需求的只能

是最终需求者袁代理需求者只不过充当了传递需求的角色遥与

此相对应袁 两者在审计市场中所承担的责任以及享有的权利

也大相径庭遥因此袁如果要将现代服务观念中的需求导向应用

于审计职业袁显然应当是指最终需求渊者冤导向袁而不是代理需

求渊者冤导向或者购买渊者冤导向遥弄清这一点袁对于理解审计服

务市场中供求关系的真相至关重要遥

二、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观

所谓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观袁 是指将最终需求者的现实

需求作为审计服务目标导向的质量观袁 即审计质量取决于审

计服务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最终消费者的需求遥 这事实上就

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观念遥这一观点尽管符合野以顾客为

中心冶的现代服务观念的大趋势袁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袁至

今尚未被明确地提出来遥

与之相对应袁 供给导向的审计质量观则是以供给方为中

心的服务观念袁 即审计质量取决于供给方在多大程度上体现

了职业服务能力遥当然袁纯粹供给导向的审计质量观如果仅仅

强调供给方对审计质量的理解和感受袁 而忽视审计服务需求

方的客观需要袁它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社会需求基础袁这是行

不通的袁在现实中也无立足之地遥

综观国内外关于审计质量涵义的探讨袁可以发现院现有的

审计质量观虽然在本质上属于供给导向袁 侧重于从供给方的

角度和立场出发来对审计质量做出界定袁 但都或多或少地体

现了关注现实审计服务需求的思想袁 这可以看作是上述两种

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的折衷遥

但遗憾的是袁在现有审计质量观下袁对需求方的关注始终

是从供给方的视角出发的袁 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观始终没有

确立其应有的地位遥 这也使得在需求导向的现代服务观念几

乎深入到社会各行各业的大环境下袁 审计服务的消费者却一

直未能找到充分的理论根据使其能够像一般商品或服务的消

费者那样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遥 这容易使审计服

务消费者降低对审计服务功能的评价袁 从而不利于审计职业

的长远发展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钥其根本原因在于院社会各界担

心将需求导向的服务观念引入审计职业可能会与公众利益至

上的审计服务宗旨相违背遥因为从形式上看袁按照对一般商品

或服务的认识袁 审计服务的购买方似乎可以等同于审计服务

的需求方曰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袁由于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

存在袁审计服务的购买方渊通常由被审计单位的股东大会尧董

事会等担任冤往往很难真正独立于审计服务的监督对象渊即被

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冤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如果以购买方的要求作

为审计服务的目标导向袁 就有可能使审计人员受制于被审计

单位管理当局袁从而损害审计的独立性袁违背公众利益至上原

则遥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问题袁也是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观遭

到质疑的原因所在遥但需要指出的是袁审计服务的购买方不能

直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需求方遥如前所述袁审计服务的最终

需求者有别于代理需求者袁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渊者冤导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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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代理需求渊者冤导向曰而将现代服务观念中的需求导向

应用于审计职业时袁指的是最终需求渊者冤导向遥 我们所倡导

的袁也正是最终需求渊者冤导向的审计质量观遥

因此袁审计活动尽管有其特殊之处袁但其实质仍然是一

项服务活动遥 任何一项服务活动都是由于特定需求的存在而

被创造出来的袁并以满足这种特定需求为终极目标袁审计服

务自然也不例外遥 对审计活动而言袁强调公众利益至上和强

调顾客渊指最终需求者冤至上这两者之间具有一致性遥 如前所

述袁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是资本市场中现实或潜在的资金

提供者袁特定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也就是关注特定被审计

单位信息披露可靠性的那部分社会公众遥 因此袁从总体意义

上说袁审计服务最终需求者的总和也就是关注信息披露可靠

性的所有社会公众袁即对审计服务而言有实际意义的所有社

会公众袁由此我们也可以将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笼统地等

同于社会公众遥

三、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衡量观

与不同导向的审计质量观相对应袁审计质量的衡量观也

可以区分为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遥 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衡量

观仍然强调需求至上袁认为只有顾客才真正有资格对审计质

量的高低做出评判曰审计质量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审计服务供

给方的期望袁而取决于顾客的感知遥 供给导向的审计质量衡

量观从供给方的角度出发袁强调审计服务的专业性袁认为只

有专业人员才有能力对审计质量的高低做出评判遥

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袁关于审计质量的衡量观

还没有形成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遥 笔者对现有审计质量的

衡量标准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袁将审计质量的衡量区分

为两个层次院单项审计业务质量的衡量和会计师事务所总体

执业质量的衡量遥 而从本文的研究视角来看袁不管是哪个层

次袁现有的衡量思路既涉及需求导向袁又涉及供给导向遥 有的

还独辟蹊径袁根据资本市场的某些直观反应变量对审计质量

进行衡量袁如根据股票买卖价差尧盈余反应系数等指标衡量

单项审计业务质量遥

与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衡量观相比袁供给导向的审计质

量衡量观过于强调审计服务的专业复杂性和特殊性袁局限于

从纯粹技术化的视角对审计质量进行考察袁而将自身能力所

及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一味归咎于审计野期望差距冶的

不可回避性遥 而事实上袁野期望差距冶不仅存在于审计行业袁而

且存在于其他各个行业袁这不但没有成为其他行业追求顾客

最高满意度的障碍袁反而成为它们不断提升其满足社会需求

能力的动力遥 正因为如此袁在消除了需求导向审计服务观念

可能有悖于公众利益的担心之后袁当前应当大力倡导需求导

向的审计质量衡量观遥

在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衡量观下袁就单项审计业务质量

的衡量而言袁审计质量的高低取决于顾客的感知遥 根据服务

质量的有关理论袁一般来说袁顾客感知的服务质量包括两个

基本方面院淤技术或产出方面的质量曰于职能或过程方面的

质量遥 就后者而言袁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袁直接与审计人员打

交道的通常是代理需求者袁因此最终需求者对审计服务职能

或过程方面质量的感知通常间接来自于代理需求者遥 这样袁

决定最终需求者对审计质量评价结果的主要是前者遥 就前者

而言袁 由于对审计服务技术或产出方面的质量做出评价需要

特定的专业知识袁非一般顾客能力所及袁因此审计服务的最终

需求者通常只能根据利用审计信息所得到的结果是否达到了

预期效果来评价审计服务效用的大小袁 从而对审计质量做出

评价遥

例如袁 某上市公司的股东根据审计人员出具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袁相信了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袁但事后却由于媒体

曝光或监管机构抽查等事件暴露出该上市公司造假的事实袁

股东这时才意识到蒙受了损失遥在这种情况下袁股东对该项审

计服务的质量评价就会很低遥 但问题在于院一方面袁利用审计

信息所带来的后果有时并不能单独显示出来袁 即事后通过各

种途径印证审计服务质量的案例毕竟只是少数袁 从而使需求

者无法将其与预期效果进行比较曰另一方面袁即使能够进行比

较评价袁 这一评价结果的获得与审计服务的提供之间在时间

上也不可能一致遥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审计质量衡量结果的

模糊性和滞后性遥在这种情况下袁顾客要形成对审计质量的感

知袁往往不得不借助一些相关的辅助信息袁如监管部门的执业

质量检查结果尧执行该项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特征信息等遥

但需要说明的是袁尽管包括供给方执业过程尧执业特征在内的

相关信息会影响顾客对审计质量的判断袁 但这些信息是通过

影响顾客的感知来间接影响审计质量评价结果的袁 而最终结

果如何并不取决于这些信息已经给出的判断袁 它仍然取决于

顾客的感知袁 这也正是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衡量观区别于其

他审计质量衡量观的核心所在遥

在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衡量观下袁就会计师事务所总体

执业质量的衡量而言袁其结果仍然取决于顾客的感知袁即最

终需求者对会计师事务所一定时期内所有单项审计业务质

量总体状况的感知遥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袁特定会计师事

务所的执业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资本市场现实或潜在

资金提供者的现实需求袁会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在一定程度

上通过资本市场的实际反应表现出来遥此外袁舆论监督尧行业

监管等约束机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相关的佐证信息遥这

些信息会通过不同方式不断传递给审计市场中的广大顾客袁

经过他们的主观过滤后袁就形成了广大顾客对会计师事务所

总体执业质量的感知遥 而这种感知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各会

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市场中的野口碑冶袁即职业声誉曰随后不断出

现的新信息则会不断更新广大顾客对会计师事务所总体执业

质量的感知袁 同时也对会计师事务所当前的职业声誉进行动

态更新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市场中形成的

职业声誉体现了广大顾客对其执业质量的认同和总体评价袁

也是其执业质量高低的集中反映遥当然袁需要说明的是袁由于审

计市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的不充分性尧 干扰性和滞后性袁

因此这种对会计师事务所总体执业质量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偏差和滞后遥

总之袁 尽管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衡量观仍然存在诸多局

限性袁但必须指出的是院在以顾客为导向的现代服务社会中袁

不正视顾客的现实需求袁 不充分发掘提升顾客满意度的有效

途径袁就无法维护审计行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袁也无法提升审

计行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遥因此袁树立需求导向的审计

质量及其衡量观是环境使然袁也是大势所趋遥 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