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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设备，再由医院支付少量现金。

通过这种形式，供应商可以使新产品快速进入医院以抢

占市场，也可以利用医院的影响力对新设备的推广形成示范

作用，而收回的旧设备也可以拆卸配件销售给其他医院相同

设备作维修用，这样就大幅降低了标的设备的实际成本，医院

可以用较少的代价完成设备更新，有效降低成本。

由于所置换设备的类型和账面净值各不相同，因而各医

院采取账务处理的方式也不相同。对医院没有支付现金置换

同种设备的情况，有的不进行账务处理，有的按照取得赠送设

备的实际价值记账。笔者认为，无论医院是否支付现金都必须

进行账务处理，首先应按有关规定报废原设备，然后再做增加

新设备处理，新设备的原值按以下方式确定：

新增设备原值（Y）=旧设备账面净值（A）+医院支付现金

（B）+其他为使用新设备发生的费用（C）

医院应参考旧设备的残值和新设备的市场价格确定新设

备的评估价值，并对评估价值和 Y值相比较，当 Y值明显过

低时，应以评估价值作为新设备入账价值；当旧设备发生提前

报废造成 A+B跃新设备市场价格时，应按新设备市场价格入

账，差额部分确认为非正常报废损失。

四、招标附赠设备

医院在进行招标时，投标方在对标的进行报价外另附赠

送一台或几台设备。供应方的目的是在不降低标的设备的统

一报价的基础上增加中标机会。

从交易性质看，该设备赠送与其他赠送的含义并不同，医

院如果不采购投标方的标的设备是得不到赠送的，所以所谓

的“赠送”实质上是医院购买的，只是在合同中没有明确为购

买设备所支付的价款，其价款与标的设备合并在了一起。

对这类交易有的医院按赠送设备进行账务处理；有的医

院对赠送设备不进行账务处理，将其作为附属设备管理。笔者

认为，应该按购买设备兼所谓“赠送设备”进行账务处理，其入

账价值按主标的设备（A）市场价格和“赠送设备”（B）市场价

格的比例计算确定。

B原值=总价款伊B市场价格/（B市场价格+A市场价格）

A原值=总价款-B原值

以上几种特殊情况取得的医疗设备的账务处理不仅在现

行《医院会计制度》（财会字［1998］58 号）中没有明确，而且

2012年 1月 1日起全面施行的《医院会计制度》（财会［2010］

27号）中也没有明确。在实践操作时，由于固定资产管理人员

对固定资产界定范围的理解差异以及财会人员对会计原则应

用的倾向性不同，所以必然会产生多种处理方式。因此希望

国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明确特殊情况取得的医疗设备的账

务处理方式，以便公立医院更好地管理固定资产。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袁卫生部援医院会计制度.财会字咱1998暂58 号袁

1998-11-17

2.财政部.医院会计制度.财会咱2010暂27号袁2010-12-31

在涉农补助、社保发放、移民安置、拆迁补偿等项目的审

计实践中，审计人员经常会碰到需要查证资金是否足额及时

发放到个人手中、项目的具体实施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等

情况。这时，审计人员通常是采用抽样的方法入户调查和实地

询问了解，但如果遇到需要调查的对象数量大、居住分散，采

用传统的入户调查不仅成本高、耗时长，而且受环境影响较

大，加之抽查取证的样本数有限，因而难以获得足够的审计证

据，也难以达到审计取证的目的。此外，如果是由被审计单位

派人陪同或预先告知调查对象，则调查一般很难发现问题，有

时连事先确定的被调查对象都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合

理地运用电话调查技术不仅能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

而且有助于发现问题、提高审计监督力度。

一、电话调查技术的特点及应用情况

电话调查技术分为传统的电话调查和计算机辅助电话调

查。传统的电话调查简称电话调查，就是指调查人员按照统一

问卷，通过电话向被调查者提问，笔录答案。计算机辅助电话

调查（CATI），是指调查人员利用计算机向电话另一端的被调

查者读出问题，并将被调查者的回答结果通过鼠标或键盘记

电话调查技术的审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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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电话普及率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入户调查难度越来越大。而科学

合理地运用电话调查技术不仅能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而且有助于发现问题，提高审计监督力度。本文专门介绍了

电话调查技术在审计中的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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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到计算机中去，所有的话务监控、通话录音、监听、监看都在

一个独立的计算机上执行，或是设一督导在另一台计算机前

对整个访问工作进行现场监控，同时，将调查记录的所得数据

形成 CATI系统数据留存并可被各种统计或分析软件直接使

用。CATI是近年高速发展的通讯技术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

术应用于传统的电话调查中所形成的产物。

电话调查技术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常用，广泛应用于社会

政治经济热点难点问题调查、民意调查、市场调查、国家政策

落实调查、行业行风调查等领域。电话调查速度快、范围广、费

用低、回答率高、误差小。由于不是面对面访谈，一般人在电话

中回答问题较为坦率和更为直接。但电话调查时间短，一般只

能限于简单的问题，难以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并易受电话设

备的限制及被调查对象心情的影响。

从 1927年柯乐利调查公司在 44个城市访问了三万个电

话样本进行广播收听率的研究开始算起，电话调查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但直到 1987年以后，电话调查才开始在我国一些

发达地区被一些专业的调查机构使用，主要用于民意测验和

媒体接触率研究。如 1999年，四川卫视利用当地的电话网络

进行收视覆盖率调查；2000年春节，央视春节晚会进行即时

收视率调查；2003年和 2009年，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了解北京市公众类流感症状情况、就诊情况和甲型流感诊断情

况时采用了 CATI技术；还有一些公司、商家使用电话调查进

行营销和满意度回访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电话调查技术在审计中应用不多的原因

目前，将电话调查技术应用于审计领域的实例还不是很

多，这除了大多数审计项目在审计实施过程中不会涉及数量

众多的被调查个体的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

1援 由于过去电话普及率不高，电话调查存在着较大的样

本偏误，所以审计人员在实践中很少使用这一方式。但随着电

话普及率的提高，样本偏误问题已经逐渐淡化。根据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0年底，我国电话用

户总数约 11.53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约 2.94亿户，移动电话约

8.59亿户，我国固定电话普及率为 22.1部/百人，移动电话普

及率为 64.4部/百人，电话普及率整体达 86%以上，已经达到

发达国家水平，像上海移动电话普及率就高达每百人 122.9

部、北京为每百人 121.4部、广东为每百人 99.9部。电话的这

种高普及率为审计运用电话调查技术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物质

基础和广阔的应用空间。

2援 对于电话调查结果能否直接作为审计证据存有顾虑。

一般情况下，通过电话调查发现的问题是不能直接作为审计

证据的，只能作为审计线索，还需进一步实施审计程序加以查

证。但如果运用电话调查技术所获取的结果符合审计准则有

关“审计证据”的相关要求，具有适当性和充分性，就可以作为

审计证据。如在电话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事实清楚，已详细地记

录在审计工作底稿上，并能得到被审计单位的签章确认，它就

可以作为审计证据。通过 CATI系统进行调查，只要被审计单

位全程参与了，其调查结果就可以直接作为审计证据。

3援 在网络调查与 CATI两者间，审计人员一般更重视前

者。在以往的审计实践中有运用网络调查的成功案例，但尚未

有应用 CATI的审计案例。这主要是存在认识误区，实际上现

阶段网络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并不高、问卷设计单一、无法准确

验证被调查者身份和被调查者可能存在作弊行为等局限性。

根据 CNNIC 2000年 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当时全国上网人数为 890万人，收到反馈问卷 36万

份，其中有 16万份是无效的或作弊的。而 CATI较之网络调

查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由于拥有电话的人数远远超过

上网人数，调查面比网上调查面更宽，抽样方法更趋于完整。

二是调查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增减，有一定的灵活性。三是

在接通电话时可以请求符合调查要求的人员接受访问，以有

利于对特定群体的调查。四是调查进度比其他调查方法更容

易控制。五是样本取得方式灵活多样。

三、电话调查技术在审计中应用时需注意的问题

1援 获取电话号码表（号码本）并科学地选取调查对象。审

计实践中被调查对象的电话号码一般由被审计单位提供，如

果被审计单位不能提供，则可以通过第三方有关联的管理部

门或从当地的电信或移动部门获得，这是运用电话调查技术

的前提条件。在取得电话号码登记表（号码本）后可采用抽样

法、随机拨号法、电话号码加一法等方法确定要调查的电话号

码。至于调查对象的选择，可以采用不加选择法（随意选择

法）、男女轮流选择法（或男女搭配法）、楚德-卡特排列法、海

根-柯林修正法等方法加以确定。

2援 拟定好调查内容。无论是传统的电话调查还是通过

CATI系统进行调查，一份设计科学合理的调查问卷或访谈

大纲都是保证电话调查技术运用成功的关键。需要询问和证

实的问题要尽量简洁，不容易引起歧义，问题的答案设计要简

单明确或唯一，不能模棱两可。

3援 电话调查中要注意询问和谈话技巧。首先要做好自我

介绍，调查人员要有充足的自信并尽量使用礼貌用语，有时可

表明审计人员的身份，有时需借助被审计单位人员的身份或

是第三方人员身份。在介绍中要避免使用“调查”或“审计”等

词语，因为这些词语会让被调查者紧张，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因此应尽量使用“了解”、“核对”等语气柔和的词语。其次要正

确处理被调查者的回答，不能急躁，要耐心地重复或平和地

追问，准确确认并记录答案，但切勿诱导。最后应要求被审计

单位派人参与调查全过程，并做好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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