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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计的过程就是不断收集审计证据的过程。首先详述了常用的审计技术及其获取的审计证据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合适性、可靠性问题及其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最后，对信息化环境

下的电子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为审计人员在审计项目中合理应用这些审计技

术、设计合理的审计证据收集程序、减少审计风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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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审计作为一种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不仅得到各个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而且也得到学术界

的高度关注［１ ６］。审计的过程就是不断收集审计证据的过程。审计证据是指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获

取的用以说明审计事项真相、形成审计结论基础的证明材料。常见的审计证据有下列几种［６］：（１）以
书面形式存在并证明审计事项的书面证据。（２）以实物形式存在并证明审计事项的实物证据。（３）
以录音录像或者计算机储存、处理的证明审计事项的视听或者电子数据资料，即电子审计证据。（４）
与审计事项有关人员提供的口头证据。（５）专门机构或者专门人员的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６）其
他证据。

审计风险问题也是审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的应用［４６］，

审计技术和方法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这些技术与改变也带来了新的审计风险。因此，信息化环境下

审计风险的控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据这一需要，国际审计实务界提出了 ＣＯＢ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ＲＭ（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Ｘ（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
ｌｅｙ）ＩＴ控制等理论［７］。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全球技术审计指南《信息技术风险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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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第 ２ 版）对信息技术的相关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措施［８］。笔者曾基于云平台

整体控制与应用控制、云平台选择、云平台服务三个视角，初步分析了云计算环境下实施联网审计可

能存在的主要风险［３］。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问题对于开展审计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应用价值，本文将对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二、审计技术及其相关类型的审计证据分析

一般来说，传统环境下审计人员采用六种常用审计技术来获取六种基本的审计证据［４ ６］。表 １ 列
出了六种常用审计技术和相应的审计证据类型，并给出了一些审计项目中具体程序的实例。

表 １　 审计技术及其相应类型的审计证据

审计技术 证据类型 具体程序实例

重算法 审计人员的计算
重算发票上的“价格 ×数量”；重新运行具有缺失数据自动控制的数据输入
程序

观察法 审计人员的观察 观察数据输入过程；观察小额现金控制过程；观察被审计单位的存货盘点

外部确认法 独立的报告
从客户那里获得关于应收账款余额和细节的书面确认；从贷方那里获得关于

贷款额、利息、抵押品以及付款日期的书面确认

询问法 被审计单位人员的陈述 询问关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执行程序的频率

检查法

独立部门提供的文档 阅读为承租人写的租赁条款协议

被审计部门提供的文档 审阅生产部门准备的库存变化分析报告

有形资产的实物检查 审计人员检查年终时现有的盘点数量；审计人员对现有损坏库存的检查

分析法 数据之间的关系 根据产品线分析每月的毛利率；和前一年比较库存周转速度

　 　 重算法就是审计人员把被审计单位已经完成的计算重新再算一遍，以验证被审计单位计算结果
的正确性。在实际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可以采用审计软件或人工来完成重算，对重算过程中发现的

异常再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使用重算法可以获得高可靠性的审计证据，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为了

能获得强大的、有说服力的审计证据，审计人员必须对原始计算的每一个重要部分进行重新计算。

观察法是指查看相关政策或程序制度在被审计单位是如何被应用的。它可以提供某一指定时期

内相关绩效和情况的可靠的审计证据，但它不能反映其他时间段或较长时期内的绩效。审计人员每

次察看被审计单位人员开展会计和控制等活动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

确认法一般是采用书面的方式来验证会计记录。直接和独立的外部部门联系是审计中一种广泛

应用的确认方法。比如，国际审计准则（ＩＳＡ５０５）［７］就推荐使用外部确认法来审计应收账。
询问法一般指从独立的部门、被审计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那里获得口头证据。询问法用来

从被审计单位和外部获得信息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情况，评估重大错报风险。询问法可以获得

重要的审计证据，但是不能提供充分的没有重大错报的审计证据。通过询问法获得的审计证据需要

通过其他方法来验证。

检查法是指审计人员查看相关记录、文档和固定资产。现场检查有形资产可以提供关于有形资

产是否存在的可靠证据，但不能提供关于这些有形资产所有权问题的可靠证据。

分析法是指审计人员使用研究和比较的方法获得关于财务报表的证据。分析法是不同于以上所

列五种常用方法的另类方法，它包括审计人员所使用的不符合以上五种方法的其他所有方法，其分析

程序包括从简单的比较到复杂的数学模型［８］。

在实际应用中，这些常用的技术一般会被分成更具体的程序，而审计人员则把这些具体的程序应

用到一个审计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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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证据的合适性、可靠性与充分性

运用审计技术获取的审计证据，应当具有合适性、可靠性与充分性。

（一）审计证据的合适性

审计人员在完成财政报告认定的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要获得相关的审计证

据。审计准则要求审计人员获得充分、合适的审计证据来作为发表审计观点的基础［４］。会计记录

（如日记账、分类账、会计政策手册、计算机文件等）是财务程序的主要审计证据，但不是支持财务报

表的充分的、合适的证据。审计人员必须通过个人知识、文档检查、公司职员询问等方法来查找证实

这些记录的相关证据。通过收集和分析审计证据，审计人员可以判断被审计单位是否公正地发布了

财务报表并判断财务报表的合规性。

识别审计证据是审计的一个关键步骤。为了对一个审计项目形成公正的审计意见，审计人员需

要获得审计证据来达到两个目的：（１）合理判断财政报告认定是否是正确的；（２）为审计报告中所表
达的审计意见提供逻辑支持。

审计证据的合适性涉及证据的质量方面。为了实现审计证据的合适性，审计证据必须是相关的

和可靠的。相关的审计证据可帮助审计人员实现审计目标，这意味着它必须涉及至少一项财政报告

认定，否则它就和审计人员不相关。

（二）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取决于其性质和来源。图 １ 所示的审计证据层次结构图证明了审计证据相对
的可靠性，可靠性层次结构图从最强的审计证据开始，到最弱的审计证据结束。

最可靠 
监盘 
确认 
外部文档 
重算 

比较可靠 
外部—内部文档 
内部文档（如果内部控制情况好） 
观察 
特定数据的分析性程序 

最不可靠
 

内部文档（如果内部控制情况差）
询问 
宽泛的分析性程序 

图 １　 审计证据可靠性层次结构图

（１）一般来说，审计人员应用自己的知识通
过监盘法和亲自重算直接获得的审计证据被认

为是最可靠的。

（２）从外部独立来源直接获得的书面证据
一般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

（３）来自被审计单位数据处理系统外部但
被审计单位接收和处理的书面证据（即外部—内

部证据）一般被认为是可靠的，也就是说，这些有

说服力的文档是由其他部门准备或经过其他部

门验证，然后给被审计单位的。这些有说服力的证据如签名、印章以及其他正式授权的文档等，是不

容易被修改的，因此，这些特别文件比其他普通文件更可靠。

（４）在被审计单位信息系统中产生、传递并最终存贮的内部证据一般被认为可靠性较低。一些
这样的内部证据可能很正规，但并非权威可靠。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质量非常重要。一般来说，这

些文件的可靠性取决于被审计单位产生和处理这些文件的内部控制质量。另外，相对于其他类型的

证据，这些内部证据一般也比较容易获得，且所需的成本较低。因此，如果内部控制较好，这些内部证

据可以被广泛使用。

（５）通过使用审计人员验证过的特定数据进行分析而获得的审计证据被认为相当可靠。
（６）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所给的口头和书面描述一般被认为是最不可靠的审计证据，这些描述

应该有其他类型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审计人员必须注意审计证据的合适性并选择最可靠的审计程序。在实际的审计过程中，如果不

能使用监盘和重算这些最可靠的审计方法，或者使用这些方法的审计成本过高，审计人员可以向可靠

性层次图的下面移动，选择当前条件下最佳的审计方法。另外，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高度可靠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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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证据来源很难获得，比如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交易没有留下交易痕迹。这种情况可能需要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不可靠的证据一起才能支持财政报告认定。如果审计证据来自两个相互独立的来源，且是

相互一致的，那么这些证据就很有说服力。总之，审计人员应该是在考虑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获得最

可靠的证据，达到特定审计目标。

（三）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考虑的是对于一个审计项目来说合适的审计证据多少才是足够的。对于审计

证据的充分性，审计职业没有正式的标准，这给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提出了问题。然而，实际上审计

结论必须基于足够的证据，这样才能够经得起其他审计人员（监督人员和复审人员）和外界（如法官、

监管机构或公共会计监督委员会督察）的审议。检测审计证据充分性的真正测试方法是“别人能否

通过你的证据获得和你同样的结论”。

由于审计方法和会计学自身的局限性，审计人员不能获得绝对的鉴证，因此，当审计人员判断什

么时候收集的审计证据足够提供合理鉴证时，专业判断是必须具备的。

事实上，重要的审计证据很难获得或者获得成本很高都不是未能获得审计证据的充分理由。如

果审计人员未能获得足够的、合适的审计证据，审计人员应该发表附带条件的意见或放弃表达审计

意见。

四、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

审计风险是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采用了没有意识到的不恰当的审计程序和方法，或者错误地

估计和判断了审计事项，得出了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审计结论，进而受到有关利害关系人或潜在利害关

系人的指控，乃至加大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审计风险的模型定义为：

审计风险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检查风险［７］

在审计风险模型中，审计人员所能控制的只有检查风险，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与被审计单位有

关，审计人员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无能为力，只能对其水平进行评估，以便确定可接受的检查风险

水平。由以上审计风险模型可以看出，审计人员可以通过采用合适的审计方法来降低检查风险。

图 ２　 关于审计证据充分性和合适性的审计判断

图 ２ 给出了审计证据充分性和合适性之间的
相互关系［５］。在图 ２ 中，关于重要性的考虑显示
在左边，审计风险模型的内容（ＩＳＡ ２００）显示在中
间，潜在审计证据的特点显示在右边。需要指出

的是，证据的决定必须考虑到会计的实际限制条

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能以合理的成本或以足够

快的速度获得来提供及时的审计报告。并非所有

的证据都具有相同层次的可靠性。由于这些限

制，审计人员必须作出权衡，而重要性的概念和审

计风险引导审计人员作出这些权衡。

五、信息化环境下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分析

随着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的应用，审计技术

和方法发生了改变，同时新的审计风险也随之而

来。所以，信息化环境下审计风险的控制仍然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信息化环境下，电子审计证据（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ＥＡＥ）成为一种重要审计
证据。电子审计证据是指任何生成的、传递的、经过处理的、记录的以及（或者）是以电子形式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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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支持审计报告内容的信息。这些信息仅能通过使用合适的设备和技术（比如计算机、软件、打印

机、扫描仪、传感器或磁质媒体等）来获得。电子审计证据包括会计记录、原始文档、日记账和总账、

支持性文件和其他任何形式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可为审计使用的数据或信息。和传统的审计证据相

比，电子审计证据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电子审计证据是一种以数字形式存在、逻辑结构与信息本身相

分离的信息。第二，信息的来源、目的地、发出和接收的日期都没有和电子文档或其他信息格式集成

在一起，因此，电子审计证据的来源更加难以被确定，相关授权人员的批准以及签名本身的真实性也

更加难以被确定。

纸质审计证据和电子审计证据的比较如表 ２ 所示［９］。

表 ２　 纸质审计证据和电子审计证据的比较

纸质审计证据 电子审计证据

原始性 证据的原始性很容易确定 仅检查电子信息很难确定其原始性

变更和修改 纸质证据的修改很容易被检查出来
仅通过检查电子信息很难发现信息的修改，信息的完

整性取决于可靠的控制和安全技术

批准
纸质文档很容易确认授权人员的批准

信息

仅通过检查电子信息很难确认授权人员的批准情况，

需要通过使用控制和安全技术来确定

完全性
一笔交易所有相关的内容一般包含在

同一个文档中

相关的内容常常包含在数据库系统的多个数据文件

之中

查阅 不需要什么设备 需要各种各样的技术和设备

格式 文档的格式是完整的
电子审计证据的格式是从数据中分离的，很容易被

改变

可用性和易接近性
在审计过程中，纸质审计证据在可用性

和易接近性方面通常没有限制

电子数据的审计轨迹在审计的时候可能不能利用，访

问数据可能很困难

签名 在纸质文档上签名和查看签名很容易 发布和查看一个可靠的电子签名需要合适的技术

　 　 信息化环境下，为了评估收集来的用以支持审计报告的电子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合适性，审计人
员应考虑使用这些证据所带来的特定风险。评估这些风险不同于传统环境下评估纸质文档，审计人

员应该确保生成、处理、传输和维护电子信息的控制和技术是充分的且能够保证电子信息的可靠性。

用来评估电子信息作为审计证据的可靠性指标如表 ３ 所示［９］。每个指标的重要性取决于电子信息的

本质、来源以及使用目的。除了评估电子审计证据的可靠性之外，审计人员还要考虑电子审计证据作

为审计证据的可用性。

表 ３　 电子信息作为审计证据的可靠性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说明

可证明性 创建信息的人或物的一致性能被确认

完整性 确保信息被生成、处理、传输、维护和存档时没有被故意地或意外地更改或破坏

是否授权 信息的准备、处理、修改、更正、发送、接收和访问等操作是由被授权的人或相关负责人来完成的

认可性
发送或接收一个信息的部门、个人或实体不能否认参与了信息内容的交换和批判。根据电子信息是否

有原始的、有收条的、内容不能反驳的证据，其可靠性可分为原始认可、收据认可或内容认可

　 　 信息化环境下，审计证据的获取多是通过采用信息技术对被审计电子数据进行分析来完成的，也
就是说，通过对被审计数据的分析，审计人员可以发现可疑数据，并通过对可疑数据的审计判断，最终

获取审计证据。因此，审计数据分析方法是影响审计取证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审计风险、审计证据

和审计数据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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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ｌｙ Ｓｍｉｅｌｉａｕｓｋａｓ，等：论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

图 ３　 审计风险、审计证据和审计
数据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

审计人员在评估审计风险时，需要同时考虑定量

和定性的方法。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信息化环境下审

计风险的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对审计风险的成因与规

避进行分析，在审计风险控制这方面的研究也多是从

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没有从定量的角度对审计风险

控制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曾以基于数据匹配技术的

审计证据获取方法为例，通过对用于审计数据分析的

数据匹配技术定义相应的查全率 Ｒ（Ｒｅｃａｌｌ）和查准率
Ｐ（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探索了如何从定量的角度对审计证据获

取技术的审计风险进行分析［１０ １１］，方法如下。

（１）查全率 Ｒ（Ｒｅｃａｌｌ）：相似重复数据被正确识别的百分率

Ｒ ＝正确识别出的可疑数据
实际的可疑数据

比如，Ａ、Ｂ、Ｃ、Ｄ、Ｅ是被审计数据中的 ５ 个可疑数据，如果审计人员采用的审计方法检测出 Ａ、Ｂ、
Ｃ和 Ｄ是可疑数据，于是

Ｒ ＝ ４５ × １００％ ＝８０％

（２）查准率 Ｐ（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识别相似重复数据的正确率

Ｐ ＝正确识别出的可疑数据
识别出的可疑数据

比如，Ａ、Ｂ、Ｃ、Ｄ、Ｅ是被审计数据中的 ５ 个可疑数据，如果审计人员采用的审计方法检测出 Ａ、Ｂ、
Ｃ、Ｄ和 Ｆ是可疑数据，于是

Ｒ ＝ ４５ × １００％ ＝８０％

通过以上两个指标，审计人员可以评价用于审计取证的审计数据分析方法的审计检查风险。根

据评价结果，审计人员可以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审计方法，同时，也可以根据用于审计取证据的

审计数据分析方法的检测风险评价结果去优化这些方法，从而达到减少审计风险的目的。

六、结语

本文分析了常见的不同种类的审计证据并详细分析了审计证据的合适性、充分性和可靠性。由

前文分析可知，一般来说，分析法获得的审计证据比较“软”，因此审计人员倾向于使用其他的五种方

法来获得“硬”的审计证据。然而，分析法仍然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因为它可以从不同的来源信息

中获得审计证据，并常常能提供一种独立的方法来获得关于财务认定是否正确的证据。

信息化环境下，重算法和分析法可以通过审计软件来完成［１２］，多数审计证据可以通过审计软件

以电子形式获得。因此，当应用分析法时，审计人员应该对独立的、可靠的信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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