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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

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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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计报告因信息含量低而受到诟病，新审计报告准则的颁布实施，尤其是其中关键审计事

项的披露，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新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研究的理论框架，

并从审计需求的契约观、信息观和保险观角度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新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研究的相关成果

及其研究方法。文献表明多数学者认为新审计报告准则的颁布，提升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为信息

使用者提供了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强化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此类研究大多采用了实证研究和实验研

究的方法。文章最后抛砖引玉，从审计师、被审计单位、外部宏观环境等视角提出了新审计报告信息

含量的影响因素、经济后果以及研究方法等未来可能存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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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审计报告是审计过程和审计结果的主要信

息传递途径， 是信息使用者理解财务报告内涵
和判断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重要媒介。 在资本
市场， 审计报告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发挥的重
要鉴证作用， 使之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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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依据。 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７） 曾指出大部分投资者对
上市公司的投资并非仅仅依赖公司对外披露的
年报信息， 更重要的是基于对审计师出具的无
保留审计意见结果的信任。 早期自由式的审计
报告模式缺少统一的规范标准， 审计内容和审
计报告格式主要由审计师自行决定。 然而， 随
着审计行业的发展， 自由式审计报告模式逐渐
表现出缺乏相关性和有用性的特点。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后， 在审计准则制定和审计业务实践过程
中， 审计报告逐渐在格式和内容上形成了统一
的报告模式。 这种报告模式虽然解决了早期自
由报告模式形式各异、 缺乏有用性的问题， 但
固定的审计报告格式和报告方式， 导致审计报
告除审计意见外几乎无人关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
机爆发后， 社会各界在反思金融危机爆发直接
原因的同时也在反思金融危机中审计的不足，

增加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呼声愈加高涨。 ２０１３
年４月在 《福布斯》 杂志举办的 “审计未来角
色” 高峰论坛上， 有业界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人们逐页阅读公司年报时， 他们从不阅读的
一页就是审计报告”。

英国财务报告理事会 （ＦＲＣ） 率先于２０１３
年修订并颁布了 《ＩＳＡ （ＵＫ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７００———

财务报表独立审计报告》， 新修订的审计准则强
调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需要及时披露识别和发
现的重大错报风险以及在制定审计计划和实施
审计过程中对重要性水平的判断和应用等。ＩＳＡ
（ＵＫ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７００中虽未明确提出关键审计
事项的概念， 但一般认为该准则对审计师披露
的要求事实上与关键审计事项等价。 此后， 国
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 （ＩＡＡＳＢ） 和美国公众
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ＰＣＡＯＢ） 分别在２０１５年
和２０１７年修订了相关审计准则。 在新修订的准
则中，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报告中沟通重大错报风险或关键审计事项。

我国的审计报告模式在２０１７年以前基本保
持国际审计准则规定的标准化审计报告模式。

这种报告模式格式单一， 其固定化、 程式化的
报告格式使审计报告除审计意见类型外， 无法
传递上市公司的个体特征和特质信息， 严重阻
碍了审计师与审计报告使用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２０１７年，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到中国证监会处
罚，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遭到美国商务部处罚， 由此看来，

这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审计报告除审计意
见外， 未能传递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等重
要信息。 由于传统审计报告存在缺乏信息含量
的局限， 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审计师在充当 “看
门人” 角色时应发挥的监督作用， 难以向作为
审计业务委托方的投资者传递更多有价值的审
计发现。 因而， 审计报告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
界的诟病， 这迫使审计准则制定机构积极改革
审计报告模式。

中国财政部则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 正式
批准并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２０１６年１
月８日印发的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５０４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以下简称新审计报告准则） 征求意见稿， 标志
着中国注册会计师在审计领域顺应审计报告改
革的国际趋势， 体现了中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审
计准则日渐趋同。 中国财政部在印发新审计报
告准则的通知中要求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 首
先在Ａ＋Ｈ股公司以及纯Ｈ股公司的审计报告
中实施该准则， 即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
事项信息披露。 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扩大到所
有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上市公司、ＩＰＯ公司。

新审计报告不仅仅在传统报告模式的格式
上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而且还要求审计师
在关键审计事项段中披露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重
大错报风险等独特信息和审计师对财务报告审
计的职业判断。 由于上市公司间的异质性， 审
计师在撰写审计报告时无法再按照既有的固定
披露格式和表述方法描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
计中发现的问题， 审计报告中对关键审计事项
的披露将反映被审计对象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
险和可持续经营能力等特有信息。 本文在构建
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理论框架基础上， 回顾与
梳理了与 “新审计报告” 相关的主要研究文献，

并提出了未来可能存在的研究方向。

二、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理论框架

独立审计制度的出现源于企业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分离。 根据Ｊｅｎｓｅｎ和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１９７６） 提
出的委托代理理论， 现代公司制度下所有权与
经营权的分离造成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 基于自利的经济人假设， 委托人和
代理人之间目标效用与效用函数的不一致，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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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 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两类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 股份公司中， 委
托人难以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代理人为
解除受托责任， 会主动向委托人披露记载和反
映公司经营业绩的财务报表。 在信息不对称的
前提下， 作为代理人的财务信息提供者与作为
委托人的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可能使
财务信息产生偏差而难以被信赖， 因此需要引
入与两者没有利益冲突的独立第三方履行审计
鉴证功能， 以提高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由此产生了审计需求和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审
计需求理论。 审计需求理论存在三类研究视角：

从契约的视角， 审计具有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
度、 促进管理者薪酬激励契约的缔结和履行的
功能， 即审计的契约观； 从决策信息有用性的
视角， 审计发挥的信号传递功能， 有助于帮助
投资者进行经济决策， 即审计的信息观； 从转
移风险的视角， 审计具有分散风险和保险的功
能， 向投资者补偿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予补
偿的损失风险。 作为独立审计制度实施的重要载
体， 对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理解亦可基于审计需
求理论的上述三类视角， 由此本文构建了研究审
计报告信息含量的理论框架，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审计需求理论的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理论框架

（一）审计需求理论的契约观

审计需求理论的契约观认为对审计的需求
是由于审计能提供财务报告以外的增量信息。

委托人为有效地激励和监督代理人， 需要健全
有效的会计信息系统记录和衡量代理人的业绩，

作为管理者薪酬激励契约缔结和履行的重要信
息来源。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 信
息不对称导致的会计信息偏差， 需要审计信息
作为会计信息的重要纠偏和补充机制。 李国明
和王琳 （２００６） 认为， 审计是一个信息系统， 它
能够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标准和受托人提供的信
息， 结合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审计证据， 经过信
息的输入、 加工和输出三个阶段， 最终达成提

供客观公正的信息的目的。 可见， 独立审计对
公司财务数据的处理和加工， 通过去粗取精和
去伪存真的过程， 输出契约关系中具有价值的
信息。 在标准格式审计报告模式下， 审计报告
难以充分发挥对会计信息有益补充的作用； 而
在新审计报告模式下， 审计报告通过浓缩和提
炼了财务报告的有用信息， 为投资提供了良好
的财务报告注解。 因此， 从审计需求理论的契
约观来看， 审计报告具有信息含量， 它是公司
契约关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通过财务报
告鉴证提高会计信息可靠性， 促进所有者与经
营者之间的薪酬激励契约的缔结和履行， 发挥
对经营者的监督作用。

（二）审计需求理论的信息观

审计需求理论的信息观认为， 审计能向投
资者传递关于财务报表质量的信息。 在资本市
场上， 投资者不仅仅可以通过获得公司股票红
利获益， 还能够在股票市场上交易， 通过买卖
股票的差价获取利益。 在此情况下， 投资者需
要广泛依赖财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 然而自身
却缺乏财务会计相关专业知识、 时间和能力，

难以甄别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因此需
要聘请专业审计师帮助进行信息鉴证并发布审
计报告 （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９８０）。 基于信号传递的信息
观表明， 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有助于在资本市
场上发挥信号传递功能， 增加财务报告信息的可
信度和使用价值， 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上市公
司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 新审计报告准则增
加了审计报告提供公司个性化信息的要求， 将为
投资者的经济决策传递更多高质量的信息。

（三）审计需求理论的保险观

审计需求理论的保险观认为， 审计作为一
种风险转移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使用者的信
用风险问题， 信息使用者可以将信息风险以及由
此造成的损失， 部分或全部转移给审计师。 基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发生的Ｌａｖｅｎｔｈｏｌ＆Ｈｏｒｗａｔｈ会
计师事务所破产倒闭案， 有研究提出， 独立审
计具有鉴证价值和保险价值 （Ｍｅｎｏ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 Ｂａｂ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Ｗｉｌｌｅｎｂｏｒｇ （１９９９） 基
于首次公开发行市场上的成长型公司数据的比
较分析， 证实了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 值得关
注的是， 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必须同时满足两
个条件： 一是信息使用者具有向审计师提起诉讼
的权利； 二是审计师具有相应的赔偿能力，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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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口袋理论。 在司法体系健全的情况下， 新审
计报告准则对重大错报风险和关键审计事项披
露的要求， 使审计师在履行评价与鉴证职责中
需要尽职尽责地关注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风
险， 充分识别和披露此类风险， 以最大可能降
低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三、基于契约观的新审计

报告信息含量研究

　　审计需求理论的契约观强调， 审计作为契约
关系中的信息鉴证机制， 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
鉴证和增量的信息披露。 契约观要求审计师披露
的鉴证信息能为管理层契约的履行与监督提供支
持。 因此， 在新审计报告准则下， 重大错报风险
和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是否有利于提高审计报告
的信息含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一）传统审计报告的弊端

在传统标准化的审计报告模式下， 审计报告
提供的大多是程式化的信息， 因此也被称为 “通
过 ／ 否决” 模式 （ＰＣＡＯＢ， ２０１１； 张继勋等，

２０１５； 路军， 张金丹，２０１８）。 这种模式下的审计
报告虽具有内容简洁凝练， 意见明确清晰， 格式
统一规范等优点 （ＰＣＡＯＢ，２０１１）， 但也正因为如
此而缺乏信息含量 （唐建华， ２０１５； 阚京华，

２０１７）。 传统审计报告当中除引言段和意见段之
外， 其他内容几乎适用所有审计单位来描述审计
性质、 管理层和审计师责任等内容， 审计报告文
本的信息含量严重不足。 传统审计报告模式信息
含量匮乏影响了审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等信息的对外披露， 降低了信息在投资者
和审计师之间的传递效率。 目前， 越来越多的学
者对传统审计报告的内容、 形式和使用价值提出
了批评和质疑 （Ｓｍｉｅｌｉａｕｓｋ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Ｃｈｕｒｃｈ
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 Ｍｏｃｋ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 Ｃ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 因此相当多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开始提议对
传统审计报告模式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
（ＰＣＡＯＢ，２０１１； ＰＣＡＯＢ，２０１３；ＩＡＡＳＢ，２０１５）。

（二）新审计报告的增量信息论

传统审计报告模式在信息披露上的不足推
动了国内外准则制定机构对审计报告准则的修
订， 也引起了学术界关注。 目前， 现有的关于新
审计报告准则信息披露的文献中的主流观点认
为， 新审计报告准则促进了审计师的增量信息

披露， 增加了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理解程度。

唐建华 （２０１５） 基于传统审计报告模式和国际审
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 （ＩＡＡＳＢ） 新修订的审计报
告系列准则的对比认为， 新修订的审计报告准
则提高了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和审计质量， 加深
了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告信息的理解。 阚京华
（２０１７） 基于审计报告模式变革特征的角度提出，

新审计报告模式更加关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和
利益， 促进了审计报告透明度由模糊转向清晰，

并将审计报告范畴由表内信息向表外信息延伸。

张继勋等 （２０１６） 基于实验研究方法发现， 在改
进标准审计报告的背景下， 管理层与审计人员
的沟通意愿在双方关系一般的情形下取得了显
著改善， 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情形下， 沟通意愿
仍然较强。 审计双方沟通意愿的增加降低了双
方信息不对称程度， 增加了改进后标准审计报
告的增量信息披露。 另外， 其他学者从审计报
告的功能变化和演进过程 （李银香和张婷，

２０１７）、 审计报告要素调整 （张丹凤，２０１７）、 审
计准则变化的背景、 内容及格式 （李慧敏和梅
丹，２０１７） 和审计报告模式变化的原因分析等角
度对新审计报告信息含量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

支持并肯定了新审计报告模式改进带来的审计
信息含量的增加。

关键审计事项段作为新审计报告要求新增
披露的内容， 相关学者从这一角度证实了关键
审计事项段披露能增加信息披露。 关键审计事
项段中的 “事项描述段” 能够让投资者更加了解
公司基本情况， 降低信息不确定性 （Ｂｅｎ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 提高审计报告的价值相关性 （Ｃｏｈｎ，

２０１３； Ｄｏｘｅｙ，２０１４； 张继勋和韩冬梅，２０１４）。 王
艳艳等 （２０１８） 通过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段的公
司研究发现， 这些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较披露
前存在明显提升。 这说明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
露增加了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 提高了审计工
作的透明度， 能够为信息使用者提供额外信息
（路军， 张金丹，２０１８）。 Ｒｅｉｄ （２０１５） 用异常交
易量作为市场反应的衡量指标， 研究发现审计
报告披露越详细， 市场反应越激烈， 证实了关键
审计事项的增量信息假说。 与此同时， 相关学者
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之后， 管理层与审计
人员沟通意愿显著增强 （张继勋等，２０１６）， 有助
于减少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郝玉贵和杨柳 （２０１７）

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研究发现披露关键审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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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段的审计报告具有提高信息含量和透明度及沟
通价值等有利作用。

（三）新审计报告的无用信息论

关于新审计报告的认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新审计报告并未增加信息含量，

其报告模式仍然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 审计师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可能不会披露重大风险，

因而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并不能传递增量信息
（Ｖａｎｓｔｒａｅｌ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Ｌｅｎｎｏｘ等 （２０１５） 运
用实证分析法检验了新审计信息披露日前后的
市场反应， 如超额累计收益和股票异常交易量
等， 发现审计师披露的信息虽然能够包含财务
报告中的重大错报风险， 但这些信息在审计师
出具审计报告之前已经通过其他途径向投资者
传递， 审计报告并未披露增量信息。 李小娟和
翟路萍 （２０１７） 从审计关系人视角提出了审计师
可能披露无效信息的成因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
的应对策略。 罗春华等 （２０１７） 认为在新审计报
告模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企业管理层、 信息
使用者和审计师需要从多方面加强新审计报告
准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可见， 有关新审
计报告及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是否会增加信息
含量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检验。

四、基于信息观的新审计

报告信息含量研究

　　审计需求理论的信息观认为审计师提供的
审计报告应当能为投资者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提
供合理保证， 要求提高审计报告信息的价值相
关性和决策有用性。 在信息使用者广泛依赖财
务信息的假说下， 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披露意
味着更多的价值发现， 因此新审计报告准则要
求审计报告提供的增量信息， 应更具有决策有
用性和相关性， 能改进投资者的决策判断。

一些学者从投资者角度提出新审计报告准
则提升了审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Ｈａｔｈｅｒｌｙ等
（１９９８） 研究了未形成固定披露格式的审计报告
之前的审计报告， 研究发现自由披露的审计报
告能够显著提高财务报告使用者对财务报告信
息真实性和可信程度的敏感性。 Ｄｏｘｅｙ （２０１４）

基于实验和调查数据表明， 针对审计师出具的
无保留审计意见， 信息使用者在审计师与管理
层达成一致意见时更倾向于信任审计师， 而在

审计评价与管理层激励不一致时更倾向于信任
管理层， 审计报告关于管理层评价的增量信息
披露提高了审计报告的透明度和价值相关性。

唐建华 （２０１５） 和王慧 （２０１７） 从语言表达角度
的研究表明， 关键审计事项个性化信息披露能
够提升审计报告价值以及增加投资者决策有用
性。 张继勋和韩冬梅 （２０１４） 发现， 改进后的新
审计报告能够有效提高个体投资者对审计报告
相关性和有用性的感知， 新审计报告对管理层
动机的披露影响了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判断。

张继勋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认为， 对标准审计报告
的改进增加了管理层与审计师的沟通意愿， 尤
其在双方关系一般的情况下， 这种沟通意愿的
增强更加明显。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新审计报告对投资者
决策判断的影响。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等 （２０１４） 的研究
表明， 收到增加披露公允价值估计等重要审计
事项的审计报告的投资者更可能改变投资决策，

特别是当收到重要审计事项的解决说明时， 其
投资决策往往会出现反转。 张革 （２０１４）、 唐建
华 （２０１５）、 蒋品洪 （２０１６） 认为关键审计事项
段的披露能够增进信息使用者对审计工作过程
以及对管理层重大判断的了解， 使得审计报告
信息透明度增加。 Ｓｉｒｏｉｓ等 （２０１４） 还发现关键
审计事项信息披露影响了参与者对审计报告的
信息获取， 增加了信息使用者对审计报告中提
到的关于财务报告问题披露部分的关注， 但同
时也降低了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告其他关键有
效信息的关注程度， 审计报告的增量信息披露
可能会影响信息使用者获取财务报告信息的效
率和质量。 Ｋａｃｈｅｌｍｅｉｅｒ等 （２０１４） 研究发现被
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的财务报表账户得到更少
的实验参与者的信任， 审计报告披露关键审计
事项会降低投资者对关键审计事项段中会计账
户金额的信任度。 Ａｎｎｅｔｔｅ等 （２０１６） 通过实验
研究发现， 新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对商誉
减值的披露会显著改变职业投资者对公司经营
现状的判断， 但这种增量信息解读需要一定的
专业能力， 因而并不会改变非职业投资者群体
对投资的决策。

五、基于保险观的新审计

报告信息含量研究

　　审计需求理论的保险观认为， 信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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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风险和由此产生的损失风险转嫁给审计
师， 势必增加审计师的履职责任和法律责任。

审计师的责任包括， 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师发挥
专业胜任能力发现并披露上市公司重大错报风
险的审计履职责任， 和违反规定在审计工作中
欺诈或出现审计失误后承担的法律责任。 新审
计报告准则对审计师责任作出了更加明确细致
的要求， 一旦审计师违反审计准则发布虚假审
计报告信息， 或者在审计报告中遗漏了与被审
计单位相关的重大风险披露， 审计师将需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审计师的履职责任角度来看， 关键审计
事项的披露会让审计工作更加透明， 审计师不
仅要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确定进行阐述， 而且还
需要给出相应的审计应对措施。 这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反映出审计师是否具有专业胜任能力以
及是否保持了客观、 公正、 应有的关注和谨慎
（蒋品洪，２０１６）。 审计师的工作暴露在 “阳光”

下， 他们的执业过程往往会更加谨慎， 独立性
也将更高 （唐建华，２０１５）。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
认为， 新审计报告增量信息披露可能不会对审
计师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审计师为了维护自身
利益， 可能不会披露重大风险 （Ｖａｎｓｔｒａｅｌ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又或者审计师为了 “讨好” 管理
层而不披露被审计单位真实、 全部的重大错报
风险 （Ｌｅｎｎ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从审计师的法律责任角度来看， Ｂａｃｋｏｆ等
（２０１４） 的研究发现，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及其应
对措施， 可能在审计失败后表明审计师虽意识
到存在相关重大风险但并未采取充分的审计程
序加以应对， 因而提高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Ｋａｔｚ （２０１４） 指出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
项更容易为审计师带来诉讼风险， 一旦审计失
败， 审计师面临的法律责任将会显著提高。

Ｇｉｍｂａｒ（２０１６） 也发现相比于规则导向的会计准
则， 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下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会提升审计师法律责任。 然而， 并非所有学者
都认为新审计报告将会提高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Ｋｎｅｅｒ等 （１９９６） 发现审计报告中的重要性水平
披露能够有效降低实验参与者感知的审计师责
任。 Ｍｏｎｇ和Ｒｏｅｂｕｃｋ（２００５） 发现增加审计报告
中关于持续经营问题的内容披露能够有效降低
审计师的诉讼风险。 Ｋａｃｈｅｌｍｅｉｅｒ等 （２０１４） 以

ＭＢＡ学生、 财务分析师和执业律师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使得信
息使用者在知悉财务报告发生重述之前降低了
对财务报告的信任程度，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
降低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Ｂｒａｓｅｌ等 （２０１６） 的
研究也表明审计师的诉讼风险并未因披露关键
审计事项而明显提高。 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额外的审计事项披露越多， 审计师面临的法律
风险就越低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张继勋等
（２０１５） 基于实验研究结果指出， 在出具审计报
告之后发现重大错报的情况下， 新审计报告关
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减轻了投资者对审计师的责
任感知， 且相对于关键审计事项中披露内容与
重大错报风险不一致的情况； 当两者一致时，

投资者会进一步降低对审计师责任的感知。 韩
冬梅和张继勋 （２０１８） 研究发现， 新审计报告模
式下审计师责任感知的研究发现， 标准审计报
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减轻了审计人员感知的
由重大错报引起的审计责任， 而针对关键审计
事项的结论性评价却增加了审计人员感知的审
计责任， 审计报告模式对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
责任的影响， 由审计人员感知的解脱审计责任
的程度所呈现。 可见， 新审计报告准则增加关
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于审计师来说是一把双刃
剑。 当出现审计失败时， 审计师因披露更多地
细节性信息而承担着更多审计责任的压力； 而
另一方面， 在审计过程中， 审计师又可以巧妙
运用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提醒投资者决策并
以此来减轻审计师责任。

六、新审计报告信息

含量的研究方法

　　由于审计报告具有的非结构化信息的属性
特征， 使其信息含量难以通过客观变量直接度
量， 学者们尝试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
探讨新审计报告准则下的增量信息披露问题。

现有文献主要运用四种方法研究新审计报告的
信息含量。 其一是规范分析法， 学者们大多基
于新审计报告准则的改革内容及其与传统审计
报告的差别， 对新审计报告模式， 尤其是增加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进行论述 （蔡艳
娇，２０１８； 阚京华，２０１７； 蒋品洪，２０１６； 唐建
华， ２０１５； 李小娟， 翟路萍， ２０１７； 沈颖玲，

２０１３）。 唐建华 （２０１５） 在比较国际审计与鉴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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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理事会 （ＩＡＡＳＢ） 颁布的国际审计报告准则

与传统审计报告准则下的信息含量后发现， 审

计报告准则改革有助于增加审计报告的信息含

量和审计透明度， 提高上市公司独立审计的审

计质量和信息使用者对审计报告的价值认同和

内涵理解。 阚京华 （２０１７） 则在剖析国际审计

报告准则变化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国际审计报告

改革的特征， 并以此提出对中国审计报告准则

改革的建议。 其二是案例分析法， 是以某公司

的审计报告为范例， 解读审计报告撰写中存在

的问题。 例如， 唐钰琳 （２０１７） 尝试以毕马威

于２０１３年发布的罗尔斯 罗伊斯发动机集团年

度审计报告为例， 分析该审计报告撰写的优点，

并对中国新审计报告， 尤其是关键审计事项部

分撰写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郝玉贵和杨柳
（２０１７） 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晨鸣纸业出具的

审计报告为例从四方关系人的角度对新审计报

告信息含量问题进行了解读。 其三是实验研究

法， 针对特定对象， 研究审计报告的增量信息

披露对其经济决策产生的影响。 比如Ａｎｎｅｔｔｅ
等 （２０１６） 利用来自不同国家的职业投资者和

非职业投资者作为实验对象， 实验发现新审计

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影响职业投资

者决策， 但同时也为非职业投资者的信息解读

带来了困难， 对新审计报告关键审计事项的理

解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解读能力。 Ｄｏｘｅｙ
（２０１４） 以ＭＢＡ学生作为实验对象， 检验发现

在审计师同意管理层估计的情况下， 投资者更

能够感受到审计师的独立性和管理层诚信， 进

而认为财务报告的质量更高， 投资者的投资意

愿也更强， 反之则相反。 其四是实证分析方法，

是运用量化方法， 对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开

展分析， 探讨新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及其实施

后市场参与者的反应。 比如冉明东和徐耀珍
（２０１７）、 路军和张金丹 （２０１８） 对中国新审计

报告准则颁布以来９３份Ａ＋Ｈ股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作出了描述性统计， 初步发现新审计报告

的增量信息披露特征。 Ｒｅｉｄ （２０１５） 利用事件

研究法分析新审计报告实施前后投资者对重大

错报风险的反应。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６）、 王艳艳等
（２０１８） 利用文本分析和语调分析的方法度量新

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对审计报告可读性和透明度

进行检验。

七、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审计理论的发展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
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随着经济环境的进一
步变化， 传统审计报告固定化和程式化的报告模
式逐渐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对审计报告信息披露
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 国内外准则制定者修订了
审计报告准则， 改进了审计报告模式。 新审计报
告准则的修订和颁布从文本内容和报告格式上对
传统审计报告模式进行了改进。 新审计报告准则
的变化尤其是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审计报告信
息含量的影响， 引发了理论界对新审计报告准则
信息含量的广泛讨论和研究。

基于审计需求理论， 本文构建了新审计报
告信息含量的理论框架， 从审计需求理论的契
约观、 信息观和保险观等三个角度， 系统梳理
了新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相关文献。 通过对文
献的整理发现： 第一， 审计需求理论的契约观对
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提出了要求， 已有研究大
多支持新审计报告有利于审计师的增量信息披
露， 新审计报告的信息相对于传统审计报告有
了数量上的极大提升， 但也有文献认为新审计
报告存在进一步的改进空间。 第二， 审计需求
理论的信息观要求审计报告披露更高质量的审
计信息， 为投资者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撑。

现有文献发现新审计报告向投资者提供了决策
有用的信息， 有助于投资者更好的理解审计报
告， 优化其决策行为。 第三， 审计需求理论的保
险观认为审计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转移信息风险
和损失风险， 从规范和约束审计师行为的角度
提高审计质量。 现有文献关注了审计师的职业
责任和法律责任两方面， 对于能否提高审计师
的独立性以及改变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方面尚未
达成一致观点。 最后， 关于新审计报告准则的
研究中主要采用了四种不同的方法， 包括规范
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 实验研究法和实证分析
法等， 这些方法在研究和回答新审计报告信息
含量的不同问题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现有文献来看， 学者们虽已对新审计报
告准则展开了大量讨论， 但仍有较多有待进一
步研究的领域与回答的问题。 在前述文献回顾
的基础上， 为避免交叉重复， 本文抛砖引玉， 按
主体与环境的逻辑， 尝试性提出以下未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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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研究方向：
（１） 审计师的研究视角， 探讨对审计报告信

息含量的影响。 首先， 审计师的个人显性和隐
性特征， 如年龄、 性别、 专长、 经历、 校友关系
等； 其次， 审计师的激励和动机， 如审计费用、

审计独立性、 审计师声誉、 审计师诉讼风险、 审
计师行业监管等； 再次， 审计组和会计师事务
所的特征， 如人力资源配置、 质量控制、 业务承
接等。

（２） 被审计单位的研究视角。 首先， 公司治
理结构对信息含量的影响， 如董事会构成、 审
计委员会构成、 董事会个人特征、 内部审计功
能、 董事会的权力制衡、 约束与薪酬激励、 股权
结构等； 其次， 公司经营业务和经营状况等影
响因素， 如公司战略、 行业和供应链、 资本成
本、 内部控制等； 再次， 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对财
务报表的影响， 如重大错报风险， 报表重述、 财
务违规、 盈余管理等。

（３） 外部宏观环境的研究视角， 比如外部市
场化环境、 政治关联、 行业状况、 会计师事务所
的市场结构、 外部监督机构、 外部宏观力量。 未
来研究可以关注新审计报告模式是否受外部宏
观环境影响， 导致审计师行动策略发生变化，

还可关注资本市场监管制度变化对审计师报告
披露行为的影响。

（４）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更新。 现有对新审计
报告信息含量的研究主要采用实验研究法和实
证分析法， 但大多从市场反应、 审计师责任感
知和信息使用者决策影响等间接角度为审计报
告增量信息提供论证。 少有文献能够直接从审
计报告的文本信息出发， 直接度量审计报告的
文本信息含量。 随着研究数据的进一步增加和
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的成熟， 未来研究可以在
借鉴会计文本信息含量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文
本分析方法度量审计报告文本的可读性、 相似
性、 审计师个人情绪、 语句语调、 语义模糊程度
等指标， 开展对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实证分析。

此外， 实验研究法也是未来新审计报告信息含
量研究方法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尤其是对于
心理感知类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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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ＣＨＵＲＣＨＢＫ，ＤＡＶＩＳＳＭ， ＭＣＣＲＡＣＫＥＮＳＡ．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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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Ｊ］．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２００８，

２２ （１）：６９ ９０．

［１５］ ＭＯＣＫＴＪ，ＢＥＤＡＲＤＪ，ＣＯＲＡＭＰ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ｕ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３，３２ （１）：３２３ ３５１．

［１６］ ＣＡＲＳＯＮＥ，ＦＡＲＧＨＥＲＮＬ， ＧＥＩＧＥＲＭＡ，ｅｔａｌ．

Ａｕ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ｏ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ｒ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Ｊ］．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３，３２ （ｓｐ１）：３５３ ３８４．

［１７］ ＰＣＡＯＢ．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ｏ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ａｎａｕｄｉｔ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ｗｈｅｎ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ｏ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ｕｄｉｔ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ｔｏ

ＰＣＡＯ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Ｂ／ ＯＬ］．（２０１３ ０８ １３）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５］．ｈｔｔｐｓ： ／ ／ｐｃａｏｂｕｓ．ｏｒｇ ／ ／ 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 ／

Ｄｏｃｋｅｔ０３４／ 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１３ ００５＿ＡＲＭ．ｐｄｆ．

［１８］ＩＡＡＳＢ．ＩＳＡ７０１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ＫｅｙＡｕｄｉ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Ｒ／ ＯＬ］．（２０１５ ０１

１４） ［２０１８ １２ ２０］．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ｉｒｂａ．ｃｏ．ｚａ／

ｕｐｌｏａｄ／ＩＳＡ ７０１．ｐｄｆ．

［１９］ 张继勋， 蔡闫东， 刘文欢．标准审计报告改进、 管理

层和审计人员的关系与管理层沟通意愿———一项实

验证据 ［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６ （３）：７７ ８３．

［２０］ 李银香， 张婷．审计报告的功能分析与改进研究 ［Ｊ］．

财政监督，２０１７ （１４）：８０ ８４．

［２１］ 张丹凤．新审计准则对审计报告信息含量提升的探

析———以ＣＳＡ１５０１、 ＣＳＡ１５０４号审计准则为例 ［Ｊ］．

商业会计，２０１７ （６）：５２ ５４．

［２２］ 李慧敏， 梅丹．浅谈审计报告准则的修订 ［Ｊ］．财会

学习，２０１７ （１７）：１３１ １３２．

［２３］ ＢＥＮＳＤ．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ｙ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ｕ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１７．

［２４］ ＣＯＨＮ Ｍ．ＩＡＡＳＢ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ｖｅｒｈａｕｌｏｆ

ａｕ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Ｎ ／ Ｏ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ｄａｙ，２０１３ ０６

２５［２０１８ １２ ２０］．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ｎｅｗｓ ／ｉａａｓｂ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ｖｅｒｈａｕｌｏｆ

ａｕ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５］ ＤＯＸＥＹ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ｕｄｉｔｏｒ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ｕｓ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 ０６ ０１）

［２０１８ １２ ２０］．ｈｔｔｐｓ： ／ ／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２１８１６２４．

［２６］ 张继勋， 韩冬梅．标准审计报告改进与投资者感知的

相关性、 有用性及投资决策———一项实验证据 ［Ｊ］．

审计研究，２０１４ （３）：５１ ５９．

［２７］ 王艳艳， 许锐， 王成龙， 等．关键审计事项段能提高

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吗？ ［Ｊ］．会计研究，２０１８ （６）：

８６ ９３．

［２８］ ＲＥＩＤＬＣ，ＣＡＲＣＥＬＬＯＪＶ，ＬｉＣ，ｅｔａｌ．Ａｒｅａｕｄｉｔｏｒ

ａｎｄａｕｄｉ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Ｄ／ ＯＬ］．Ｋｎｏｘｖｉｌｌｅ：

Ｕｎｉｖ．ｏｆ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１２ 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ｃｅ．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ｅｄｕ／ｕｔｋ＿ｇｒａｄｄｉｓｓ／３３５６．

［２９］ 郝玉贵， 杨柳．中国证券市场首份关键审计事项段审

计报告分析———以瑞华所对晨鸣纸业的审计为例

［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１７ （７）：１５０ １５５．

［３０］ ＶＡＮＳＴＲＡＥＬＥＮＡ，ＳＣＨＥＬＬＥＭＡＮＣ， ＭＥＵＷＩＳＳＥＮ

Ｒ， ｅｔａｌ．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ｂａｔｅ：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２１ （２）：１９３ ２１５．

［３１］ ＬＥＮＮＯＸＣＳ，ＳＣＨＭＩＤＴＪＪ，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Ｉｓ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ｕ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Ｋ ［Ｊ］．ＳＳ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

［３２］ 李小娟， 翟路萍．审计关系人视角下关键审计事项披

露利弊分析———基于新颁布的审计报告准则 ［Ｊ］．会

计之友，２０１７ （２２）：１２２ １２４．

［３３］ 罗春华， 余淑兰， 占瑭．审计报告修订内容变化、 挑

战及应对 ［Ｊ］．财务与会计，２０１７ （６）：６９ ７１．

［３４］ ＨＡＴＨＥＲＬＹ Ｄ， ＢＲＯＷＮ Ｔ， ＩＮＮＥＳＪ．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ｔ ［Ｊ］．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３０ （１）：２３ ３８．

［３５］ 王慧．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模式改革及国际比较 ［Ｊ］．

财会月刊，２０１７ （１３）：１２５ １２８．

［３６］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ＢＥ，ＧＬＯＶＥＲＳＭ， ＷＯＬＦＥＣＪ．Ｄｏ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ｕｄｉｔ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ｉｎ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 ［Ｊ］．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４，

３３ （４）：７１ ９３．

［３７］ 张革．ＩＡＡＳＢ审计报告改革及影响展望 ［Ｊ］．中国注

册会计师，２０１４ （７）：９７ １００．

［３８］ 蒋品洪．论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 “供给侧改革” ［Ｊ］．

财会月刊，２０１６ （２５）：５５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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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ＳＩＲＯＩＳＬ， Ｂ?ＤＡＲＤＪ， ＢＥＲＡＰ．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ｆ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ａｎｄａｕｄｉｔｏ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ｎ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 ０５ ２６） ［２０１８ １２ ２０］．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ｓａｒｈｑ．ｏｒｇ ／２０１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ＳＡＲ２０１４ ＿

Ｓｉｒｏｉｓ＿Ｂｅｄａｒｄ＿Ｂｅｒａ．ｐｄｆ．

［４０］ ＫＡＣＨＥＬＭＥＩＥＲＳＪ，ＳＣＨＭＩＤＴＪＪ，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Ｋ．

Ｔｈｅｄｉｓｃｌａｉｍ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ｕｄｉ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Ｊ］．ＳＳ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

［４１］ Ｋ?ＨＬＥＲＡＧ，ＲＡＴＺＩＮＧＥＲＳＡＫＥＬＮＶＳ，ＴＨＥＩＳ

ＪＣ．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ｋｅｙａｕｄｉ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ｏ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Ｊ］．ＳＳ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

［４２］ ＢＡＣＫＯＦＡ Ｇ， ＴＨＡＹＥＲＪＭ，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Ｔ．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ＳＳ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

［４３］ ＫＡＴＺＤ．Ｒｅｖａｍｐｅｄａｕ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ｅｎ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ｗａｖｅｏｆ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 ０４ ０２） ［２０１８ １２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ｆｏ．ｃｏｍ／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０４／ｒｅｖａｍｐｅｄ

ａｕ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ｅｎ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ｗａｖ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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