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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016年12月颁布的新审计报告准则中，《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

号准则--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以下简称“1504 号”准则）是其最

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仅有的一项新增准则，本文开展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

研究也以该准则为基础。新的审计报告准则颁布后，有关部门对何时实施“1504

号”准则做出了明确规定，其规定从 2017 年首日起，先在“A+H”和“H”股上

市公司实施，然后从次年首日起，在所有上市实体实施。从“1504 号”准则正

式发布到其在所有上市实体全面执行再到今日，与该准则相关的研究讨论从未停

止过，此外，该准则虽然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实际

操作中仍然需要处理许多问题。

本文在收集 A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7 年和 2018 年审计报告的基础上，还

采用了其出具的最新年度 2019 年的审计报告，以对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情况进

行研究。此次研究在运用了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

理论的同时，也运用了案例、对比等分析方法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进行了分析

与研究。本文首先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及行业分布、分类、确认依据与审计

应对措施以及披露形式四方面介绍了 A 会计师事务所三年间的关键审计事项披

露现状，接着通过相关分析对披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得出其原因，最

后针对披露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从不同层面为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

披露的改进与完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A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业内有一定规模的审计机构，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中出

现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其他事务所同类型的审计工作中，因此开展对 A会计师事

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其他审计机构改进和完善关键审计

事项的披露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新审计报告准则 关键审计事项 信息含量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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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 the 12 new audit reporting standards announced in December 2016,

"Chinese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Certified Public Auditors No. 1504

Standard-Communicating Key Audit Matters for Audit Report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No. 1504" Standards） This is a new and relevant form of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on key audit issues conducted in this article is also based on this standard.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of new standards for audit reports, relevant departments

have made clear guidelines on when to implement the "No. 1504" standard. The

regulations will apply to listed companies "A + H" and "H" for 2017. Then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following year, it will be included in all listed businesses. From the

official release of the "1504" standard to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all listed

businesses to dat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s related to the standard have not been

suspended. In addition, although that standard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it reveals important audit issues.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to be

addressed.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ng the 2017 and 2018 audit reports issued by accounting

firm a, this paper also uses the latest annual 2019 audit report issued by accounting

firm a to study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This study not only uses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signal transmission theory and modern risk oriented

audit theory, but also uses the cas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of accounting firm 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number and industry distribu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rmation basis, audit response measures and disclosure forms of

key audit matter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in the disclosure and finds out the

reasons through relevant analysis, Finall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in the

disclosu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of a accounting firm's key audit matters disclosure

from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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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accounting firm with a certain level of industry in the industry, financial

company A may have problems with the creation of important audit issues in the same

type of audit work in other firms. is a financial company A. It is helpful to provide

certain indicators and references to other audit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and complete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information.

Keywords: New Audit Reporting Standard；Key Audit Matters；Information Cont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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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发现有用的信息、公司经营存在的问题等

都无法反映在当时标准的审计报告中，这种审计报告已经无法满足报告使用者的

需求。许多国家和地区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审计报告准则的改革，审计报告信

息内容的改进以及与审计过程相关的信息披露的完善都被提上了日程。在这之

后，为了使审计报告内容更加丰富，审计报告披露制度更加完善，国际审计与鉴

证准则理事会开始对原审计报告准则进行细致的调整与修改，在经过不断的讨论

与完善后，最终其于 2015 年 1 月对新修订的国际审计报告准则进行了公布。该

准则一经公布，便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各国学者都开始对其相关领域进行

讨论与研究，与此同时，此次审计报告准则改革也引起了中国审计报告改革的热

潮，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紧跟国际趋势，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当时正在使用

的审计报告准则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与修改。

我国于 2016 年 12 月发布了以“1504 号”准则为核心的新审计报告准则，

并规定自 2017 年首日起，其在 A+H 股和 H股上市公司率先执行，其他上市实体

从第二年开始逐步开展执行，新审计报告准则全面实施的大幕由此拉开。此次改

革使旧审计报告的标准化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同时要求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相关内

容是此次准则修改调整最大的地方。此外，相比于原先标准的审计报告，此次修

订的审计报告准则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做出了规定，这对被审计单位信息披露的

个性化有所帮助，同时也有利于丰富审计报告的内容与信息含量。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实务界与理论界中，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相关的研究讨

论从未停止过，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虽然受到业界普遍认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

需要面对许多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现今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在此基础

上，本文以 A会计师事务所为案例，对其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分析与研究，

并总结其不足及原因，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与规范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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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有助于丰富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因为当前距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发

布时间及开始实施时间并不算太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我国关于会计师事

务所对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相关的研究还不够丰富。除此之外，我国

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情况进行了更多的实证研究分

析，而将最新年度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数据用于相关案例研究的则比较

少。本文以 A会计师事务所为例，研究其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问题并提出相关建

议，能够丰富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研究。

其次，充实与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相关的文献。新审计报告准则在部分上市

公司执行之初，其在实务中的执行情况便吸引了不少研究者对其进行研究，现在

注册会计师在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财报审计时都要执行新审计报告准则，与这种

情况伴随而来的是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相关问题逐渐开始困扰审计工作者，因

此，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研究力度势在必

行，这将会为新审计报告准则有关情况的研究打开一扇新的大门，除此之外，也

将使与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相关的文献得到充实。

（2）实践意义

为会计师事务所规范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提供对策与建议。各行各业的上市公

司都会对各会计师事务所委托财务报表审计业务，而不同的审计客户由于所处行

业的差异，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如何结

合审计客户的具体情况以使描述的关键审计事项不标准化，从而体现出被审计单

位的特点是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难点所在。所以，运用相关理论对会计师事务所

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进行细致分析与研究，发现披露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完善

的对策与建议，可以让同行业其他会计师事务所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并吸取相

关经验与教训，从而使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工作变得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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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的研究

2015 年初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对按照新审计报告准则编制的第一批审计报

告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在这批新审计报告中披露了诸多

与“重大错报风险”相关的有用信息，他们认为应收账款减值，存货减值，商誉

减值等事项是“重大错报风险”最为集中的领域。次年初，该机构对第二批执行

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审计报告进行研究后发现，应收账款减值类事项仍是注册会计

师给予重点关注的方面。

（2）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的研究

Doxey（2014）认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提高了被审计单位治理层与注册

会计师交流的积极性，这也使得投资者能清楚企业风险所在，从而进行合理投资。

Reid（2018）认为，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可以在不显著增加审计成本的情况下提高

审计报告的质量。

（3）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研究

Christensen et al.（2014）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及相关内容是预

期使用者使用审计报告时必读的，这也就意味着新审计报告准则中增设的“关键

审计事项段”是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的。Carver and Trinkle（2017）认为，一

般投资者在使用审计报告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他们不能够充分利用关键审计事

项中的有用信息，所以其中的信息含量对他们而言非常有限。Gutierrez et al.

（2018）研究发现，在关键审计事项中，投资者会对其感兴趣的重大错报风险产

生较大的反应，并从其中获得一定的有效信息。

（4）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及改进的研究

Bagshaw（2014）认为，注册会计师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会在描述事项时使

用标准化的措辞，而这样做会让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缺乏一定的针对性。Bedard

et al.（2016）研究发现，审计机构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在逐渐减少，并且

审计应对措施中的审计程序也很少是针对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进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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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内研究现状

（1）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的研究

阚京华和刘超宇（2018）对第一批新审计报告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不同事

务所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认识和理解存在一定差异，其各自在审计报告中披露

的关键审计事项在内容等方面也有着很大不同，无法进行比较分析，在此背景下

出具的审计报告，其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无法确定关键审计事项的具体价值。

陆军和张金丹（2018）对首次公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在公司和行业层面都进行

了综合性的研究和分析，通过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几乎所

有公司都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杨明增等（2018）在研究中利用多元回归等方法

对第一批新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分析后发现，其披露数量与包含的信

息含量呈现正比例关系。袁敏和谢萌（2018）认为在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内容中，

审计程序执行结果的缺失会对预期使用者通过审计报告获取相关信息产生一定

的影响。阚京华和曹淑颖（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

的数量越多，其审计客户的资产负债率则越高；会计师事务所擅长何种业务对披

露数量影响不大。柳木华和董秀琴（2018）研究发现，与英国相比，中国审计从

业人员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披露时更加小心谨慎。除此之外，还发现关键审计事

项的披露具有一定程度的连贯性。梁日新和李英（2019）对以前年度 A+H 股上

市公司的审计报告进行了研究，统计并分析了预期使用者、事务所和被审计单位

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之后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2）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的研究

徐灏和赵青（2017）认为关键审计事项段中的具体索引的增加，使得相关信

息的出处更加清晰，同时也明确了注册会计师的相关责任，这有利于注册会计师

和审计客户之间的沟通。郝玉贵和杨柳（2017）研究发现，审计报告的形式和内

容发生变化使得审计报告突出了重点，进而增加了其信息含量。郭艳萍和曹丽莎

（2018）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有利于强化相关审计人员的审

计责任并提升审计报告的质量。郭艳萍和娄超（2018）对部分事务所出具的审计

报告从确认依据和审计应对措施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评

估结果显示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叶妮（2018）使用琼斯模型

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后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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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披露将更加有利于有效遏制上市公司的资本盈余风险管理。

（3）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研究

郝玉贵（2017）研究发现，包含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可以使预期使用者

从中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孙文军等（2018）指出，上市公司发布包含关键审计

事项的审计报告后，股票交易量就得到了增加，这是新审计报告能提供给投资者

更多所需信息的证明。梁刚和曾旭（2019）根据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关键审计事

项的披露有助于信息含量的提升，但这也导致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成本的增加。

（4）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及改进的研究

冉明东和徐耀珍（2017）通过研究分析发现，注册会计师在职业判断和风险

承担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将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有很大的影响；格式化

的披露导致关键审计事项缺乏个性特征。季丰（2018）通过研究发现，注册会计

师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中出现的问题是“不会写，不敢写以及不让写”。吴秋生，

杜正元（2018）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基本符合要求，但也存在确认依

据模糊，披露内容与被审计单位联系不紧密等问题。张凤丽（2018）认为，会计

师事务所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使用的措辞以及表述方式都应该引起相关监督主

体的注意，此外，有关监管部门也要恰当运用约谈机制，对新审计报告准则在实

务中的执行情况给予一定的关注。唐建华、万寿琼（2018）通过研究发现，在披

露关键审计事项时，要首先考虑预期使用者的需求，为其提供包含被审计单位具

体情况的信息，以使其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吴凯亮、冯可棣（2018）指出，在

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和审计应对措施进行表述时，要根据审计客户的实际

情况披露个性化和具有针对性的信息。张呈和陈丽红（2019）指出，不同会计师

事务所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其披露事项所包含的信息含量也

有所不同。

1.2.3 文献述评

在对之前研究者的观点进行总结后发现，他们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参考标

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关键审计事项中有用的信息比较有限，对

投资者进行决策的帮助不大。一些学者则认为，关键审计事项中描述的内容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行业特征，这有助于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从而使预期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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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合理决策。一些学者肯定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有一些学

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及改进开展了研究，他们指出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

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改进建议。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方面，实证研究和案例研

究是相关研究者使用较多的方法，其中多元回归分析是实证分析常用的办法，该

方法会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案例研究方面，虽然已有不

少研究者进行了相关案例研究，但是涉及的年份较少，研究范围比较有限，因此，

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以上情况，本文选择以 A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近三年（2017 年至 2019

年）的审计报告为研究对象，先对其在三年间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分析和研

究，然后指出其披露的问题及原因，最后根据原因提出改进的对策与建议。此外，

A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业内具有一定规模的审计机构，对其进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的案例研究，可以为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相关实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因此，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深入研究能够为进一步完善 A 会计师事务所的关键审计事

项披露尽一份绵薄之力，同时也希望为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改进关键审计事项的披

露提供借鉴。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章首先从国内外审计报告准则改革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

义，之后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末尾部分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首先介绍审计报告准则、关键审计事项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相关

概念，之后是对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的说明。

第三章是案例介绍，首先介绍了 A会计师事务所概况以及其关键审计事项披

露流程和要求，然后对关键审计事项案例数据选取和披露现状进行了详细说明。

第四章是 A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中出现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第五章是针对第四章中提到的问题分别提出的对策与建议。

第六章通过对全文的分析和归纳得出了有关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

披露的研究结论，并对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做出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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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本文参考知网、万方等数据库的文献资料并从巨潮资讯、中国

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等处搜集论文所需的数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先前

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并做出总结，从而使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明确的方

向，为论文写作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

案例研究法。本文主要是研究 A会计师事务所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通

过收集整理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和披露的相关审计数据，并进一步分析其关键审计

事项披露现状和披露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及原因，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对比分析法。本文主要运用了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法，其中对披露现状进行

分析时采用了纵向对比，在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时采用了横向对比与其他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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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审计报告准则

审计报告准则指注册会计师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必须严格遵守的

规范性文件，其对注册会计师编制审计报告的原则、内容、形式等做出了明确的

规定。审计报告准则是随着市场发展而发展的，多年来审计报告的标准化，使得

投资者已经无法通过此种审计报告获得有用的信息，无法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

进行全面的了解，也很难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导致其对审计产生了质疑。这

种质疑使相关部门认识到审计报告准则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国际审计和鉴证准

则委员会在对原有的审计报告准则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后，于 2015 年对新修

订的国际审计报告准则进行了公布，这项改革具有巨大影响，其重要性已扩展到

了广泛的领域。与此同时，中国也紧跟国际趋势，并结合国内具体情况，于 2016

年底发布了经过调整修改的审计报告准则。

另外，为了跟之前旧的审计报告准则相区别，实务与理论研究中将此次经过

调整和修改的审计报告准则统称为“新审计报告准则”。其中只有六项准则做了

实质的修改，五项准则仅做了细微调整。除此之外，还新增了一项“1504 号”

准则，其是审计报告准则修订前后最大且最重要的变化，同时该准则也是本文开

展研究的基础。

2.1.2 关键审计事项

（1）关键审计事项的概念

在审计报告准则改革的浪潮下，每个地区和国家都对审计报告准则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调整与修订，同时他们也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对“关键审计事项”

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们修订的审计报告准则均以各种方式明确要求公开披露关

键审计事项或者针对重大错报的风险做出说明。虽然各国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定义

基本上是相似的，但表现形式略有不同，本文在研究中采用的是“1504 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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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的定义。该准则对关键审计事项定义做出了明确说明，其指出，根据注册会

计师的职业判断，认为对当期财报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就是关键审计事项。

（2）关键审计事项的选择与确定过程

如图 2.1 所示，选择与确定关键审计事项的过程如下：

首先，从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治理层进行沟通过的事项中挑选。

其次，选择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时给予较高关注的事项，如果某个事项获得

的关注度较高，那么其成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可能性也就较大。某个事项能否获得

较高的关注主要取决于以下方面：1）识别与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或特别风险；2）

与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有关的重大判断；3）当期重大交易或事项对审计的影响。

最后，在获得较高关注的事项中选择出对当期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来作为关

键审计事项，在对其进行选择时主要考虑以下方面：1）某事项对财务报告整体

的影响程度。如果某事项对财务报告整体影响较大，那么它就越有可能被确定为

关键审计事项。2）注册会计师对某事项作出判断的复杂程度。某事项在审计过

程中需要注册会计师作出判断的复杂程度越大，其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概率

和可能性就越高。3）与某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如果某事项存在较大的内

部控制缺陷，则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也较大，那么该事项被确定为关键审计

事项的可能性也就较大。

图 2.1 选择与确定关键审计事项的过程

2.1.3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1504 号”准则的规定，在审计报

告中增设“关键审计事项段”，并在其中详细描述与关键审计事项有关的内容。

在该部分中要包含以下信息：关键审计事项的背景、选定出的关键审计事项、关

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进行沟通过的事项

注册会计师给予较高关注的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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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以及审计应对措施。

首先是关键审计事项的背景，该部分是关键审计事项段的引言，关键审计事

项的定义是这部分的重要组成要素，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以下方面：注册会计

师的职业判断声明以及其不单独对某事项发表审计意见的声明。

其次是选定出的关键审计事项，即根据职业判断确定了哪些事项。“1504 号”

准则规定，除了法律禁止的特殊情况以及披露某个事项会对各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这两种特例外，注册会计师都应当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假如注册会计师认为没有

合适的事项需要披露，其仍然需要解释不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

最后是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与审计应对措施，确认依据即为何会选择这

些事项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注册会计师在披露表述某个事项的确认依据时,要将

其对该事项的考虑和判断记录下来，在该部分中披露某些事项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的确认依据，可以让预期使用者增加对该关键审计事项和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使

其作出更合理的决策判断。审计应对措施即注册会计师在确定某个事项为关键审

计事项之后，对其识别与评估的风险进行最大限度控制的行为。在该部分披露注

册会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可以让预期使用者增加对审计工作的

了解，同时也为预期使用者与注册会计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

2.2 理论基础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市场参与主体所需的信息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并不总

是均匀分布的，这意味着信息不对称是在市场参与者身份不同且理解和学习的信

息不同时发生的，通常情况下，卖方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通常比买方多，内部管

理层所拥有的信息要比买方更有用。该理论认为，拥有相对较多的信息和获取渠

道的一方通常在买卖双方之间的博弈中都占据着有利的地位，而那些长期以来处

于对信息缺失不利地位的一方则往往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去尽量多地收集和

获取信息，审计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绝大多数

市场主体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很有限，其辨别信息有效与否的能力也较为有限，

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通常无法正确估计和判断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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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价值，于是作为市场中介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便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有

用信息，他们以审计报告为载体向投资者传递相关信息，这种信息易于获取，且

对投资者而言可信度较高，是投资者进行决策的重要基础。大量研究表明，投资

者对其投资决策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信息的影

响。

以前的旧的审计报告模式下，审计报告的形式和用语都较为固定，投资者一

般最关心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其他部分相对来说价值很有限，而在审计报告中

增加一定数量的关键审计事项，使得审计意见的类型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段披露的

信息都能够为投资者进行决策提供参考。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过程中，易觉察

到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他们通过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向投资者传递这

些信息，从而使他们对被审计单位相关业务有更好的了解。所以，披露关键审计

事项可以更好地发挥审计报告的作用，并且有助于遏制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

此外，以前的标准审计报告中的审计意见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很有限，大多数上市

公司的标准审计报告对于投资者来说参考价值很小，然而在增加关键审计事项之

后，投资者们就可以通过比较和分析对同一个行业不同的公司所披露的关键审计

事项进行比较和综合评估，进而获得有用的信息，从此角度来看，在审计报告中

进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某种程度可以为投资者传递同行业的市场信息，并在此

基础上减少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2.2.2 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宾塞（Spencer）。在经济学中，信

号传递模型是指拥有某些信息的主体将其持有的该种信息转移给无法直接获得

该种信息的另一主体，而获得该种信息的主体则根据相关信号做出相关决定。在

审计报告中，预期使用者可以获取审计客户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等关键信息。

新审计报告准则进行修订前,预期使用者仅能从标准审计报告中得到单一的审计

意见，其获取信息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使预期

使用者能够及时快速地获取被审计单位的有关重要信息，对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

据进行披露，增加了预期使用者对审计客户各个方面的了解，同时也向其传达了

审计客户相关方面的信号。对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措施进行披露，向预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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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传递了相关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是否正确或适宜地执行审计应

对措施和程序等相关信号，也传递了相关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做出合理职

业判断的信号，这信号为预期使用者与注册会计师间进行沟通交流提供了机会，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2.2.3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是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侧重于重大

错报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而传统风险导向审计侧重于对审计客户的内控进行评

价。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同时关注企业内外部环境中的审计风险，其具体实践方法

是，相关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先对审计客户所处的行业、业务经营和内控风险

进行了解，通过使用以分析性程序为核心的相关审计程序对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

进行系统评价，之后在审计过程中对容易因重大错报风险发生错报的方面给予更

多的关注，并将审计资源向该方面倾斜。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前提下，这种方法

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还能够将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审计成本和被审计单位

的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范围内。

在中国，现阶段相关审计人员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的应用还不够纯熟。

新修订的审计报告准则规定，在执行审计工作时，必须对审计客户和其所处的行

业环境进行了解，但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的风险进行评估时只实施简

单的程序，以至于无法找到企业的高风险所在，同时也无法有效保证审计质量。

此外，准则还明确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确定时要以“识别与评

估的重大错报风险，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相关的重大判断和当期重大交易或事项

对审计的影响”为要点作为其进行确认的重要依据，这就是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中运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的真实写照。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合

理运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可以提升注册会计师对于处理重大错报风险的相

关事宜的能力，促进关键审计事项的恰当规范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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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介绍

3.1 A 会计师事务所概况

A 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创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其公司总部位

于北京,并在中国各地都设有 30 余家分支机构，是一家特大型的综合性咨询服务

机构，现有期货、证券、会计司法鉴定、国有特大型企业审计、境外上市公司审

计等相关业务。此外，A 会计师事务所拥有专业的审计人员团队。迄今为止，A

会计师事务所共有 5000 多名员工，其中包括 1300 多名中国注册会计师，以及

300 多名持有 ACCA、HKCPA 及海外执业资格的员工，行业高端会计人才也接近百

人。

在其多年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A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发展成绩，

作为我国内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各行各业的客户都曾享受过其提供的优质

专业化服务，其客户涵盖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实体、大型工程公司和政府监管

机构等；能源、制造、货物、建材、房地产、运输、医疗等是其业务较多的行业。

在中注协最近公布的事务所排名中，A会计师事务所的排名都在前 10 位，此外，

其业务收入在内资所中排名前 6位。

3.2 A 所基于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流程和要求

3.2.1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流程

A 会计师事务所对于筛选好的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报告中进行披露时具有

以下流程：第一，先在审计报告中选择合适的位置单独设置“关键审计事项段”，

并在其中设置事项标题，然后将事项的性质及其背景在引言部分中作出说明，此

外还要特别声明由注册会计师依据其职业判断对该事项进行了披露，且不单独对

其发表审计意见；第二，利用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选取合适的文字对子标题进

行描述；第三，将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信息直接索引至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附注

部分，并且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以及审计应对措施进行披露。具体的框架

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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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流程框架

3.2.2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要求

A 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要求有如下要点：首先，披露关键

审计事项的基本要求为语言简明扼要不偏颇且避免使用预期使用者较难理解的

术语；其次，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和审计应对措施的描述部分应当与被审计

单位的实际情况相对应，尽量避免措辞的标准化，从而使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为预

期使用者做出恰当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最后，“1504 号”准则没有就关键审

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大小、类型分布和表述形式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采取何种

具体方式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披露需要 A会计师事务所视具体情况而定。

3.3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案例数据选取

在执行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过程中，A 会计师事务所仅出具了 3 份包

含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所以其当年的关键审计事项样本极少，涉及的范围

不全面，也不便于比较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在对 A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

披露问题进行研究时，对这部分数据不予收录。除此之外，“1504 号”准则还

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下，可以不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因此针对这一部分审计报告，本文也不纳入研究范围之内。将上述两种情况进行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子标题 索引至财务报表附注部分 确认依据和审计应对措施

相关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确定披露数量、类型、形式

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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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之后，最终获得了 A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2017 年至 2019 年）出具的审计

报告共 409 份，其中 2017 年至 2019 年份别为 115 份、138 份、156 份。

3.4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现状

3.4.1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及行业分布

“1504 号”准则明确规定，确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时，注册会计师需

要充分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能力。在当期审计中，注册会计师识别与评估的重大

错报风险越多，则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也就越多，除此之外，财报审计中某些事

项需要相关审计人员作出复杂判断，其复杂程度与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大小

成正比例关系。

根据中国证券业监督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的最近一期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标准，本文将 A会计师事务执行财报审计业务的被审计单位在行业层面进行了细

致分类与统计，如表 3.1 所示，2017 年至 2019 年 A 会计师事务的财报审计业务

涉及 15 种不同行业，制造业是其财报审计业务最多的行业。

（1）A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整体介绍

整体来看，如表 3.1 所示，A 会计师事务所 2017 年对 115 家审计客户共计

披露了 244 项关键审计事项，平均每家披露 2.12 项，2018 年对 138 家审计客户

总计披露了 282 项关键审计事项，平均披露数量为 2.07 项，相比 2017 年减少

0.05 项，2019 年对 156 家审计客户共计披露了 289 项关键审计事项，平均披露

数量为 1.85 项，相较于上年减少了 0.22 项。通过研究中国证券业监督委员会发

布的相关数据后发现，2017 年至 2019 年所有执行新审计报告准则的上市公司披

露的平均数量分别为 2.08 项、2.07 项和 2.04 项。将 A 会计师事务所相关数据

与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2017 年 A 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

事项平均数量相较于所有上市公司平均数量略高一点，2018 年与市场平均水平

基本持平，2019 年略低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披露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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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A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数量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情况

被审计单位涉及行业 公司数量 披露总数 披露平均数

2017 2018 2019 2017 2018 2019 2017 2018 2019

农、林、牧、渔业 0 0 1 0 0 2 0 0 2.00

采矿业 4 4 2 8 8 2 2.00 2.00 1.00

制造业 72 85 96 157 178 182 2.18 2.09 1.8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 8 11 8 16 21 2.00 2.00 2.63

建筑业 3 3 4 6 6 7 2.00 2.00 1.75

批发和零售业 5 5 5 10 11 10 2.00 2.20 2.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 5 7 8 11 13 2.00 2.20 1.8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 12 11 20 23 21 2.00 1.92 1.91

房地产业 4 5 6 10 12 11 2.50 2.40 1.8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 3 3 6 5 5 2.00 1.67 1.6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 1 2 3 2 2 3.00 2.00 1.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 4 4 6 8 8 2.00 1.50 2.00

教育业 0 1 1 0 1 1 0 1.00 1.00

卫生和社会工作业 1 1 1 1 3 1 1.00 3.00 1.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 1 2 1 1 3 1.00 1.00 1.50

合计 115 138 156 244 285 289 2.12 2.07 1.85

数据来源：自行收集整理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报告数据

（2）A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的占比情况

如表 3.2 所示，A会计师事务所在三年间对被审计单位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

数量最多为六项，最少为一项，但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不占披露数量的绝大部分，

真正占据主要地位的是两项。通过研究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关键

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占比最大的是两项，在 2017 年，71.30%的审计客户披露数量

为两项，仅有一家审计客户的披露数量为六项。另外发现，后两年相较于第一年，

披露数量为一项和三项的公司有所增加，而披露数量为四项、五项和六项的被审

计单位变得更少，这表明随着披露经验的积累，A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人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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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认识更加深入，不再轻易将某些事项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表 3.2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的占比情况

披露数量 被审计单位数量和占比

2017

数量

2017

占比

2018

数量

2018

占比

2019

数量

2019

占比

一项 14 12.17% 23 16.67% 29 19.59%

两项 82 71.30% 89 64.49% 97 65.54%

三项 14 12.17% 20 14.49% 22 14.86%

四项 2 1.74% 6 4.35% 0 0%

五项 2 1.74% 0 0% 0 0%

六项 1 0.87% 0 0% 0 0%

数据来源：自行收集整理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报告数据

3.4.2 关键审计事项的分类

经过统计，A会计师事务所在三年中共披露了818项关键审计事项，其中2017

年至 2019 年分别披露了 244 项，285 项和 289 项。本文根据 A会计师事务所披

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对应的子标题，对其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分类和统计后可

以发现，这些事项涵盖了不同业务类型的收入确认，不同种类的资产减值，相关

事项的投资收益，部分资产账面价值确认，有关项目的建造合同收入，相关成本

费用确认，处置子公司股权，关联方交易和其他共 9类，其中“其他”类型包括

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政府补助、重大诉讼、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转让、营

业外收入、企业合并、委托加工物资、重大资产重组。

如表3.3所示，虽然A会计师事务所在三年间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种类较多，

但是其分布不均匀，有些事项披露的极多，部分事项几乎没有进行披露。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间，不同业务类型的收入确认事项始终是 A会计师事务所每年

披露数量最多，占比最高的关键审计事项，如 2019 年披露的 289 项关键审计事

项中有 100 项是收入确认事项。除此之外，本文将各种类型的资产减值事项进行

加总统计后发现，资产减值类事项是披露第二多的事项，其在 2017 年总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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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98 项，占当年披露所有事项的 40.15%，其在接下来的两年分别占比 47.37%

和 41.53%，其所占比例先上升了 7.22%，然后下降了 5.84%。通过研究发现，A

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减值类项目进行披露时有所侧重，其中应收账款和商誉减值占

该类事项的比例较大，是注册会计师给予较高关注的方面，此外，相较于上述两

项，A会计师事务所在三年间只对金融资产减值事项披露了 4项，占比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本文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金

融行业的公司未将其财报审计业务委托给 A会计师事务所，其他行业涉及金融资

产减值事项的机会较少。另外，除上述占比最高的两类事项外，其他类型的事项

在 2017 至 2019 年分别占比 23.37%、19.65%和 23.87%。

表 3.3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分类情况

披露数量 关键审计事项数量 占当年关键审计事项总数比例

2017 2018 2019 2017 2018 2019

收入确认 89 94 100 36.48% 32.98% 34.60%

商誉减值 28 47 37 11.48% 16.49% 12.80%

应收账款减值 36 44 42 14.75% 15.44% 14.53%

金融资产减值 1 3 0 0.40% 1.05% 0%

存货减值 19 20 21 7.78% 7.02% 7.28%

固定资产减值 4 12 7 1.64% 4.21% 2.42%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 10 9 13 4.10% 3.16% 4.50%

关联方交易 4 8 11 1.64% 2.80% 3.81%

投资收益 0 4 2 0% 1.40% 0.69%

成本、费用确认 11 10 9 4.51% 3.51% 3.11%

资产账面价值 9 6 11 3.69% 2.11% 3.81%

处置子公司股权 7 2 4 2.87% 0.70% 1.38%

建造合同收入 4 6 7 1.64% 2.11% 2.42%

其他 22 20 25 9.02% 7.02% 8.65%

合计 244 285 289 100.00%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自行收集整理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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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对不同行业的审计客户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特点，比如，不论其是制造行业，服务行业还是其他行业，

收入确认都是其关键审计事项占比最高的事项，在 2017 年其审计的 72 家制造业

审计客户的审计报告中有 57 份披露了与收入确认相关的事项，这部分事项占总

数的比例为 79.17%，此外，A会计师事务所对这类事项的披露特点在接下来的两

年的审计报告中也能被清晰地发现，该类事项占据的比例仍然为最高，只是占比

大小的差异有所不同而已。如表 3.4 所示，A会计师事务所对除制造业以外的其

他行业披露占比较高的关键审计事项也包括收入确认类事项和应收账款减值类

事项。除此之外，不同行业的关键审计事项在某些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A会计

师事务所通常会对特定行业披露只适用于该行业的关键审计事项，这是其披露关

键审计事项的特性特点，如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收入确认是房地产业披露较多的

关键审计事项，消耗性的生物资产是农、林、牧、渔业披露较多的关键审计事项。

表 3.4 不同行业占比较高的关键审计事项类型

被审计单位所在行业 占比较高的关键审计事项类型

农、林、牧、渔业 收入确认、消耗性的生物资产

采矿业 固定资产减值、应收账款减值

制造业 收入确认 、商誉减值、应收账款减值、存货减值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收入确认、商誉减值

建筑业 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应收账款减值

批发和零售业 收入确认、存货减值

教育业 收入确认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收入确认、应收账款减值

房地产业 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收入确认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应收账款减值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商誉减值、应收账款减值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应收账款减值、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

收入确认

数据来源：自行收集整理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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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间，部分审计客户由于种种原因在本期选择 A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财报审计后，第二年不再对其进行财报审计业务委托，本文剔除了这

部分数据后，发现在这期间都由 A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财报审计业务的上市公司有

94 家。此外，本文还按照关键审计事项的分类特征统计分析了关键审计事项重

复程度的大小。如图 3.2 所示，三年间披露事项完全相同的审计客户有 49 家，

其所占比例为 52.1%，披露事项部分相同的审计客户有 36 家，其所占比例为

38.3%，披露事项完全不同的审计客户只有 9家，其所占比例仅为 9.6%。因此，

不同年份间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差异性相比较小,且其重复程度相对较高是 A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主要特点之一。

图 3.2 关键审计事项重复程度情况统计

3.4.3 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与审计应对措施

“1504 号”准则对与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与审计应对措施相关的内容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要求在进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时，必须清晰表述为何将该

事项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这就是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除此之外，准则还

明确要求将注册会计师为应对关键审计事项，如何执行相关的审计程序的内容，

在审计报告中予以详细记录，这部分就是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

（1）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

在“1504 号”准则中，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即“识

别与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或特别风险，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相关的重大判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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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大交易或事项对审计的影响”，本文将 A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

按确认依据进行了分类，其中，识别与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或特别风险较高是各

种类型的收入确认及关联方交易等重要事项的确认依据；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相

关的重大判断是资产减值、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等事项的确认依据；当期重大交

易或事项对审计的影响是股权转让等事项的确认依据。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注册会计师在对不同审计客户的同一类型关键审计事项

进行披露时，其在审计报告中对该类事项的描述是相似的。比如，“某项收入是

公司的一个关键绩效指标，其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大，会对当期利润产

生巨大影响，且其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是不同业务类型的收入确认事项被确定为

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另外，“该事项余额重大且该事项与管理层的重大判

断相关”是各种资产减值类事项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不同业务类

型的收入确认事项和各种资产减值类事项是 A 会计师事务所披露最多的关键审

计事项，他们的确认依据一般与识别与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或与管理层的重

大判断相关。除此之外，通过对 A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审

计报告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在某被审计单位三年关键审计事项一致的情况下，注

册会计师对确认依据的具体描述几乎未发生变化，其只是对年份及数字等因素进

行了简单修改。

（2）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

“1504 号”准则规定，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其审计应对措施可以包含

以下四方面内容：审计中处理某事项最有效的措施、所执行审计程序的说明、审

计程序的执行结果以及对该事项的意见。

通过研究可以明显发现，在 A会计师事务所 2017 年至 2019 年出具的 409 份

审计报告中，没有一份对被审计单位完成实施的审计程序的执行结果进行披露，

都只是对已实施的审计程序进行了披露。除此之外，A会计师事务所三年间共计

披露了 818 项关键审计事项，如图 3.3 所示，审计程序的数量在 1到 10 这个区

间范围内，其中审计程序数量在 3个到 7个范围内的关键审计事项有 559 项，其

所占比例为 68.3%。通过统计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在 2019 年对其审计客户“中

钨高新”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事项披露的审计程序只有 3 个，另外，对其审计

客户“爱司凯”A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人员虽然在审计应对措施部分中列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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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审计程序，但是大部分都没有针对性，仅是观察等较为通用的审计程序。

因此，如何恰当地披露已经执行的审计程序，对于 A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审计人

员是一项挑战。

图 3.3 审计程序披露个数及所占比例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的审计应对措施很大一部分与其他行业是相同或相似的，其中就已执行的审计程

序而言，检查程序是 A 会计师事务所在披露审计应对措施时使用最多的审计程

序，如图 3.4，A 会计师事务在对被审计单位“华锦股份”和“英特集团”披露

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时都用到了该审计程序。此外，还发现在 2017 年至 2019 年被

审计单位关键审计事项类型不变的情况下，A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披露的审计应对

措施也差别不大。

图 3.4 华锦股份与英特集团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描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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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形式

现阶段，表格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我国大部分事务所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时，都不采用纯文字的形式而采用更加合理便利的表格形式。本文对 A会计师事

务所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披露的 409 份审计报告数据进行了统计后发现，在此期

间，其披露的所有关键审计事项均以表格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表述，表格的左侧和

右侧分别显示有关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以及审计应对措施等相关信息。这种

披露形式使预期使用者在阅读关键审计事项段时更易从中获取想要的信息。以下

是 A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形式的特点：

首先，A会计师事务所在表格中对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进行披露时，一般

将其描述内容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披露的事项所涉及金

额等内容的说明，如“某单位实现营业收入……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元”；

第二部分是对该事项确认依据等主要内容的阐述，如“某一个事项与管理层的重

大会计估计和判断有关，同时考虑其对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重大”；最后一部分

为概括描述，一般表述为：“因此，该事项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其次，A会计师事务所在表格中对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措施进行披露时，

通常将其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一般是提示语，如“针对某事项，我们实施

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然后第二部分是对已执行的审计程序的描述，为了

便于预期使用者查找其需要的相关信息，A会计师事务注册会计师对已执行的审

计程序采用数字标号分别进行描述。

总而言之，虽然新审计报告准则没有对关键审计事项的表述形式作出明确要

求，但是随着各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业务熟悉程度的加深，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

使用更为简单明了的表格形式成为了注册会计师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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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

4.1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出现的问题

本文分析了 A会计师事务所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现状，发现 A会计师事务所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总体上来说稳中向好，但其披露仍出现了一些问题。

4.1.1 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不清晰

“1504 号”准则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应当对其被

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依据进行清晰说明”。A 会计师事务所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中未清晰表达确认依据的被审计单位有 8家即启迪古汉、中

国巨石、中粮生化、蓝色光标、国电南自、城地股份、拓邦股份、佳都科技，此

外，土地使用权处置收益的确认、在建工程账面确认、收入确认和关联方交易、

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应收款项的减值准备是未清晰表达确认依据所涉及的关键

审计事项类型。

如图 4.1 所示，本文为了更好地研究 A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

不清晰的问题，将其对“拓邦股份”披露的应收账款减值事项确认依据与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华保险”披露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确认依据进行比较。

研究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将“应收账款减值”作为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披露时，

仅将该公司的客观情况与部分标准化的文字描述混在一起作为关键审计事项的

确认依据，此种描述既不够清晰又缺乏个性化，同时对于其他公司也同样适用，

反观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其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依据进行披露时，

则对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细致说明，且其描述内容比较清晰，能满足预

期使用者的信息使用需求，在同行业中，可以算作清晰描述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

据的典范，因此，在对两者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

A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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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A 所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清晰度的对比

4.1.2 不同年份间关键审计事项的差异较小，重复程度较高

2017 年至 2019 年是新审计报告准则在实务中全面实施的前三年，这期间除

了其开始实施的第一年，注册会计师要从零开始探索如何去在审计报告中描述关

键审计事项，其余年份注册会计师都可以借鉴以前年度的类似关键审计事项的相

关表述，这就导致了会计师事务所对同一个连续审计客户在不同年份间所披露的

关键审计事项差异较小，重复程度较高，在有些情况下，部分注册会计师甚至在

对其连续审计客户的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和审计应对措施进行描述时直接复

制上一年份对该事项的描述。以 A会计师事务所的连续审计客户“广联航空”为

例，它的关键审计事项“营业收入”、“应收账款”的确认依据和审计应对措施描

述三年间没有任何变动，这种重复披露的问题广泛存在于 A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

会计师事务所。究其原因，是因为注册会计师要在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考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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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本，其在被审计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前提下，对当年的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时参照以往年度同类事项的描述，虽然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事务

所的审计成本，但是这样就使得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有所减少，预期使用者

从中获取的有用的信息很有限，因此，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如何在不同的年度

为预期使用者持续提供相关有用的信息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另外，本文对 A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不同年份关键

审计事项的差异程度大小进行了对比分析。如图 4.2 所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在不同年份，即 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间，未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被审计单位

有 49 家，其中，三年间披露事项完全相同的审计客户有 19 家，其所占比例为

38.8%，披露事项部分相同的审计客户有 22 家，其所占比例为 44.9%，披露事项

完全不同的审计客户有 8家，其所占比例仅为 16.3%。将上述情况与第三章 3.4.2

节 A 会计师事务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重复情况相比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披露事项

完全相同的比例明显高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且披露事项完全不同的比例低

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同时其披露事项部分相同的比例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相差较小。由此可以看出，A会计师事务所相较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其在不同年份间的关键审计事项差异较小，重复程度较高。

图 4.2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重复程度情况

4.1.3 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缺乏信息含量

（1）确认依据缺乏信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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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分析可以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在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进

行描述时，使用的措施标准化严重，且缺乏针对性，从而导致其在审计报告中披

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缺乏信息含量。

图 4.3 A 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存货跌价准备事项确认依据的对比

如图 4.3 所示，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本文以 A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存货跌价准备事项的确认依据为研究比较对象，通过分析发

现，A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披露时，除对存货余额进行披露外，既没有对被审计

单位“岱勒新材”的存货性质、种类等情况进行介绍，也没有对与存货跌价准备

相关的职业判断做出细致的说明，这种方式下披露出来的关键审计事项较为标准

化，不能将被审计单位的相关信息有效地传递给预期使用者，因而缺乏一定的信

息含量；相比较而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在对“美邦服饰”披露确认依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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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披露了该批存货的余额和其占资产总额的比例，还对该批存货的性质特点、

类型等做了说明，除此之外，还对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管理层判断做了详细

介绍，与 A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披露方式更加逻辑清晰，

重点分明，与被审计单位联系更加紧密，信息含量较为充足。

另外，存货跌价准备事项只是 A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

据缺乏信息含量的例子之一，这种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其披露的其他事项中，这导

致预期使用者无法从确认依据中获取想要的信息，与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相

关的信号也无法在预期使用者和注册会计师之间进行传递，这从根本上导致 A会

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缺乏信息含量。

（2）审计应对措施缺乏信息含量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就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而言，A会计师事务所

在对其进行描述的过程中与被审计单位情况的联系不够紧密，因此其披露的已执

行的审计程序大多描述简单，缺乏一定的针对性，此外，披露内容中标准化措施

使用较多，预期使用者无法辨别出重点，这使得 A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

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缺乏信息含量。

如图 4.4 所示，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本文以 A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为研究比较对象，通过

研究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对“湖南盐业”披露了五条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其披

露内容都采用了标准化措辞进行描述，基本上没有针对性可言。反观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其对“孚日股份”的审计应对措施进行披露时，同样披露了五条已

执行的审计程序，但是其采取的审计程序针对性较强，与被审计单位的情况联系

更密切，因此，其披露的审计应对措施的信息含量相对较高。

另外，通过研究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进行

披露时，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在其所有审计应对措施中都有所包含，但是审计程序

的执行结果以及对该事项的意见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得到披露。此外，由于注册会

计师只将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披露在审计报告中，其与预期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一种

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注册会计师可以在其执

行审计的过程中获得与审计应对措施相关的信息，但是该部分信息无法通过仅披

露已执行的审计程序传递给预期使用者，因此，审计程序的执行结果以及对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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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意见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审计应对措施缺乏信息含量。

图 4.4 A 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事项审计应对措施的对比

4.1.4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缺乏可理解性

简单明了且易于理解是“1504 号”准则应用指南对注册会计师对关键审计

事项表述内容提出的更高要求。在正常情况下，预期使用者比较容易从可理解性

较高的关键审计事项中获得有效的信息，进而帮助其做出合理的决策。A会计师

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缺乏可理解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部分事项的子标题缺乏可理解性。

“1504 号”准则要求，在描述关键审计事项的具体内容前，要以合适的子

标题对将在下文进行披露的内容进行总括介绍。通过研究发现，2017 年 A 会计

师事务所对其审计客户“天津普林”披露的子标题为“成本”就是子标题缺乏可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研究——

以 A 会计师事务所为例

30

理解性的范例，该描述过于简单，预期使用者除了知道该事项是有关成本方面的，

无法从该子标题中了解更多与披露内容相关的信息，因此，这类事项的子标题缺

乏可理解性。

（2）确认依据披露缺乏可理解性。

注册会计师在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进行披露时，确认依据中可能会包

含预期使用者较难理解的专业术语，这就对确认依据的可理解性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以 A会计师事务所 2017 年对其审计客户“中远海能”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

“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会计估计变更”为例，其在披露该事项的确认依据时对

该标题的解释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预期使用者无法准确理解该事项。反观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其在披露过程中对较难理解的专业术语做出了解释说明，

比如，其 2019 年对其审计客户“光大证券”的“结构化主体合并”事项进行披

露时，对与该事项相关的信息进行了具体介绍，其不但说明了结构化主体包括的

各个方面，而且将其做出的职业判断也记录在内，显然，这种披露方式有利于预

期使用者了解与该事项相关的情况，提高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的可理解性。

4.2 A 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出现的问题原因分析

A 会计师事务所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关键审计事项

确认依据不清晰；第二，不同年份间关键审计事项的差异较小，重复程度较高；

第三，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缺乏信息含量；第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缺乏可

理解性。下文将结合相关理论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4.2.1 相关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不足

在进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相关的审计工作时，注册会计师在实践中运用自己

职业判断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运用自己的职业判断来选取合适

的关键审计事项；第二，以何种方式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内容。研究发现，披露

关键审计事项时，要满足确认依据清晰,不同年份间事项重复程度较低，披露的

事项信息含量较为充足，且可理解性较好等要求注册会计师要具备较强的职业判

断能力才行。

首先，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方面，要想具备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相关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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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必须在实务工作中对自己的相关能力加以锻炼，通过接触不同类型的被审计

单位累计相关经验，并从失败的案例中吸取教训，最终达成提高职业判断能力的

目标，但这个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目前，“1504 号”准则在我国实施的时

间并不算长，会计师事务所都在实践中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探索，在这个过

程中，A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条件所限，其积累的相关实践经验相对较少，这使得

其相关审计人员无法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对相关事项做出的合理的职业判断，从

而做不到恰当规范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其次，虽然 A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人员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按照准则规

定运用了职业判断，但是其对职业判断的把控能力明显不足，因此，其在对关键

审计事项进行描述时采用了套路化的措辞，对预期使用者的信息使用需求考虑不

周全，除此之外也没有思考采用何种披露方式会让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包含更多

有用的信息，这导致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缺乏信息含量和可理解性。

最后，相关审计人员要对其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信息负责，因此，其在运用

自己的职业判断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披露时要对其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相应的规

避，以保护自己。此外，其作为执行审计工作的主体，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信息

越多越详细也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更大的风险与责任。有了这层顾虑之后，相关

审计人员往往会在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内容中使用一些标准化的措辞，以尽可能

避免在审计报告披露更多的信息，从而做到在满足准则最低要求的情况下完成关

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任务，以在合理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4.2.2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核制度不健全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核制度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相关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事务所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质量的好坏，通过

研究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核制度不健全。

在会计师事务所中，一般从事复核工作的审计人员都具备较多的实践经验及

一定知识储备，而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相关程序进行复核的审计人员而言，他们

从事的工作要求更高。要保证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质量，需要他

们执行有效的复核。虽然 A会计师事务所在行业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是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核制度不健全依然是其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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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不重视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核，有关复核的规定落不到实处。除

此之外，A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复核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具体问题，

如从事关键审计事项复核的审计人员极少关注事务所审计客户的实际情况，在执

行复核工作时，只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与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文字内容实施复

核，此外，还有个别情况是由于事务所的任务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的，在日常审

计工作中，会计师事务所给部分从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复核工作的审计人员分配

了较多其他项目，从而使得他们没有相应的条件实施有效的复核，在这种情况下，

复核逐渐变成了一种形式，因此，对 A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其关键审计事项的披

露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问题与其相关复核制度的不健全脱不了关系。

4.2.3 缺乏对相关审计人员的有效培训

新审计报告准则发布之后，各大会计师事务所都就该准则对其相关审计人员

进行了培训。虽然相关审计人员基本上都接受了有关培训，但不同事务所对相关

审计人员的培训程度却有着一定的差异，部分事务所进行的培训比较成功，而有

些事务所进行的培训则缺乏实效。

对于 A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不清晰，披露内容缺乏可

理解性等问题的出现与其缺乏对相关审计人员的有效培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缺乏对“1504 号”准则内容的有效培训，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A 会

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户相对较少，因而其从审计实践中获得的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的经验也较少。在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作支撑且相关审计人员对“1504 号”准

则理解和掌握较差的情况下，要开展对“1504 号”准则内容的有效培训有一定

的困难，因此，相关审计人员无法有效合理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其次，缺乏对

相关审计人员书面表达能力的培训，与以前旧审计报告套用固定模板不同，新审

计报告准则要求相关审计人员在进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时，要密切联系其所审计

的被审计单位的情况，体现被审计单位的个性化特点，但之前使用模板的习惯使

相关审计人员的书面表达能力停滞在较低的水平，其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较难达

到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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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缺乏相关监管机构的指导与监督

对会计师事务所在实务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指导和监管是相关监管机

构的责任与义务，会计师事务所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中出现问题一定程度上与其

披露缺乏相关监管机构的指导与监督有关。

（1）相关监管机构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指导不足

虽然新审计报告准则中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要求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在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过程中，面对行业与公司规模的差异，准则的要求就略

显笼统，且不够详细，除此之外，注册会计师对某些事项的判断带有比较强的主

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要想运用自己的职业判断恰当地披露关键审计

事项就必然需要相关监管机构予以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准则中对于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是有明确规定的，但对其确认依据和审计应对

措施以何种形式进行披露，是利用表格分点描述，还是纯文字整段进行描述，准

则没有对其作出明确说明，这就使得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披露方式较为混乱，不

利于预期使用者从中收集到有效的信息。除此之外，如何描述审计程序的执行结

果以及对该事项的意见等问题，准则也没有进行说明，所以，会计师事务所在审

计中涉及这些准则暂时没有明确说明或说明不够明确但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很重要的方面时，要靠相关监管机构的指导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

（2）相关监管机构未能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进行有效监管

在现代审计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审计成本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一直

都是注册会计师在实际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市场经济

下的审计主体无法自觉做到保证预期使用者能够从审计报告中获取质量较高的

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监管部门和机构的作用便会充分地显现出来，在他

们的监督和管理下，注册会计师才会保证其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质量，从而使预期

使用者从审计报告中获得质量较高的信息。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

监督与管理是相关监管机构应承担的责任，相关监管机构有权处罚和教育未按规

定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单位。所以 A会计师事务所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需要相关

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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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会计师事务所改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对策与建议

结合 A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中出现的问题和其原因分析，本文给

出了以下四条改进对策与建议：第一，规范关键审计事项内容的披露；第二，相

关审计人员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第三，完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相关制度；第四，

监管机构加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指导与监督力度。

5.1 规范关键审计事项内容的披露

5.1.1 个性化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

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时，应该根据“1504 号”准则

的规定，按照相关要求对确认依据进行描述。此外，对于同一审计客户不同年份

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披露时，应当对审计客户当年的实际情况加以考虑，尽可能

避免相似度极高的标准化披露，不要以其业务基本上未发生变化作为标准化披露

的理由，因此，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时，应当对其做到个性化披露。

首先，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识别与评估出重大错报风险或特别风险的关

键审计事项主要有收入确认等事项，其在考虑如何对该类事项的确认依据进行披

露时，应当重点关注审计客户当期的具体情况，尽可能避免使用“收入是公司的

关键绩效指标，会对当期利润产生巨大影响”等标准化措辞。在根据审计客户的

实际情况对收入确认进行描述时，应当选取最重要的收入进行介绍并指出该项收

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使预期使用者能了解到该项收入的重要性，最后

对该项收入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详细说明，只有这样进行描述，披露出来的确认

依据才会有一定的个性化特征。

其次，涉及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相关的重大判断的关键审计事项主要有应收

账款减值、商誉减值、金融资产减值等事项，在对该类事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

确认依据时，也应当做到个性化披露，以金融资产为例，不同被审计单位持有的

金融资产种类有所不同，其对不同金融资产持有的目的也不同，因此，在对该类

事项的确认依据进行描述时，应当根据审计客户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披露，避

免使用标准化措辞。此外，在具体描述的部分可以增加如下内容：当期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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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审计客户所在行业情况及该类金融资产受市场影响大小的情况等。这样披

露出来的确认依据能够满足预期使用者的需求，有利于与其他被审计单位同类型

事项产生区别。

最后，当期交易或事项中会对审计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审计事项主要有关联

方交易等事项，在对该类事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时，不仅应当说明涉

及的金额巨大和产生的影响重大，还应当将注册会计师为披露该事项所做的努力

进行个性化披露。

总而言之，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依据时，要保证披露的信

息不包含过多的标准化措辞，并具有一定的个性化和相关性，这样才能增加关键

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使会计师事务所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得到规范。

5.1.2 针对性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

就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而言，注册会计师在对其进行披露时，应该

根据“1504 号”准则的规定，以其要求的四大方面“审计中处理某事项最有效

的措施、所执行审计程序的说明、审计程序的执行结果以及对该事项的意见”为

依据。通过研究发现，A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

对措施时，只对已执行的审计程序进行了披露，此外，其披露的审计程序缺乏针

对性，达不到准则的要求。针对以上情况，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在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描述中，注册会计师应当结合被审计

单位的实际情况，以使表述的已执行审计程序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一般来说，注

册会计师是根据确认依据中的有关描述，并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对审计程序进行

披露的，因此，在披露审计应对措施时，要加强确认依据与审计应对措施的联系，

使相关披露更具有针对性。此外，在描述部分列示审计程序时，根据审计程序的

重要程度对其进行排序，使预期使用者在使用时可以做到一目了然。同时为了保

证披露的审计应对措施的可理解性，在对审计程序披露时，如非必要，应当尽量

避免使用预期使用者较难理解的专业词汇。

其次，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中，应当考虑将审计程序的执行

结果也包含在内。上文提到 A会计师事务所三年间出具的 409 份审计报告中没有

一份包含审计程序的执行结果，通过研究发现，“1504 号”准则规定，“在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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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进行描述时，不能单独对其发表审计意见”，这导致

A会计师事务所披露审计程序的执行结果时，既要合理准确地描述审计程序的实

施结果，又要避免对该事项单独发表审计意见，其工作的难度加大了，所以其披

露的审计应对措施都没有包含审计程序的执行结果。但是对预期使用者而言，审

计程序执行结果的缺失会对其理解相关信息产生影响。因此，从预期使用者角度

考虑，注册会计师在披露审计程序执行结果时，要采用恰当的语言以避免对该事

项单独发表审计意见。

总之，在审计报告中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进行表述时，要确保预

期使用者能从披露的信息中准确地了解到注册会计师做出的职业判断，同时要保

证披露的审计程序及其实施结果对被审计单位而言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5.2 相关审计人员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在审计报告中恰当合理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是摆在相关审计人员面前的一

道难题，而解决它需要相关审计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因此，A会计师事务

所的相关审计人员应当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建设，提高自

身职业判断能力。

5.2.1 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建设

职业道德是相关审计人员专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审计人员要在披露

关键审计事项时遵守与之相关的职业道德。此外，根据准则要求，为了合理披露

关键审计事项，相关审计人员需要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过程中，保持独立客观，

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客观事实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显然，恰当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是相关审计人员应尽的责任，但是部分审计人员由于其糟糕的职业道德建设，在

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没有认清自己的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其相关审计责任没有被

落到实处，因此，这部分相关审计人员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有待加强。

另外，相关审计人员要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建设就要增强对自身责任与义务

的认识与了解，多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辈交流沟通，向他们讨教其是如何在审计

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以保证自己不违反相关职业道德。除此之外，相关审计人

员还应当自觉参加有关职业道德建设的讲座论坛，学习职业道德建设相关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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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以提高自己对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认知水平，从而对自己的专业素质提出

更高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力，使其关键审计事项的

披露更加合理与规范。总之，相关审计人员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需要加强自

身的职业道德建设。

5.2.2 增强自身职业判断能力

职业判断能力是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人员从事审计工作必须具备的能力，

此外，相关审计人员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恰当与否和其有着密切的

关系，本文对相关审计人员增强自身职业判断能力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在工作之余，积极参加各种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有关的论坛与培训，

并就如何在披露中更好地运用职业判断与其他审计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在此基

础上让自身的职业判断能力得到增强。

其次，学习事务所内部职业判断能力较强的审计人员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

心得，先查阅其相关审计工作底稿，了解其对较难披露的事项做出职业判断的过

程，然后对整个学习过程中接触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最后对学习到的相关心得进

行总结。除此之外，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中遇到无法自行处理的问题时，可以求

教经验比较丰富的前辈，从而使自己做出的职业判断更加合理。

最后，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措施时，要在满足预期使用者相关需求

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其职业判断对已执行的审计程序进行描述与说明，从而使预期

使用者可以从该部分内容中了解到相关审计人员对其感兴趣的领域做出的职业

判断。

5.3 完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相关制度

5.3.1 完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核制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复核制度是其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A会计师

事务所要完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核制度，应当规定将复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相关审计工作底稿的任务尽可能分配给单位内部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审计人员，

并督促其认真按时完成，在复核中发现的问题，要尽快通知该项目负责人让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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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人员进行更正。此外，还应当规定，要通过各种方式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

核落到实处，避免复核的形式化。除此之外，完善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复核制度

还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关键审计事项是由注册会计师按照准则规定选取出来的，所以选取的

关键审计事项是否符合准则要求是复核人员在执行复核工作时应当重点关注的

地方。此外，在对复杂程度和主观程度较高的事项进行复核时，复核人员应当重

点复核注册会计师对于该事项做出职业判断的审计工作底稿，并从中判断出其做

出的相关职业判断是否恰当。

其次，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内容应该是清晰完整且容易被预期使用者理解

的，通过研究发现，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存在的问题中，该部分存在的相关问题

较多，因此，复核人员在复核时应当给予这部分内容较多关注。

最后，关键审计事项中对有关审计应对措施的描述应当具有针对性，所以注

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已执行的审计程序中是否包含较多的标准化措辞，

对于被审计单位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复核人员在复核过程中应当给予较高关注的。

此外，还应当对相关审计工作底稿的数量进行复核。

5.3.2 完善对相关审计人员的培训制度

在行业内，培训制度的完善与否往往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有着直接的

关系。A会计师事务所要在审计报告中规范恰当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以保证其审

计质量，应当加强对相关审计人员的培训指导，完善对相关审计人员的培训制度。

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完善的培训制度应当对以下方面做出要求。

首先，集中进行对新审计报告准则有关内容的培训，让相关审计人员全部参

加，参加不了的审计人员事后需及时观看有关培训的影像资料，同时对相关部门

中新审计报告准则理解较好的专家发出邀请，让其在培训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案例

对事务所相关审计人员进行讲解指导，以使其更好地认识理解新审计报告准则，

从而为以后的相关实务工作打下基础。

其次，不定期邀请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方面有成熟见解的注册会计师，让其

在事务所举办的培训交流会上发表自己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见解，让相关审计

人员了解其在实务工作中是如何运用职业判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并从中学习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研究——

以 A 会计师事务所为例

39

经验，提高自身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水平。

最后，在事务所内部组织对书面表达能力的培训。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内容进

行合理恰当的描述需要相关审计人员具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在书面表达能力

培训方面，事务所要时常给相关审计人员不同的写作话题以锻炼其书面表达能

力，并从各个角度对表达的内容进行评价。除此之外，要让在培训中表现较好的

审计人员分享其心得体会，以供其他审计人员学习参考。

5.4 监管机构加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指导与监督力度

相关监管机构应加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指导与监督力度,重视披露关键

审计事项的质量。

5.4.1 派遣专家组指导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

监管机构的指导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工作有着不小的影响。会计师事务

所恰当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必然离不开注册会计师的努力，更离不开监管机构对

其披露的指导。

每个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因此，在进行

指导的过程中，监管机构应当定期派遣相关方面的专家小组对会计师事务所关键

审计事项的披露进行理论与实务方面的指导，并就某些较难理解的问题与该会计

师事务所相关审计人员进行交流与沟通，为他们答疑解惑，使他们在专家组的帮

助之下提升一定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力，从而使派遣专家组进行指导的作用得

到应有的发挥。除此之外，监管机构派出的专家组还应当在进行指导的过程中不

定期总结并指出各会计师事务所披露方面的不足之处，然后就优化事务所的关键

审计事项披露提出相关的指导建议，从而使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更好地了解行业普

遍存在的问题，为其合理规范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提供参考依据。

5.4.2 利用约谈机制监督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

约谈机制有着预防风险的作用，利用约谈机制是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进行监

督的有效办法。为了更好地发挥约谈机制的作用，监管机构应当在对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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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监督时就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中出现的问题及潜在的风险与会计师事务所

提前进行交流与沟通，并与会计师事务所一起思考解决问题和防范风险的对策。

此外，对于风险较高且存在严重问题的会计师事务所，监管机构应当增加对这类

事务所的约谈次数，使其可以明白自身的缺陷，并对约谈中提到的重点问题及时

进行整改，从而发挥约谈应有的作用。监管机构还应当通过不同形式的监督手段

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情况进行监督，如对约谈机制赋予一定的灵活性，不定期

地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约谈；此外，还可以定期对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

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或抽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监管机构也可以派遣专家指导小

组对约谈中发现业务风险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现场指导与监督。另外，对于

监管机构在约谈中提及的重点问题，应当对其进行持续追踪与跟进，使约谈达到

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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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不足

6.1 研究结论

随着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全面推进和实行，各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关键审计事项

的披露都逐渐步入正轨，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 A会计师事务所为例，通过收

集其 2017 年至 2019 年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数据，对其三年间披露

的关键审计事项从数量、分类、确认依据和审计应对措施以及表述形式等方面都

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后，可以得出：（1）资产减值类事项和收入确认类事项是 A 会

计师事务所披露最为集中的两个领域，这是 A会计师事务所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

重点关注的；（2）相同行业间的关键审计事项描述具有一定的共性特点；（3）被

审计单位不同年份间同类型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内容极为相似，三年间在同一家

被审计单位关键审计事项类型相同的情况下，除基础数据不同外，他们的确认依

据和审计应对措施的描述基本没有较大差别；（4）A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披露形

式比较统一，均采用表格形式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内容进行描述。

另外，A会计师事务所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基本符合新审计报告准则的要

求，但在披露中仍出现了以下问题：第一，关键审计事项确认依据不够清晰；第

二，不同年份间关键审计事项的差异较小，重复程度较高；第三，披露的关键审

计事项缺乏信息含量；第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缺乏可理解性。本文根据相

关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第一，相关审

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不足；第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复核制度不健全；第三，

缺乏对相关审计人员的有效培训；第四，缺乏相关监管机构的指导与监督。最后

根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从不同层面对改进完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与建议。

6.2 研究不足

本文在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采用了 A 会计师事务所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审计报告数据，没有能够做到对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关

键审计事项进行系统地分析，关注的样本量有限，这是本文研究不足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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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受限于本人的专业学识和研究能力，本文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的

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研究角度不够丰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研究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等。

再者，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其在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差

异，本文针对 A会计师事务所情况提出的对策与建议未必全部适用于其他会计师

事务所，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在实务中如何更加合理恰当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仍

需要不断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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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日复一日，晨昏朝夕，时光流逝。转眼间我即将毕业，回想往事，三年的研

究生时光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通过不断的学习与经历，我了解了更多的道理，

也收获了很多朋友。在这美好而又匆匆的时光里，我更多的是感恩。

首先衷心感谢我的导师对我的孜孜教诲，在我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他给予了

很多帮助，在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悉心为我解答，在我遇到挫折时鼓励我克服困难。

其次感谢每一位任课老师用渊博的学识带给我莫大的启迪，是你们的无私奉

献，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

最后感谢我的同学们，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能有你们的陪伴，有你们在身边，

我收获了许多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