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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经济业务日益复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

的案例也愈发的多，大量投资者遭受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资本市场的“守门人”，其社会公信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因此研究导致

事务所审计失败的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变得十分重要。 

统计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处罚原因，发现注册会计师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

疑为主要原因，排在第二名。而排名第一和第三的原因——审计程序不当或缺失、

对异常指标未关注，也与注册会计师未保持职业怀疑密切相关。再结合国外学者

的研究，发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职业怀疑的缺失是导致审计失败的关键原因。

近几年我国业界也开始重视职业怀疑，在多项准则及多次会议中都提及了审计职

业怀疑，并强调职业怀疑的重要性，认为职业怀疑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原因。

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也开始进行针对职业怀疑的研究，希望通过对职业怀疑进行理

论的研究可以对审计实务有所帮助。 

通过研读以往国内外的文献，本文分别从职业怀疑内涵、影响因素、职业怀

疑行为等方面对关于职业怀疑的文献进行归纳及总结；通过查阅证监会官网发布

的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公告，总结了主要的处罚原因，分析得出

因注册会计师缺乏职业怀疑而导致审计失败，是最主要的被罚原因。并结合文献

及相关准则分析了引起注册会计师未能保持职业怀疑的因素以及未来在哪些审

计领域里，注册会计师应该着重保持职业怀疑；针对注册会计师因缺乏职业怀疑

导致审计失败，本文选取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尔康制药进行年审的案例，采用

了案例分析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分别从风险评估阶段、实质性程序阶段以及复核

阶段三方面对注册会计师缺乏职业怀疑进行分析，最后，针对其缺乏职业怀疑的

问题，本文分别从事务所层面、项目组层面、审计人员、行业及监管层面等，提

出了强化保持职业怀疑的若干条对策。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 审计 职业怀疑缺失 尔康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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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economic operation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ases of audit failures of 

accounting firms, and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ors have suffered huge economic losses. 

The social credibility of accounting firms as the "gatekeepers" of the capital market is 

being questioned as never before, so it become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causes of audit 

failures of firms and propose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asons for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SEC on accounting firms, 

it is found that failure to maintain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is the second main reason, 

while the first and third reasons - improper or missing audit procedures and failure to 

pay attention to abnormal indicators -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CPAs' efforts to 

maintain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Combined with the studies of foreign scholars, it is 

found that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is a key cause of audit failure, both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the industry in China has also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doubt, and mentioned audit professional doubt in several 

standards and many conferences,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doubt as an important cause of audit quality.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academia have 

also started to conduct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hoping tha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can be helpful to practice. 

By studying the previous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ncludes the literature on professional doubt from the connot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factors, and professional doubt behaviors respectively; by reviewing the 

penalty announcements issued by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Securities and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 accounting firms and CPAs, the main reasons for penalti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audit failure due to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doubt of CPAs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being punished. It also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cause CPAs to fail to maintain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and in 

which audit areas CPAs should focus on maintaining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in the 

futur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iterature and relevant standards; for CPAs'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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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s due to lack of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this paper selects the case of Tianjian 

CPA Firm's annual audit of Elpida Pharmaceuticals and adopts a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it.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from the firm level, project team level, auditors, industry 

and regulatory level. 

 

Keywords：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audit；lack of professional skepticism；Erkang 

Pharmaceu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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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近几年发布的针对资本市场的多项规定，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

开始步入“深水区”。作为资本市场“守门人”角色的会计师事务所，本应该为企业

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保证，增强投资人对企业的可信度，然而越来越多的审计失

败案例被曝出，致使投资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公信力正在

遭受巨大的质疑，因此必须找出事务所审计失败的主要原因，对其进行研究并提

出切实可行的防范对策，提高审计质量，提升事务所的公信力。 

我国证监会会对违反审计准则导致审计失败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处罚，通过

统计并分析证监会的处罚原因，发现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为主要的原因，排名

第二。而排名第一和第三的原因——审计程序不当或缺失、对异常指标未关注，

也与注册会计师未保持职业怀疑密切相关。无独有偶，Beasley（2001）通过研

究表示，在所有由于审计失败而被 SEC 惩戒的案件中，因缺乏审计怀疑因素而

导致审计失败的案件在各种导致失败的原因中排名第三，同时第一位和第二位依

次是证据收集不充分与职业关注缺乏，这两个因素同样与职业怀疑息息相关。由

此可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职业怀疑的缺失是导致审计失败的关键原因。在

对上市公司审计失败的案例原因进行深入探究后发现，职业怀疑的缺失会从以下

路径产生消极影响：职业怀疑缺失→分析程序不到位→风险评估不恰当→审计程

序设计与执行不严谨→审计质量不佳。因此，审计师的职业怀疑水平成为日益重

要的业务素养，对其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我国业界也已开始重视职业怀疑，认为职业怀疑是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的

基本素质，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原因。2006 年我国借鉴国际准则引入了“职业

怀疑”这一概念，随后在多项准则以及多次会议中提及职业怀疑，并强调职业怀

疑的重要性。2013 年中注协印发了专门针对职业怀疑的问题解答，并于 2020 年

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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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尔康制药的案例，分析了

影响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的因素，并提出了保持职业怀疑的对策。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国内外学者就审计职业怀疑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

果也已然对于实践业务给与了指导。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国外学者们主要

运用实证研究以及规范研究的方法，内容包括其内涵、特征、行为等。然而我国

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缺乏对其理论的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厘清国内外

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结合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提出的对策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对现存审计职业怀疑相关理论予以支持；对于完善我国关于职业怀疑方面的理

论知识、提升我国审计人员职业怀疑水平、提高审计质量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2）现实意义 

审计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行业，社会需求对其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而社会

大众之所以对审计产生需求的原因在于其本身的公信力以及信用。如果社会公众

不再对其持信任态度，很可能导致审计需求的降低，进而致使审计市场没落甚至

消亡。想要保持自身社会公信力的地位，获得公众对审计工作的认可和好评，首

先要做出质量可靠的审计工作。高质量的审计工作必然需要合理的职业怀疑贯穿

其中。所以，针对审计职业怀疑进行研究，提出强化保持职业怀疑的对策，能够

提升审计人员的执业水平，从而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注册会计师的

社会地位。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1）职业怀疑的内涵 

针对职业怀疑内涵的研究，理论界目前还未给出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

不同的视角进行了不同的界定。Shaub（1996）认为职业怀疑是信任的对立面，

指出审计人员在运用职业怀疑时，应谨慎地权衡对被审计客户的信任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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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land（1996）认为针对职业怀疑的定义中，最合理的是联邦政府关于审计理

论中的定义，即职业怀疑是一种开放的思维态度，不能将客户认为是完全诚信的，

也不能认为是完全不诚信的。Copeland 进一步认为，职业怀疑是一种强调分析的

思维态度，只能采纳可以被客观独立证实的事项。Choo & Tan（2000）认为职业

怀疑是一项有助于审计人员进行决策和行动的能力，例如识别舞弊、应对舞弊。

Choo & Tan 还认为，对审计学生进行针对职业怀疑的训练，可以提升他们对于

舞弊的识别能力。Kadous（2000）将职业怀疑直接看作为独立性。其在针对审计

质量及后果严重性的研究中，将职业怀疑作为陪审团在裁定注册会计师因失责而

承担责任时应重点关注的因素之一。Hurtt（2008）将职业怀疑看做是审计人员

的一种性格，具体包括：质疑的精神、悬搁判断、寻求任职、人际理解、自信以

及自我决断。 

（2）职业怀疑的影响因素 

Shaub & Lawrence（1996）将职业怀疑定义成了三个变量函数，分别包括了

道德倾向、情景以及经验，并评价了这三者和职业怀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关注审计情景的审计人员对职业道德缺乏一定的关注，具备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

的审计师相较于其他审计师，对职业怀疑的关注更加缺乏。 

Shaub（1996，2004）等通过研究发现认为，注册会计师的人际信任程度高

与其职业怀疑水平的高低呈反比例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性的

信任，另外一种是注册会计师与客户之间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会降低其职

业怀疑水平。Rennie（2010）等认为信任对于提升审计效率有所帮助，但是如果

注册会计师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随着时间不断加深，那么这种不断加深的信任

关系难免会影响审计质量。Quadackers L、Groot T & Wright （2007）研究了影

响注册会计师职业怀疑的四个因素，分别为人际信任、悬搁判断、控制环以及全

面的职业怀疑量表。分析结果表明，人际信任的影响力是最大的。Nelson（2009）

通过构建职业怀疑模型，探讨了审计人员的个人特征、知识量以及动机与审计证

据是如何对职业怀疑产生影响的，认为通过培训，审计人员可获得更多的能够辨

识常见错误的知识，对于审计人员的职业怀疑水平提升有所帮助，更好地识别错

报。根据它设计并执行审计程序，从而明确是否存在该项重大错报（Hammersley，

2006）。但是随着经验的日积月累，审计人员在面对问题时要是更青睐于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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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而拒绝追查所疏忽的重要信息，那么丰富的审计经验和知识反而会影响职

业怀疑水平（Nelson，2009）。 

Ponemon（1992）认为，对于客户管理层是否诚信的敏感程度，相较于一般

审计人员，道德发展阶段较高的审计人员更容易敏感，可以更好地保持职业怀疑，

辨别客户的不当行为，并且不大可能共同参与到这种不当行为中。Shaub（1996）

等研究了职业道德和职业怀疑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研究表明道德推理与道德观注

度和职业怀疑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赞同审计情景伦理观点的人员所表现出的职

业怀疑水平较低。 

（3）职业怀疑行为 

Popova（2008）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怀疑行为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

果表明高水平的职业怀疑和较重的舞弊风险会使得审计人员能够追查到更多的

审计证据，并对舞弊风险作出合理的职业判断。Reimers & Carpenter（2009）认

为，在识别不同的舞弊风险时，审计人员会因为职业怀疑水平的不同而做出不同

的反应，较高的职业怀疑水平有助于审计人员识别发现错报或舞弊。职业怀疑行

为与培训之间也有一定相关性。Plumlee（2011）通过对参与研究的审计人员进

行关于职业怀疑的培训，研究了其与职业怀疑行为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只

参与了发散思维培训的人员，所能解释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而参与了发散

和聚合两种思维培训的人员，对所作出的解释的正确率显著提升。 

1.2.2 国内研究综述 

（1）职业怀疑的内涵 

张连起（2004）等认为职业怀疑是用来排除质疑，即审计人员在实质性审计

程序中应先假设财务报表存在错报，然后通过职业怀疑以及相应的审计程序排除

质疑。但是职业怀疑并不代表对一切事物都不信任，控制其界限所在也很重要。

（刘明辉，毕华书，2007），王利红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时，认为应当将“合理

保证”界定为这种界限所在。郑艳茹（2012）对这一问题出新的看法，将阅历引

入审计工作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对这一问题的把控。屈小兰和张继勋（2012）认为

职业怀疑是注册会计师必不可少的素养，并对国外关于审计职业怀疑内涵的研究

成果分别从“中立观”和“推定怀疑观”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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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怀疑影响因素 

吴泽福和朱丽华（2012）从心理学、行为学和职业道德的角度出发，并以这

几项要素为核心建立了衡量量审计怀疑的理论架构，其缺陷在于没能明确得出度

量职业怀疑的计算方法。王静静（2015）基于自我损耗理论探究审计师自我损耗

与职业怀疑之间的相关关系，结论表明，审计过程中审计师的自我损耗不断加速，

自控能力不断下降，进而职业怀疑水平的下降导致判断力的下降，最终影响审计

质量。孙岩和贾万聪（2017）通过价值观的构建，将其作为基础，分别从个体特

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及被审计单位四个层面进行研究，梳理了对审计师

职业怀疑产生影响的因素。刘琨等（2019）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实务操作上，会

计师事务所需要建立一套基于事务所文化的职业怀疑质量考核制度；而对于理论

研究，则首先需要建立能够计算职业怀疑程度的理论框架，其次探究如何使审计

职业怀疑运用到最佳程度。 

1.2.3 文献述评 

国外的研究学者针对审计职业怀疑的内涵、影响因素及职业怀疑行为等内容

进行了较多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因此，在关于职业怀疑的研究上国外学者已

经收获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对审计理论和实务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我国

市场化程度近年来不断提高，相信这些研究成果会对我国的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

也会带来一些积极地作用。通过对这些已有文献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 

（1）目前的学术界对于审计职业怀疑的概念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还存在

着一些差异，不能让读者对职业怀疑概念有系统性的认知和掌握，因此可能会对

职业怀疑的研究以及应用造成一定的困扰。 

（2）关于职业怀疑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

果中大部分为国外的学者，鲜有我国的研究。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数是在国外学

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展开的。但因为我国特有的文化属性以及市场特征，国外的研

究成果不一定完全适用，还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 

（3）针对审计人员在实务工作中如何运用职业怀疑，把握职业怀疑的问题，

相关研究比较少见。而这类研究是审计人员更需要的，因此需要专家学者对这类

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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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六个部分来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意义以及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并分别从

职业怀疑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职业怀疑行为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综

述。 

第二部分：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首先对比了不同机构所界定的职业怀疑的

概念，然后阐述了与后文写作所相关的理论基础，包括“中立观”与“推定怀疑

观”、自我损耗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 

第三部分：职业怀疑应用现状，首先总结分析了相关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处

罚的原因，然后对影响保持职业怀疑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需要特别保持

职业怀疑的审计领域有哪些。 

第四部分：案例分析，选取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尔康制药的案例，分别通

过风险评估阶段、实质性程序阶段、复核阶段等三个阶段分析了注册会计师如何

缺乏职业怀疑。 

第五部分：提出对策，分别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层面、项目组层面、审计人员

层面以及行业及监管层面提出了若干条强化保持职业怀疑的对策。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通过阅读已有学者的

大量文献，总结并归纳研究成果，以此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依据。以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尔康制药为例，分析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是如何缺失职业怀疑，

并提出强化职业怀疑的对策。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注册会计师职业怀疑缺失与对策研究——以尔康制药为例 

7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职业怀疑概念 

1977 年 AICPA1首次在其颁布 SAS No.16 中提及职业怀疑，但未做过多解释。

随后几年中，职业怀疑概念被持续关注，专家学者开始不断完善关于审计职业怀

疑的研究。CICA2在 2003 年发布的手册中提及职业怀疑，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执

行审计程序时必须保持职业怀疑态度。IAASB3在 2012 年颁发的准则中明晰了职

业怀疑的概念，同年 PCAOB4也在其颁布的准则中确定了职业怀疑的概念。我国

借鉴了国际社会对职业怀疑的研究，在 2013 年印发了专门针对职业怀疑的问题

解答，并于 2020 年进行了修订，具体见表 2.1。 

 

表2.1 职业怀疑的概念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准则整理得来 

 

以上三种准则都指出审计职业怀疑是一种态度。当注册会计师采取质疑的思

维方式时，要求注册会计师具备批判的精神，不能再认为凡事“存在即合理”，

要透过问题的表面追寻事物的本质。同时，也不能全盘接受客户所提供的证据和

解释，不应当轻易地相信类似于巧合的结果。 

 
1 AICPA 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 CICA 为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 
3 IAASB 为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 
4 PCAOB 为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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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怀疑要求，在面对会引起审计人员疑虑的事项时，应该保持警觉。比如，

与管理层认定的相互矛盾的证据，无明显商业实质的交易以及文件记录或答复不

可靠等。注册会计师在搜索及评价相关证据时，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怀疑所获

取到的证据的可靠性时，需要执行更进一步的调查，并确定所需要实施的审计程

序。 

2.2 理论基础 

2.2.1 中立观和推定怀疑观 

针对注册会计师职业怀疑，目前的学术界有两个主要的观点，分别为“中立

观”和“推定怀疑观”。 

“中立观”认为，注册会计师在运用职业怀疑时不应受到客户管理层是否诚信

的影响，在收集证据及评价证据时都应该是中立的，不能存有偏见。其强调注册

会计师作为一个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的的经营者与所有者之外的第三方，应该用一

种中立的视角进行鉴证活动。Cushing（2003）认为，职业怀疑并非是信任或怀

疑相关的审计证据，而是进行较准确的风险评估程序。注册会计师的中立性是建

立在其保持独立性的基础之上，其在风险评估、收集证据、评价证据以及最终出

具报告的过程中都应当是客观独立的，保证最终的结果也是客观独立。在这个过

程中，注册会计师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客户管理层是诚信的，也不能一定认为客

户管理层是不诚信的，还是应当以中立的态度，质疑的思维对相关业务活动进行

批判性的判断。 

相对于“中立观”，“推定怀疑观”更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推崇，即在审计活动

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先假定所审计事项不真实，需要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做支撑。

Nelson（2009）认为审计职业怀疑在审计人员评估高风险领域时会体现出来，而

这种体现正是管理层的声明是错误的，其能提供给审计人员的信息是有局限性

的。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应带有否定的态度。Quadackers（2007）跟踪调查了

96位注册会计师，系统地比较分析了关于职业怀疑的这两种观点，认为持有“推

定怀疑观”的注册会计师能够更好地做出其判断与决策，有利于审计质量的进一

步提高。Glover（2014）研究了审计人员分别在“推定怀疑”态度下和“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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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下的职业怀疑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中立的态度，保持“推定怀疑”

的态度在面对复杂的业务以及较高的舞弊风险时能更好地保持职业怀疑态度，提

升审计质量。具体的研究结果如图2.1所示。 

 

 

 

 

 

 

 

 

图 2.1 “中立”与“推断性怀疑”职业怀疑程度 

 

“推定怀疑观”强调的是“怀疑”，当然，怀疑决不能无端怀疑、无限怀疑。

怀疑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边界内，需要有理有据。过度的怀疑反而会增加审计

负担，消磨审计员的精力。关于审计职业怀疑边界，我国也有学者刘明辉（2007）

通过对比讼案件与审计业务中的取证过程，发现执行审计程序时，取证较为困难。

因此，在保持审计职业怀疑时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边界，并要有充分适当的证据做

支撑。 

注册会计师在采取“推定怀疑观”原则时，与司法系统中的“无罪推定”原

则，在利益诉求方面有相同之处，即都是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无罪推定”

认为，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而“推定怀疑观”认为，为了避免

社会公众的利益受损，注册会计师应当先对被审计单位进行暂时的怀疑，哪怕是

怀疑错误，在后期的取证分析中也会逐渐纠正。就这一点来说，二者虽然形式相

反但实质相同。 

在具体的审计程序中，对一些风险较高的审计领域进行“有错推定”，会更

加有效地识别舞弊信号。因此，在面对风险较高的企业或风险较高的审计领域时，

如存在复杂会计估计的科目或交易事项，特殊交易以及收入事项等，应实行有错

假设，更好地保持职业怀疑，提高审计质量。 

 

审计职业怀疑程度 

完全相信 中立 推断性怀疑 完全不相信 

1.重大错报风险低 

2.未发现舞弊 

3.业务简单 

4.审计证据与初始风险评估

一致 

1.重大错报风险高 

2.发现舞弊 

3.业务复杂 

4.审计证据与初始风险评估不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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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自我损耗理论 

1.自我损耗理论的内容 

自我损耗，指的是个体在进行自我控制活动时自身的意识能力或个人意志力

出现暂时性下降的现象，更多的是强调消耗了一种心力而非体力。自我损耗理论

认为，在个体进行自我控制时所消耗的心理资源取决于一个资源库，该资源库的

容量越大，则处理耗竭的能力越强。而这种资源库的总量是恒定的，个体在一定

的时间段内实施自我控制活动时，会消耗这种资源库内的资源，导致资源库中资

源减少，从而使得个人在后续的自我控制活动中表现不佳。以往研究发现，自我

损耗会导致思维的准确性以及语言的流畅性出现下降，暂时性智力下降，资源耗

尽后的个人则难以在违反道德后感到羞愧，或者抑制自身的不道德行为。 

2.自我损耗与审计职业怀疑 

审计人员在运用审计职业怀疑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复杂的判断和决策，需要

进行更多的自我控制活动，而这势必会引起自我损耗，而这种自我损耗又会导致

审计人员思维能力下降影响其保持职业怀疑。因此，自我损耗影响职业怀疑，而

这种影响必然会影响对审计的质量。审计人员的探究能力会因为自我损耗而降

低，在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会更加依赖以前年度审计中的经验或表面上的证据，

而不会深究。不仅如此，随着不断地自我损耗，审计人员的持久性也会下降，面

对被审计单位的管理人员的声明和提供的证据，会更加依赖，更有甚者会直接依

靠被审计单位的人员替自己做事，这无疑会使职业怀疑变为一纸空谈。 

与此同时，面对不确定的信息，自我损耗会使审计人员更加倾向于确定的信

息，并不加以验证。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复杂化，越来越多的会计处理需要做出

复杂的会计估计，这无疑增加了会计计量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对审计工作带来了

巨大的风险，在审计活动中，审计人员也会面临较多的诱惑，与这些诱惑作出的

抗争会消耗审计人员的精力，使得职业怀疑水平低下，影响判断与决策的质量。 

2.2.3 委托-代理理论 

1. 委托-代理理论的内容 

委托-代理理论是以契约的形成过程为起点，将信息不对称作为条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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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委托人怎样用最小的成本去制定一种契约，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构建激励

和约束机制，削弱代理人的派生需求，使得委托人的效用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在

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信息分布和获取是不对称的，由此，便产生了 “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种信息差异，代理人相对于委托人可以在具体的

管理中掌握较多信息，因此处于有利地位，而导致委托人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

情况下，代理人极有可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的相关利益。

如果委托人不对代理人进行约束行为，则难免不会出现一些舞弊行为。 

信息不对称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 ：“逆向选择”，即委托人在选择代理

人时，代理人刻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是伪造虚假的个人信息，使得委托

人不能正确地判断其代理行为，若还不能加以有力的监督，那么必将导致“劣币

驱逐良币”的情况出现。第一类 ：“道德风险”，委托代理双方达成约定后，

委托人无法全面监控代理人，使得代理人有空可可钻，利用信息不对称对自己的

有利地位，做出一些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影响公司效率的行为。因此应该设

计并建立健全“对结果负责”的制度，在代理人完成委托人设定的绩效目标后能

够获取相应的报酬。委托人应该利用有效资源加大对代理人的监督力度，建立健

全惩罚机制。 

2.委托-代理理论与社会审计 

一项审计业务中包含三个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分别包括：C 与 B 之间、C 与

A 之间以及 B 与 A 之间的关系，具体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审计业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图 

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是因为经营者与所有者两权分上文已作详细

描述。 

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是在企业所有者与注册会计师之间产生的，因为企业

C 所有者 

B 经营者 A 注册会计

委托 

报告 代管 

经济

责任 

审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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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者有委托代理人经营公司后，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业绩不能做到全面的了

解，为了减少代理成本，企业所有者会聘请独立第三方对代理人的经营情况进行

独立及专业的鉴证活动，由此，注册会计师与所有者之间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而注册会计师为了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需要对经营者实施审计程序，由此产生

了第三层委托-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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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怀疑应用现状 

3.1 影响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的因素分析 

针对影响职业怀疑保持的因素研究中，Shaub 等最早提出三个因素，分别包

括道德素质、会计经验和情景。Hurrt 等认为，审计师的职业怀疑特征会形成其

特有的怀疑水平，进而影响其怀疑行为。Nelson 认为审计证据是形成怀疑的重要

信息，同时，从业人员的个体特征和动机会对职业怀疑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经验

和培训会间接影响。Quadackers 等在考虑影响因素时增加了外部环境，同时也对

审计师的经验、怀疑特征进行了研究。Hurrt 等对 Nelson 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考

虑了审计人员的个人特征、审计证据的特征、被审计单位的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的

特征。我国学者孙岩通过价值观的构建，将其作为基础，分别从个体特征、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行业及被审计单位四个层面进行研究，梳理了对审计师职业怀疑

产生影响的因素，如下图 3.1 所示： 

  

    

 

  

 

 

 

 

 

 

图 3.1 孙岩基于价值观的审计师职业怀疑形成机制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从注册会计师角度出发，影响其在工作

过程中职业怀疑保持水平的因素可从主、客观角度进行分类，具体可从事务所特

征、个体特征和客户特征、外部环境等方面分析，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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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职业怀疑影响因素示意图 

 

3.1.1 主观因素 

1.知识 

审计人员所掌握的知识内容、结构和其所作出的职业怀疑有直接的关系。当

审计人员掌握会计、审计专业知识，包括财务舞弊的知识、相关的会计审计准则

等，会提升其职业怀疑水平。具备这些知识可以使审计人员能够更好地作出假设，

评估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风险，识别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错报。在整个过程中因

为这些知识的存在，审计人员可以尽量避免无关信息的干扰，从而避免过多的自

我损耗引起的职业怀疑水平降低。 

2.经验 

一般来说，在审计过程中具备较多从业经验的注册会计师会表现出较高的职

业怀疑水平，比如与往年相比，某项指标出现波动或与整体行业水平相比出现逆

势发展等，拥有较多经验时会怀疑这种波动是否合理，并作出假设寻找证据以验

证这种假设，而经验较少的审计人员则只会编制相关底稿，不加分析甚至听信被

审计单位人员的解释。这种经验不仅体现在会计或审计上，比如长期从事农业行

业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相比其他注册会计师会对此类行业的审计工作更具经

验。当注册会计师具备这些经验时会保持较高的职业怀疑水平，从而可以投入更

多的精力到需要特别关注的审计领域。但是，如果注册会计师属于比较激进的经

验主义者，更强调感觉经验，就经验而讲经验，这种经验则不能就事论事，会使

个体特征 

事务所特征 

 

客户特征 

外部环境 

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 

职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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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怀疑大打折扣。比如一些年长的审计人员会将自己以往的经

验直接带入到目前的审计业务中，以自己的感觉为主缺乏一些必要的职业怀疑。 

3.独立性 

真正的独立性并不是形式上的外在表现，比如不接受被审计单位的礼品等，

而应该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可以做到客观诚信，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不受制于

他人，拥有这种独立性，审计人员才敢大胆作出职业怀疑，进行深思熟虑的职业

判断。试想如果受制于被审计单位的人员，缺失独立性那还何谈职业怀疑，更不

用说审计的作用了，注册会计师也只是沦为了一般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作为资本

市场守门人的职业人士了。 

4.认知偏差 

审计人员的认知偏差也会影响其在审计过程中保持职业怀疑，一般认知偏差

包括： 

（1）可获得性倾向，在审计过程中，当面对较难或较为困难的事项时，审

计人员容易倾向于能够马上可以获取或者较为容易获取到的审计证据或者相关

信息，并认为这些证据或信息会和目前所做的判断有一定的关联，在整个过程中

因为这种可获得倾向而降低职业怀疑甚至不怀疑这种获取方式的合理性、准确性

等。比如注册会计师会利用上一年的审计计划、审计底稿，因为常年合作的关系

而不愿针对目前的情况进行计划的调整；还比如会因为某些证据的获取需要和大

量人员沟通，例如销售人员、供应商、客户等，认为这样取证太过困难而愿意直

接接受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 

（2）证实倾向，是指相比寻找能够推翻客户所认定的信息的证据，审计人

员更容易倾向于去寻找可以佐证管理层认定的信息的证据。而在这个过程中会因

为低水平的职业怀疑而忽视那些本可以否定所认定的信息的证据。 

（3）锚定效应，意味着在获取某项信息时会锚定一个最初值，在后续的信

息获取过程中会刻意地偏向锚定的初始值，认为最终的结果会与初始值相差无几

而忽略后期信息的影响。在具体的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会计估计时，

可能会认为资产负债表日的金额会与预审时的相差不多，忽略预审至资产负债表

日期间的后续变化的影响。 

（4）选择性认知，当在面临较多的信息进行选择时，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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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选择与自己特性吻合的信息，比如与自己的态度一致，兴趣相同等，而忽略

其他信息。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在执行审计工作时，面对信息的选择也会存在

选择性认知，选择符合自己要求的信息。 

在作出职业判断的过程中，认知偏差与生俱来，认识并了解上述普遍存在的

认知偏差及其影响，可以提醒注册会计师高度警惕其对保持职业怀疑的负面作

用，从而通过有的放矢的相关培训，特别是对职业判断理论的学习和实务的锤炼，

利用专家的工作，或在决策时引入第三方复核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地规避

认知偏差的阻碍，提高职业判断能力及质量。 

3.1.2 客观因素 

1.审计的时间安排 

年审项目往往集中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开始，需要在三四个月中对被审计单位

一年的业务发表审计意见，其工作量可想而知。若事务所没有合理安排好审计项

目各个阶段的时间，则会使审计人员因为忙于追赶进度，而忽略职业怀疑。因此

事务所可以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完成一些工作，以减轻日后的压力。对于在以后期

间发生变动的情况，只需要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追加相应的审计程序。 

2.审计的工作负荷 

注册会计师的精力是有限的。若审计工作负荷巨大，需要经常性的加班以透

支注册会计师的体力才能完成审计工作，那么注册会计师将没有精力去透过表面

的现象怀疑内在的联系。事务所应当合理分配审计资源，调整审计方向，将工作

负荷合理分摊，这样审计人员将有更多的精力去怀疑被审计单位不合理的项目、

指标等。 

3.会计师事务所的业绩评价，薪酬和晋升机制 

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怀疑水平会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业绩评价，薪酬和晋升机

制的影响。若事务所的该机制是以质量为导向，则注册会计师会因为质量要求而

作出更多的职业怀疑以设计和执行恰当的审计程序，从而出具合理的审计意见。

而事务所若崇尚“狼性文化”，以业务量和收入为晋升导向，那么注册会计师在执

业过程中会因为业绩压力以及自身利益的原因而不能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忽略

审计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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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竞争程度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也日益增加，然而

目前的审计市场体量稳定，这必然造成事务所之间的内卷，对会计师事务所和审

计人员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注

册会计师为了与老客户继续保持合作关系或者为了吸引新的优质客户，难免会降

低其职业怀疑水平。 

5.行业监管力度 

行业监管机构负责监督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会计师事务

所在执业过程中违反准则的行为，并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比如企业财

务造假，事务所却出具没有反对意见的报告。企业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以及利

益关系与监管机构的处罚决定息息相关，社会公众会根据所出具的行政处罚公告

来判定企业及事务所的好坏。倘若监管机构对企业和事务所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罚力度远小于它们在违法行为中可获得的利益，那企业很有可能会顶风作案。而

如果对企业造假的处罚力度巨大，使其造假的成本远高于可收获的利益，那很有

可能在源头上制止财务造假问题。对事务所处罚力度加大后，作为理性人的审计

师必定会因为个人利益提高审计质量。与此同时，事务所也会因为感受到压力，

通过改变事务所组织文化或者培训等方式来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怀疑水平，提升

业务质量。 

6.客户的业务状况 

注册会计师认为客户的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执行是否到位，这些评价结

果对其在执行审计工作中是否能够保持职业怀疑有很大的关系。当注册会计师评

估认为客户的内部控制设计合理，执行有效时，则认为其内部控制良好，从而减

少实质性程序，降低其职业怀疑。因此，对客户的内部控制评价至关重要。如果

审计人员不具备审计复杂会计业务的知识和经验，则会更多地依靠被审计单位的

人员，相信管理层的声明和会计人员的会计处理，从而让职业怀疑大打折扣。除

此之外，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态度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怀疑水平，若管理

层态度强硬，取证过程较为困难，注册会计师自我损耗较大，那注册会计师的职

业怀疑水平必定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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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会计师事务所被处罚案件中缺乏职业怀疑分析 

 

表 3.1 2014-2020 年事务所受到证监会处罚的原因统计 

问题类型 序号 问题 次数 占比 

总体 1 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和未对异常情况保持关注 16 21.05% 

审计程序 

2 函证程序执行不当 11 14.47% 

3 审计程序缺失或不当，缺少替代程序或实质性程序 24 31.58% 

4 风险评估缺失 4 5.26% 

5 未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 1 1.32% 

 

 

具体账户 

或披露 

6 未充分关注财务指标的异常情况 4 5.26% 

7 未对发现的重大错报进行调整 6 7.89% 

8 内部控制测试存在缺陷 3 3.95% 

9 未对合同进行严格的审查 1 1.32% 

10 未发现关联方大额交易和披露 3 3.95% 

质量控制 11 工作底稿不完整 3 3.95% 

总计   76 100% 

资料来源：自中国证监会网站搜集资料并整理得来 

 

从表 3.1 可以看出，2014-2020 年间证监会开具的处罚公告中，事务所受罚

原因分别有：审计程序缺失或不当，缺少替代程序或实质性程序，一共出现了

24 次；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以及对异常情况未保持关注，一共出现 16 次；

函证程序执行不当，共有 11 次；未充分关注财务指标的异常情况，共有 4 次。 

未保持职业怀疑共 16 次，占比 21.05%，排名第二。可见，在执行审计工作

时，因注册会计师没有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导致审计结果不够客观公正的案例不

是少数。排名第一的处罚原因——缺少替代程序或实质性程序，也与缺乏职业怀

疑态度密切相关。注册会计师在保持职业怀疑的态度面对审计证据时，应该会审

慎地评价审计证据。这些审计证据不仅仅是那些可以证实被审计单位所认定的信

息的证据，还应当包含可以推翻这些认定，与之相矛盾的证据，例如一些文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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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与其他部门的询问答复或与被审计单位的客户的沟通内容等，决不能因为在

取证过程中会遭受一定挫折或者因为对成本等因素的考虑而放弃取证或者对会

很容易获得的证据表示肯定。总之不能仅仅是机械性地去重复一些满足于审计准

则的程序。在怀疑完这些证据的可靠性之后，需要针对一些舞弊迹象作出进一步

审计程序。 

排名第三的处罚原因——函证程序执行不当，也与未保持职业怀疑有着紧密

的联系。例如对函证的收发未保持全过程的控制，由被审计单位人员将回函转交

给注册会计师，若注册会计师不合理怀疑回函的可靠性，随意使用由被审计单位

经手过的回函，可能导致错信被篡改的虚假信息而导致审计失败，尤其在近年时

常被曝出银行为企业提供虚假函证信息的情形下。在对银行函证跟函的过程中若

未对函证全过程保持控制，例如跟函过程中与银行管理人员沟通被审计单位的相

关情况，函证的事项交由被审计单位人员与银行人员处理，则可能导致信息被篡

改，如果审计师未对此保持职业怀疑轻信跟函的被审计人员，可能因为错误的函

证信息而导致审计失败。 

分析事务所被处罚的原因，发现事务所在风险评估阶段以及设计和实施应对

程序时都存在不合理的处理，而这种不合理大多都与审计人员未能合理怀疑有

关。保持职业怀疑是执行风险评估程序时的重要素质，合理的怀疑可以帮助注会

在应对重大错报风险时，能够设计一套恰当合理的评估程序。可以做到在评估中

有的放矢，比如有针对性地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某一控制环境或者所处行业的某种

重大风险。同时保持职业怀疑也可以帮助注册会计师在设计风险评估程序时对引

起疑虑的信息能够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充分考虑这种信息所能引起的重大错报风

险的可能性，并在风险评估程序中有所体现。在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时，保持职

业怀疑态度可以使注册会计师有针对性地对所识别出的重大错报风险设计恰当

的审计审计时间安排、审计程序性质与范围等。 

 在审计实务中，有很多舞弊案件是被审计单位串通其客户、供应商或关联

企业等精心策划的，如果只是实施一般性的审计程序难以发现，只有充分地保持

职业怀疑态度，用质疑的思维对可能存在的舞弊风险保持警惕，才能识别并发现

因为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保持警觉可以使注会不受以前审计工作的影响，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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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因为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在以前年度表现出来的诚信而在本期完全相信管理

层的声明、解释等。 

3.3 需特别保持职业怀疑的审计领域 

1. 会计估计 

我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完善，经济业务也越来越复杂，有很多企业的会计业

务或事项需要做出大量的会计估计，而这种估计往往具备复杂性、主观性以及不

确定性等特征。随着会计业务的繁杂多变，这种会计估计变得愈发的复杂，不确

定性也越来越高，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会计估计时应当时刻保持警惕来应对会

计估计的固有风险。会计估计的另一个特性——主观性，可能会被被审计单位管

理层用来服务于自己，故意减小或增加会计估计值已实现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

因此，注会应当重点关注会计估计，保持充分的职业怀疑，评估被审计单位为什

么需要进行会计估计，其所用的估计方法或模型是否合理，最终的会计估计值是

否正确等，尤其在涉及商誉、无形资产等公允价值计量的问题上。在得出估计结

果与实际结果可能出现误差时，应保持职业怀疑，怀疑这种差异的合理性，考虑

是否有潜在的重大错报风险。 

2. 关联方交易 

被审计单位和关联企业之间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关系，针对这种利益关系

实体，注册会计师应当重点关注保持职业怀疑，首先应质疑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关

联方清单是否完整，并通过相关网站或文件记录进行查询具体的关联方。其次，

应该对具体的关联方交易的商业实质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对不合理的商业行为

保持警觉。对于识别出的超出被审计日常经营范围的重大关联方交易保持警惕，

考虑其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 

3. 对法律法规的遵守 

注册会计师在对被审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了解其所处环境时，应当对被审计

单位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框架进行了解，并在审计过程中针对该框架中的具体法律

法规对被审计单位已存在或潜在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警觉。除了注册会计师

主动去识别外，还应当索要管理层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书面保证，但对于正面的

声明应该保持职业怀疑，因为其本身并不能作为审计活动中充分必要的审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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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企业如果存在真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会对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甚至持续经营

能力带来极大的隐患，因此针对被审计单位是否违法违规，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

保持职业怀疑。 

4. 持续经营 

在当前的审计环境下，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应该是注册会计师重点关注的领

域。其作为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假设，被审计单位高层必须对其作出评估。注册

会计师在评估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时，应该对企业自己的评估结果保持职业怀

疑，可以从财务方面、经营方面等评价是否有重大疑虑，比如经营活动入不敷出，

即现金流量净额出现负值，关键的管理人员已经离职且没有合适的人选能够替代

或者其他违法违规的行为等。 

5.舞弊风险 

舞弊是被企业的高层利用内部的职工或者其他利益相关方通过一些不正当

的手段获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是一种有意识的欺诈行为。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过程中需要对这种舞弊风险保持充分的职业怀疑，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出现管

理层的舞弊行为，其错报是广泛的报表层面的错报，直接影响审计质量。AICPA

最新发布的 SAS No.99 中要求 CPA 在进行审计工作时应该假设被客户各个层级

的管理层都有不同程度的舞弊风险，而不是以前所强调的“中性”的职业怀疑态

度，即不能认为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是不诚信的，也不能认为是完全诚信的。还

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整个过程都应该保持这种职业怀疑态度。 

尤其是在收入的审计过程中，应该首先就假设收入存在一定的舞弊风险，并

在后续的审计程序中对收的审计保持充分的职业怀疑态度，并且在收入的审计底

稿中充分体现这种职业怀疑，比如在底稿中增加业务模式的分析并与上期作出比

较，分析变动差异；通过对近三年的产品结构进行分析，包括收入、销量、成本

等，对异常的波动保持职业怀疑；对行业整体毛利率以及其他企业的类似产品的

毛利率进行比对，对存在逆势发展的行为保持充分的职业怀疑。注册会计师还可

以对本期新增的经销商进行访谈，确保业务的真实性。在新收入准则实施后，应

该对收入的确认时点重点关注，确保企业不会出现跨期确认收入。收入作为审计

的重点，其舞弊风险也会随之升高，因此注册会计师应该格外保持职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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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析 

4.1 案例公司简介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药用辅料行业的龙头企业，所拥有的的药

用辅料品种有 126 个之多。其控股的其他子公司从事原材料采集、新产品开发、

生产和销售等业务，使得尔康制药成为一家拥有医药制造全产业链的上市公司，

其发展历程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尔康制药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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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例回顾 

自 2017 年 5 月某自媒体质疑尔康制药的盈利能力之后，尔康制药股价遭遇

一路下跌，同年 8月证监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后来尔康制药采取自爆的方式承

认了造假的事实，同年 6月证监会对其作出处罚。具体事项如图 4.2所示。 

 

图 4.2 案例回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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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起诉尔康制药的人数与金额也越来越多，就目前显示的金

额来看已经超过大智慧 5.2 亿的索赔金额。成为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索赔金

额最大的案件，从索赔数额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而事务所对其审计失败所

造成的巨大影响，投资者所背负的压力远远不止是一些金额所能体现的。 

4.3 风险评估阶段缺乏职业怀疑分析  

风险评估是注会在进行审计工作时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通过执行风险评估

程序，注册会计师可以分别从财务报表层面及认定层面来识别和评估被审计的重

大错报风险。其中，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是进行风险评估时必不可少的一项

工作，并且在了解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职业怀疑态度，秉持职业怀疑的理念。注册

会计师可以三个方面对被审计单位进行了解，分别为外部环境、经营环境及财务

环境，具体可以分为业状况、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企业的内部控制、企业的目

标和经营风险、企业的性质、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以及财务业绩的衡量与评价

等，通过对这些层面的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保持充分的职业怀疑，注册会计师

可以较为全面地评估被审计单位的存在的风险，为制定和执行进相应的应对程序

做好准备。 

对于整个审计程序来说，风险评估程序是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注册

会计师只有进行正确的识别和评估，才可能设计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而只有

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态度，才能进行恰当的风险评估程序。因此，注册会计师应

当在风险评估程序中始终保持职业怀疑。假如注册会计师在风险评估程序中没有

保持职业怀疑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下面，本文将通过尔康制药的案例进行分析。 

4.3.1 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评估缺乏职业怀疑  

内部控制简单来说就是由企业的相关人员设计并需要员工执行的一系列的

规章制度、政策程序。其作用是为了保证出具的财务报告真实可靠，对法律法规

进行遵守。根据 COSO 框架，内部控制有五个要素，分别包括控制环境、风险

评估过程、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和沟通、控制活动及对控制的监督。一个

单位的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执行是否到位，对于注会来说至关重要。试想，倘若

客户的内控制度混乱无章，执行敷衍了事，监督形同虚设，其出具的财务报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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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诚信可言吗？因此，注册会计师在评估客户的内部控制时应当保持充分的职业

怀疑。 

若整个控制环境薄弱，势必会对财务报表产生广泛的影响，可能引发报表层

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从表 4.1 中可看出，根据尔康制药的年报，尔康制药第一大

股东是帅放文，其持股比例一直保持在 40%以上。而第二大股东——湖南帅佳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其法人代表曹再云是尔康制药董事长帅放文的妻子，其持股比

例保持在 10%以上，其中利益关系不言而喻。其他董事也与帅放文有着密切的关

系，比如他的亲属帅友文及帅瑞文。这种股权结构存在着巨大漏洞，整个家族垄

断了公司的控制权，这样一来，其他董事将不再构成制约关系，实际控制能力被

弱化。董事长集管理权和所有权于一身，形成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表 4.1 尔康制药股权结构变动表 

资料来源：尔康公司年报 

面对这样的股权结构，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怀疑尔康制药的控制环境较为薄

弱，治理层及管理层很有可能存在凌驾于控制之上的舞弊风险，应当怀疑尔康制

药公司存在滋生舞弊的“温床”，使得其财务舞弊轻而易举。 

通过识别尔康制药的股权结构，注册会计师进行合理的怀疑将有助于设计和

实施更加严谨的审计程序。 

同理对单位的内部控制需要持续的监督，这种监督应该层层监督，还要有独

立的监督。尔康制药声称自己设立了独立的内部监督机构，设计了一系列的政策

程序与规章制度，还设立了独立董事。但鉴于上文的风险，尔康制药的控制环境

薄弱，股权集中，可以想象其内部监督机构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独立董事作为独立的外部人员应该是和公司毫无关系，并在投资决策、报表

披露等活动中发挥着制约和监督作用。视线转移到尔康制药独立董事，2010 年

2014 2015 2016 2017 

帅放文 49.24% 帅放文 45.82% 帅放文 45.75% 帅放文 41.44% 

湖南帅佳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12.75% 

湖南帅佳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11.27% 

湖南帅佳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11.25% 

湖南帅佳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11.24% 

曹泽雄 4.20% 彭杏妮 4.53% 彭杏妮 4.53% 彭杏妮 4.52% 

中国建设银行 3.93% 曹泽雄 3.71% 曹泽雄 3.70% 曹泽雄 2.77% 

中国银行 2.75% 中国建设银行 2.53% 夏哲 2.27% 夏哲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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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康制药设立独立董事制度，聘任了农业、会计及法学方面的专家。而农业专家

曹永长与帅放文是校友关系，如此亲密的关系不能不引发遐想。再看出席会议次

数，11 次董事会会议中，以上三人均只出席了 2 次，针对董事会的各项决定，

独立董事均未提出任何质疑，其监督功能有待商榷。注册会计师通过了解独立董

事的身份、与治理层的关系以及出席会议的次数，应当合理怀疑独立董事的功能

是否发挥？其发表的意见是否具有独立性？由此，更应该怀疑其所声称的内控制

度完善等是否可信？是否恰恰反映出并不完善？ 

内部信息的及时传递与沟通才会使得内部控制运转起来。注册会计师应该检

查尔康制药的信息系统，尤其涉及海外子公司，更应该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尔

康制药在自查报告声称， 2016 年收入与利润的虚增主要是因为母子公司以及公

司内部各部门之间信息传递不及时，因此公司内部信息沟通与协作还是存在较大

问题。 

综上所述，尔康制药的内部控制并不完善，对于董事会所声称地内控完善应

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 

4.3.2 对行业状况与被审计单位差异缺乏职业怀疑 

了解被审计单位业务的财务业绩与各项经营指标，并通过与行业的平均水平

相比后，若存在重大差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将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发现重大错

报风险。通过对比尔康制药的几项关键业绩指标与行业均值的差异，具体差异见

表 4.2，可以看出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尔康制药这几项指标明显高于行业均值，

且高出近 3 倍。相较于行业平均水平，尔康制药如此之高的数据难道不能引起注

册会计师的职业怀疑吗？反观 2017 年，当尔康制药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之后，

其销售净利率和营收增长率相较于前两年大幅下降，营收增长率甚至比行业均值

低 4 倍之多。在被爆出财务造假后，尔康制药的数据为何会如此暴跌，这其中的

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在面对行业状况与尔康制药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时，倘若注

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设计并执行合理的审计程序，那么就不会出具标准审计

意见，使众多投资者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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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尔康制药盈利指标与行业均值对比股表 

资料来源：尔康公司年报及 CSMAR 数据库 

4.3.3 对相关的生产技术缺乏职业怀疑 

先进的生产技术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作为

传统制造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查阅尔康公司 2015 年

发布的公告可知，其自称在“年产 18 万吨药用木薯淀粉”业务经营活动中取得收

益 27600 万元，在当年净利润中的占比是 44.25%”；然而其在 2016 年年报中却

呈现出差异巨大的描述，声称该项业务取得收益 61600 万元，在年度净利润中所

占比例为 60.81%。查阅公司在该项目实施前制作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发现，报告

预计该业务年收入约 5.38 亿元，每年可能获得的利润在六千万左右，预计投资

收益率为 31.5%。而 2016 年以前公司对该项目的实际资金投入总计不足 14000

万元，当年披露的投资收益率却是可行性报告中预期值的六倍多，高达 190%；

甚至于 2016 年披露的投资收益率高达 427%。 仅通过制造药用木薯淀粉便实现

了如此巨额的利润，想必其生产技术十分高超。然而事实表明该项目只是简单的

物理加工环节，加工生产总共仅有清洗、粉碎、分离、浓缩、脱水、干燥精制 6

个制作环节。 

面对这样低端的生产技术与如此高额的利润（多达 6 个亿），注册会计师只

要具有适当的职业怀疑，便会觉得该生产技术不会创造出如此高额的利润。若沿

着这条线索设计适当合理的审计程序，则必会发现尔康制药的财务舞弊问题。然

而，天健事务所的会计师并未对此产生职业怀疑。 

4.3.4 对激励性报酬政策缺乏职业怀疑 

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行为是为了利用股权，将被激励者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紧密

 销售毛利率 销售净利率 营收增长率 

时间 行业均值 尔康制药 行业均值 尔康制药 行业均值 尔康制药 

2015 28.53% 42.41%  10.01% 34.11% 13.60% 28.14% 

2016 29.40% 51.47%   10.70% 34.20% 17.90% 68.62% 

2017 32.41% 47.63%    11.76% 18.20% 18.91%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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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联系在一起，提高被激励者的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创造价值，保证企业的长期

经营。同时也是被激励者实现自身价值增加的一种有效通道，被激励者一般是公

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推动企业生产力的核心技术人员。同时，股权激励的行权

条件也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重要影响，注册会计师应当对此保持一定的职业

怀疑，合理怀疑某些行权条件将会成为被审计单位治理层与管理层发生财务舞弊

的压力因素。 

尔康制药两次股权激励均发生在财务造假的会计年度。两次激励时间分别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和 2016 年 5 月 16 日，具体的行权标准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尔康制药股权激励表 

资料来源：尔康公司年报 

 

2015 年行权要求较高，要求 2014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比上一年度增长 30 个

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9%。2015 年财务报表显示，较上一年的净利

润增长率到达 47.88%，远超规定的 3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出 10 个百分

点。在完成行权条件后，尔康制药履行了对高管的股权激励，行权股数为 995.52 

万股，总行权金额为 8601.29 万元。 

2016 年第二次股权激励时要求 2015 年净利润增长率在 2013 年的基础上，

大于等于 70%，加权平均资产收益率大于等于 10%。2016 年年报显示，净利润

增长率比设定的多处近 120 个百分点，高达 208.5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也

远高于设定的 10%，满足条件。第二次可行权总股数为 588.29 万股，总金额达

到了 2512 万元。 

被审单位所设定的行权条件难度较大，被激励者想要完成这样的条件十分不

 第一次股权激励 第二次股权激励 

  实际净利润 47.88% 208.53% 

净利润标准 30% 70% 

实际净资产收益率 19.55% 28.45% 

净资产收益率标准 9% 10% 

股价 8.64 元/股 4.27 元/股 

激励股数 9955240 5882856 

激励总金额 8601.29 万元 25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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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但是其所行权的价格又是如此的诱人，因此被激励者可能会在这种充满诱惑

力的条件前选择利用一些特殊手段来完成所要求的目标。 

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关注尔康制药的这两次行权条件，以及行权后的巨大经

济利益，并充分怀疑相关利益者会因为无法拒绝诱惑而实施财务舞弊。由此，对

收入及利润相关科目保持职业怀疑，假定收入存在舞弊风险，设计并执行严谨的

审计程序，极大可能会发现尔康制药的舞弊情况。 

4.4 实质性程序阶段缺乏职业怀疑分析  

实质性程序是注册会计师进行完风险评估后的需要进行的工作，是对其所识

别和评估出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各类账户余额、交易、披露以

及各类认定。实质性程序又分为分析程序与细节测试。注册会计师在设计与实施

实质性程序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持职业怀疑，做到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节

约审计资源和时间，有效地资源配置，可以更好地审计质量。 

4.4.1 实质性分析程序不到位 

分析程序在现行的风险导向审计中运用十分广泛，在风险评估阶段必须使

用，在实质性程序阶段也可以适用，还可以在复核阶段运用。不仅适用面积广泛，

而且十分重要，通过一定的分析程序，可以识别出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风险，从而

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进一步审计程序。实施分析程序的前提是审计人员能够保持

职业怀疑，如果其在审计过程中完全依赖于被审计单位，听信被审计单位的解释

声明，使用由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审计证据，只是机械性地重复审计准则所要求的

工作，不加任何对被审计单位的怀疑，那何谈分析，也没有值得质疑的事项去分

析。因此保持职业怀疑对注册会计师实施分析程序至关重要，而分析程序运用的

好坏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审计质量。 

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时，首先需要该分析程序是否适用于所涉

及的认定，比如该项认定所涉及的交易是否是一段时间内，有规律性的可以分析

的大量交易，而不是具有个性的交易，例如政府补助没一次的批文、政策都存在

差异，对这样的交易实施的就是检查程序，而非实质性分析程序了。尔康制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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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药用辅料是有一定市场的，在过去以及未来都有需求，因此注册会计师可以

对尔康制药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 

然后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数据的可靠性，对数据保持职业怀疑，只有数据可

靠，分析程序才会有效。注册会计师获得尔康制药的数据只能通过其提供的财务

报表，因此一定要核实报表的准确性，可以对其中的一些项目进行检查程序，总

之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数据要保持职业怀疑。对于行业数据和同类企业的数据完

全可以通过数据库进行获取。 

其次注册会计师通过数据比对后需要评价预期值的准确程度，最后确定差异

是否可以接受。 

天健所的注册会计师对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的财务报表均发表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说明其在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异常的变动不合理的趋势。然而如前文所述，

尔康制药的销售毛利率和营收增长率与行业相比都存在畸高的问题，而面对这么

明显的波动，只要保持最基本的职业怀疑，然后通过检查、询问、重新计算等程

序就会发现其财务造假的问题。尔康制药最早被曝出财务造假的是一家命名“市

值风云”的平台，通过简单地分析尔康制药年报披露的数据之后就会发现存在其

财务造假的问题，而身份专业人士的注册会计师却对 2.3亿的虚假收入发表了无

保留意见，可见其在审计过程中未保持有的职业怀疑。 

4.4.2 细节测试缺乏职业怀疑 

1.重新计算程序不到位 

在实际执行审计程序时，通过重新计算程序，可以发现实际数值与账面数值

的差异，从而识别出重大错报风险。尔康制药的房产税金额与实际应缴纳金额存

在严重不符，然而注册会计师并没有识别出该项错报，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究其

原因，是因为其没有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面对尔康制药的房屋建筑物账面金额

与房产税金额，若只保持较低水平的怀疑，通过重新计算，都能发现该项可能存

在的错报。 

观察尔康制药 2014-2016 两年间的固定资产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其拥有数量

较多的建筑资产，占固定资产总值的 70%以上。在这样的建筑资产规模之下，尔

康必然要缴纳不菲的房产税。利用 2016 年的实际情况进行说明，当年由于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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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政策的开展，其将 2016 年前四个月的房产税额进入“管理费用”科目，还有

另外的小税种也在该科目核算，比如车船税、印花税等，科目发生额共计 303

万元，加上 2016 年 5-12 月的房产税额是 236 万，得出全年科目发生额为 539 万

元，由于其他税目也通过这一科目核算，因此这一数值便是尔康制药 2016 年应

纳房产税的最大值。 

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不能知晓尔康制药建筑资产总额，已经对外公

布的资料也很难推算出其 2016 年应纳房产税额。但是根据 2015 年公司年报披露

的相关信息，我们发现其 2015 年末、2016 年末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没有办理产权

登记的建筑资产，账面价值总额依次是 4.55 亿、9633 万，详细信息如表 4.4、4.5

所示。此外，其还拥有 2696 万元的投资性房地产资产，这三项资产总额为 5.75

亿元。 

根据税法规定，自建房屋计税金额的计算方法是：房屋原值*（1-20%）*相

应税率，尔康制药年报中明确其使用 1.2%的税率。按照这样的计算方法，以上

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建筑资产应缴纳税款 552 万，这一数值大于极值情况下其需要

缴纳的最大税额。综上，2016 年度尔康制药房产税发生额与公司建筑资产总值

不能合理匹配。 

尔康制药 2015 年度报告显示，当年尚未完成房产登记的建筑资产约 4.5 亿

元，根据我们确定的计税公式推算其当年应交房产税 437万，然而根据其房产税

具体情况统计表（见表 4.6），其当年税金总额却只有 426万元。据此，我们合

理推测尔康制药 2015 年度房产税额披露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结合以上研究情

况，尔康制药 2015、2016 年实际披露的建筑资产总值远大于本文推算的资产总

值，因此我们合理怀疑尔康制药虚构房屋资产。若注册会计师保持合理的职业怀

疑，并进行重新计算，那么该问题暴露的几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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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尔康制药 2015 年不动产统计表 

资料来源：尔康公司年报 

 

 

 

 

 

项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 

倒班宿舍 15,037,541.17 正在办理中 

固体车间 25,163,904.55 正在办理中 

液体车间 18,190,309.27 正在办理中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办公楼 18,673,179.54 正在办理中 

长沙市浏阳河大道一段 588

号红橡华园 
19,344,000.00 正在办理中 

淀粉植物胶囊一车间 16,628,434.63 正在办理中 

淀粉植物胶囊二车间 16,218,664.27 正在办理中 

淀粉植物胶囊三车间 18,082,721.04 正在办理中 

淀粉植物胶囊四车间 13,166,025.95 正在办理中 

淀粉植物胶囊五车间 49,001,081.10 正在办理中 

淀粉植物胶囊六车间 48,153,572.42 正在办理中 

淀粉植物胶囊七车间 24,950,161.82 正在办理中 

淀粉胶囊项目宿舍一 28,732,039.65 正在办理中 

淀粉胶囊项目宿舍二 27,575,748.88 正在办理中 

淀粉胶囊项目宿舍三 28,395,141.85 正在办理中 

淀粉胶囊项目宿舍四 27,832,498.80 正在办理中 

淀粉胶囊项目宿舍五 28,282,430.94 正在办理中 

淀粉胶囊项目-办公楼 31,799,083.83 正在办理中 

小计 455,226,539.7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注册会计师职业怀疑缺失与对策研究——以尔康制药为例 

33 

 

 

表 4.5 尔康制药 2016 年不动产统计表 

资料来源：尔康公司年报 

 

表 4.6 尔康制药房产税统计表 

资料来源：尔康公司年报 

 

2.对收入的审计缺乏职业怀疑 

在对收入进行审计时，审计人员应当时刻保持警惕，执行审计工作前应先假

定收入存在舞弊风险。 

尔康制药虚增收入利润的重要手段是放大业务盈利能力。注册会计师在对收

入进行审计时应当假定收入存在舞弊风险，保持职业怀疑，对不合理的项目应当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然而在面对尔康制药的收入如此虚假的情况下，注册会计

师并未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如若保持怀疑，则其财务舞弊问题通过合理的审计

程序必会发现。 

2015 年尔康制药旗下两家关联企业发生销售业务，具体业务内容为：尔康

柬埔寨向尔康香港销售了 200 吨原材料，而后这批原材料被新的控制者在名义上

销售给上海某公司以及广州某公司，实则涉嫌操纵虚假收入 1805 万元、虚假净

利润 1585 万元的虚购业务。2016 年相似的情景再一次出现，尔康制药以中间商

为桥梁售出的 1878 吨原材料同样有虚构业务嫌疑。2016 年国外 SYN 公司提出

尔康柬埔寨向其出售的原材料指标不均一，提出退货要求，同年 12 月，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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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减价销售方式处置了这批原材料中的一部分，具体数值为 216 吨，然而并不

能在尔康制药的账务记录中找到有关这批原材料退回处理记录。在此基础上，我

们怀疑尔康制药 2016 年度虚构销售收入 25500 万元、进而形成的虚假净利润为

23200 万元。 

2013 年，尔康香港出资五百万美金建立了全资子公司尔康柬埔寨，它主要

通过销售药物生产辅助原料以及医疗设备的开发、制造、进出口销售业务盈利，

其“木薯淀粉”业务是尔康制药的主要利润来源。尔康制药 2015 年对外报告数据，

“年产 18 万吨药用木薯淀粉”业务带来 27600 万元的盈利，在当年净利润项目中

的占比情况为 44.25%。然而其在 2016 年年报中却呈现出差以巨大的描述，声称

该项业务取得收益 61600 万元，在年度净利润中所占比例为 60.81%。查阅公司

在该项目实施前制作的可行性报告发现，报告预计该业务年收入约 5.38 亿元，

每年可能获得的利润在六千万左右，预计投资收益率为 31.5%。而 2016 年以前

公司对该项目的实际资金投入总计不足 14000 万元，当年披露的投资收益率却是

可行性报告中预期值的六倍多，高达 190%；甚至于 2016 年披露的投资收益高达

427%。然而事实表明该项目只是简单的物理加工环节，能够带给产品的增加值

较少，更不可能带来这么巨大的盈利。 

综上，尔康制药利用简单直接的放大业务利润创造力、不记录销售退回业务

等方式虚构收入和利润，然而这样简易的手段却隐藏着大量的舞弊金额，并利用

不实陈述和文饰重要信息的方式掩盖这些舞弊行为。 

4.5 复核阶段缺乏职业怀疑分析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接近尾声时应该对复核审计人员的工作，确定经审计

后的财务报表的整体情况与对客户的整体了解是否存在差异，若有差异，这种差

异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在前期未识别出的重大错报风险被复核注册会计师阶段

识别出，其必须重新考虑前期审计工作中对客户识别出的风险是否恰当，应对这

些风险所设计的程序是否适用，并决定是否需要追加额外的审计程序。 

相比风险评估阶段和执行阶段，复核阶段所收集到的信息是最全面的，因此

负责复核的注册会计师须保持高度的职业怀疑，运用分析程序，结合被审计单位

的财务信息以及了解到的非财务信息，对行业的整体状况以及对手的业务状况与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注册会计师职业怀疑缺失与对策研究——以尔康制药为例 

35 

 

被审计单位的状况进行比较，并对指标差异、变化趋势等方面的差异保持职业怀

疑，作出应有的判断。 

如果复核人员通过分析程序得出的结果与财务报表整体情况不符相关的审

计证据能够进行佐证，那么该领域可能存在潜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并且这种可能

极大，注册会计师更应该保持职业怀疑。而天健所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恰

恰忽略了这一点，查阅事务所出具的报告，并未对尔康制药销售毛利率、销售净

利率、营收增长率等指标与行业均值严重不符有所对比，未保持职业怀疑，对公

司控制环境薄弱、营业收入畸高等情况也缺乏职业怀疑，如果天健所的复核人员

能够保持职业怀疑，即使只依靠一点合理的分析也能找到疑点，避免审计失败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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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强化保持职业怀疑的对策 

5.1 会计师事务所层面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所体现的职业怀疑水平不仅仅只是受到自身特征

的影响，有时也会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文化和工作机制以及项目组的影响，事务

所和项目组合理的安排会倒逼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从这两个层面如何保持

职业怀疑，具体对策将在下文详细分析。  

5.1.1 改善事务所文化 

改善事务所文化指的是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建立一种重视业务质量的文化。只

有事务所从上到下开始重视质量时，注册会计师才会保持职业怀疑，甚至可以用

“才敢”保持来形容。试想，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整体文化是一种狼性文化，重视

收入与利润的增长而忽视质量，那其实现手段必然是承接多个年审项目甚至是大

型项目，其结果可想而知，每一个注册会计师都会同时承担几个公司的年审项目，

工作量不言而喻，何谈职业怀疑。因此如果想从整个事务所层面保持职业怀疑态

度，必然需要建立重视业务质量的事务所文化。 

首先需要会计师事务所的领导进行“高层定调”，树立质量为上的理念，持

续强调职业怀疑的重要性。通过这种从上至下传递出来的信息会影响注册会计师

个人来重视职业怀疑。然后可以发布一些内部支持性文件，设计并执行相关相关

的规章制度、政策程序，通过高层定调和政策文件支持共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

事务所文化，为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提供条件。其次，还可以通过培训、研

讨以及后续教育等形式提升注册会计师本身的能力，只有注册会计师本身具有过

硬的专业能力再结合事务所营造的文化，才能将职业怀疑发挥到最佳水平。 

5.1.2 建立重视质量的机制  

会计师事务所的业绩评价，薪酬和晋升机制如何设计并执行会直接影响注册

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的程度，有可能削弱也有可能加强。若事务所的该机制是以

质量为导向，则注册会计师会因为质量要求而作出更多的职业怀疑以设计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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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审计程序，从而出具合理的审计意见。而事务所以收入和利润至上，以业

务量和收入为晋升导向，那么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会因为业绩压力以及自身

利益的原因而不能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忽略审计质量问题，因为作为理性人的

注册会计师会认为实现晋升拿取高薪会比保持职业怀疑重要。 

5.1.3 加强培训   

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直接影响其能否保持职业怀疑。而这种专业胜任

能力是在不断的学习与实际工作中获得的。一般的年审项目会耗费审计人员的大

量精力，以至于在年审项目结束后没有精力或者由于“惰性”而忽视学习，因此

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利用空闲时期对事务所所有级别的员工进行适当的培训，分享

具体案例中的经验，传达行业协会的最新准则与解答，讲解专业知识，使得审计

人员具备所需要的能力。为审计人员保持职业怀疑打下一定的基础。 

5.1.4 严格审计底稿的编制与复核  

审计底稿是承载审计人员工作内容的一种载体，可以使审计人员的工作有迹

可循。通过对审计底稿进行扎实详细的编制，对所填内容严格的审核，可以倒逼

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程序中保持职业怀疑。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侧重点，编制人

员应该严格编制。例如在收入的底稿中增加业务模式的分析并与上期作出比较，

分析变动差异；通过对近三年的产品结构进行分析，包括收入、销量、成本等，

对异常的波动保持职业怀疑；对行业整体毛利率以及其他企业的类似产品的毛利

率进行比对，对存在逆势发展的行为保持充分的职业怀疑。注册会计师还可以对

本期新增的经销商进行访谈，确保业务的真实性。在应收账款的审计底稿中严格

划分账龄，分析坏账准备对当期利润的影响等。除了在编制时要严格要求，复核

时也需要对底稿进行严格地复核，职业这样审计人员才会严格编制底稿，环环相

扣。最终会使得审计人员在执行过程中保持职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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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项目组执行层面 

5.2.1 加强项目组内部讨论 

结合实际的审计工作，一般的年审项目工作量巨大，每一个小组成员都会有

很多繁琐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若对某项审计工作存有疑虑也无法和其他成员交

流。而通过项目组内部的讨论的形式，可以使得小组成员有机会有平台对自己所

怀疑却无法准确判断的的审计事项与大家进行探讨，群策群力，找到解决方式或

应对对策，避免某一审计人员的过度自我损耗，降低其职业怀疑水平。除此之外

项目组还应针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

中，项目经理应始终强调保持职业怀疑的重要性。这种内部讨论，本身也是一种

职业怀疑。 

5.2.2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关键成员及时进行指导、监督与复核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众所周知的高强度工作，导致事务所的人员流动性极大，

使得在进行年审项目时经常缺人手。尤其是同时承接若干家公司的年审项目时，

每个项目组的人员构成层次差异较大，可能会有刚入职不久的员工，也有可能是

实习生，更有甚者一个项目组是由一个老员工带若干个实习生，这样的人员结构，

很难使项目组整体层面保持职业怀疑。因此需要项目合伙人或者其他经验丰富的

成员对其他成员的工作进行积极地指导，比如如何高效地填制审计底稿，节约审

计时间，对于函证的注意事项，如何正确的检查问价准确提取关键信息等，在指

导的过程中还需要及时识别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回答其他审计人员所咨询的

难题，问题本身也是一种职业怀疑的体现。 

除了积极指导外，还应加强监督其他审计人员的工作，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审

计事项或存在特别风险的事项上，在监督的过程中，可以同时向经验较为缺乏的

审计人员传授经验，讲述在面对类似情况时应该考虑什么、从何着手以及寻求什

么样的审计证据进行佐证等，帮助其形成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 

最后合伙人还需要复核其他成员的审计工作，审计底稿是复核的重点，通过

对底稿进行复核可以了解审计人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以及在执行工作中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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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的情况如何分析，是否保持了应有的职业怀疑。通过这种指导、监督与复核，

可以强化项目组层面的职业怀疑，在整个过程中，合伙人应始终强调保持职业怀

疑的重要性。 

5.2.3 加强质量控制复核 

对于年审项目不仅只需要项目组内部在审计活动快要结束时进行复核，还应

当需要独立于项目组的人员进行复核。这种复核本身就是一种职业怀疑态度的体

现。复核人需要对项目组已执行的工作进行独立地复核，包括评估出的重大错报

风险、所做出的职业判断以及所出具的审计意见等。 

质量控制复核人在复核的过程中也应该保持职业怀疑，不能完全相信项目组

的数据只是简单地对已做的工作进行检查，而是应该设立自己的预测值，如果测

试的差异较大，已超过可容忍错报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5.2.4 利用外部专家工作 

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行业种类越来越多，有许多新兴行业具备高度的专业

性，而在实际工作中，审计人员的知识储备量往往只能够应对会计或审计及其他

相关专业的问题，对行业专业性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所以在涉及对某项行业专

业知识的判断事项时，项目组需要考虑借助外部专家的工作。 

利用专家工作本身也是一种职业怀疑的态度。在利用专家工作的过程中，项

目合伙人不能完全相信专家，而是应该始终保持职业怀疑。 

首先应该怀疑专家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如果是被审计单位推荐的专家，应该

通过相关网站或文件等去核实真实身份，除此之外还应当检查其著作或其他工作

成果以确保专家的专业胜任能力。只有这样，利用专家所获取的证据才能是充分

适当的。 

其次，应该审慎的评价专家的工作，保持一定的职业怀疑，不能迷信权威。

项目合伙人应当评价专家工作的适当性，是否能够支持某项认定。在评价时，可

以考虑专家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是否可靠，所使用的模型是否安全，与被审计单位

所使用的模型是否有差异，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合理等。最后要评价专家的工作是 

否可以作为审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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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审计人员层面  

5.3.1 提升专业胜任能力 

提升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可以强化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保持职

业怀疑。专业胜任能力不仅是关于会计、审计或其他相关的专业知识，还应当包

括实际审计工作中的经验、职业技能以及其他能力，比如分析能力、对证据的识

别能力等。专业知识需要审计人员不仅仅只是通过参加培训获得，还应当在日常

零碎时间主动学习积极充电。而经验和其他技能或能力的获得，最有效的方法是

在“干中学”，不断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累计，并向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员请教。 

其中分析能力是审计人员不可获取的能力，在审计工作中的运用必不可少，

只有拥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审计人员才有可能去怀疑。证据收集的能力也至关重

要，对所收集的证据是否可以成为审计证据也应该保持职业怀疑，具体识别模式

见图 5.15。 

 

 

图 5.1 审计证据识别模式 

 

通过参加培训、主动学习、实际工作等，注册会计师需要提升自身的专业胜

任能力，只有强硬的胜任能力，注册会计师才会保持高水平的职业怀疑，从而出

具合理的审计意见。 

 
5 参考毕华书专著《审计职业怀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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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保持独立性 

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能否保持职业怀疑的关键要素，只有当注册会计师真

正保持客观独立，才能保证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且这种怀疑是有效的，可

以对进一步的审计工作提供一定的方向与思路。而什么是最正的独立，不仅仅只

是外在形式的表现，比如不接受被审计单位的礼品、低价购买被审计单位的产品

等，还应该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可以做到客观诚信，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不受

制于他人，拥有这种独立性，审计人员才敢大胆作出职业怀疑，进行深思熟虑的

职业判断。试想如果审计人员缺失了这种独立性，受制于被审计单位的人员，那

还何谈职业怀疑，更不用说保证审计质量。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执行审计业务的全过程中保持独立性，这样才能将在整个

审计过程中保持职业怀疑。那么如何在全过程中保持独立性呢？首先，注册会计

师应当能够辨别出某些关系或情形是否会对自身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因

为自身利益受损、与被审计单位关系密切等影响独立性。其次，在识别相关情形

后应该判断这种影响是否超出了可接受的水平。最后应该根据判断的结果采取相

应的审计程序，具体的思路如图 5.2 所示。 

 

图 5.2 独立性概念框架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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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行业及监管层面 

在具体的审计情景中，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怀疑水平也受到行业整体环境及监

管机构政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协会正确的引导及监管机构合理的政策

会对注册会计师保持较好职业怀疑水平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5.4.1 加大对造假的处罚力度，加强信息化审计研究 

法律法规对资本市场有一定的指导与约束作用，保障其正常有序的运转。对

审计市场也是，正因为法律的存在各主体之间才能开展正常的活动。我国正在全

面迈向法治国家，针对审计市场已经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也发布了不少条文

对其进行指导与监督。但不少条文对目前的审计市场来说其意义并不重大，比如

实际操作性不高，或者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比起违法收益来说显得过轻导

致其失去了对违法者的震慑作用，使得该法律法规不被重视。例如《证券法》对

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行为所惩罚的金额最多也只是 60 万，对负有相关责任的高

管也只有 10-30 万的处罚。 

然而，这种处罚明显过轻，不足以对财务造假产生强大的整治威慑力，也不

足以让后来者引起足够的警惕。因为，这种处罚对于当下股市少则千万，多则几

亿几十亿的造假来说，明显是权益与处罚处于严重的不对等地位，这样对上市公

司来说，根本起到不到有效的惩治作用，无法从源头遏制企业财务造假问题。 

面对企业严重的财务造假与较轻的惩罚力度，最终受到利益损失的往往是广

大的投资者，而且，这种损失对一般的投资者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但对于企业

及企业高管来说却无足轻重。因此相关监管机构应该加大对财务造假企业的处罚

力度，让其不敢轻易造假，从源头遏制造假问题，保护投资者利益。 

监管机构可以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加强合作，利用对造假企业所罚的部分

资金，投入到信息化审计的研究中，加强科技强审，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众所周

知，目前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审计工作中还是需要大量人力资源与时间资源去编

制审计底稿，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琐碎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作往往占据了注册会计

师的大部分精力，在有限的精力范围内，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搜素审计证

据的精力将大大减少，从而降低了注册会计师职业怀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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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对信息化审计的研究十分必要，让注册会计师从部分重复琐碎的工

作中释放出来，使得其有精力去怀疑，寻找证据，最终出具一份合理的审计报告。 

5.4.2 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赏罚分明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猛，企业的造假手段五花八门，往往都是精心准备的

财务舞弊，然而注册会计师审计只是一种市场行为，不是行政行为，没有强制力，

所以审计人员往往很难发现这种财务舞弊。对于这种情况，监管机构在检查完事

务所是否充分履行了审计程序后，应视情节从轻处罚，对协助企业造假的单位或

人员从重处罚。 

然而对于天健所对尔康制药显而易见的问题未保持职业怀疑，不能勤勉尽

责，最终坑害广大投资者的行径，应当加大对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惩罚力度，

给予严惩。 

最后，对于审计程序实施充分、合理，发现重大错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事

务所，注册会计师协会应该给与相应的奖励，并形成案例以供行业从业人员学习。

创建合理的赏罚制度，会使得注册会计师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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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数月，时光飞逝，曾几何时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如今却已经完

成了毕业论文准备毕业参加工作了，内心略有紧张与期待，更多的则是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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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太多的迷惘与挫折就写完了我的论文，感谢你们的支持与付出。 

我天资愚笨，却也坚信勤能补拙，确定了选题后就开始收集资料，过程是坎

坷的，结果却是充满成就感的。在学术上的每一个困惑我都能得到老师及时的答

疑解惑，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遇到瓶颈也能从同班同学同学那里获得宝贵的参考

经验，他们是我最信赖的人，也是给我帮助最大的人。 

这不是我第一次写论文，但我依然会紧张，担心自己写不好，最终成稿通过

后我悬着的心可算是放下了，随之而来的是满足感。看着电脑里一个又一个修改

后的文档，我感慨万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坚信经受过毕业

论文考验的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将会愈战愈勇，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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