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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市场对审计行业的需求越来越大，会计师事务所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作

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其承担着合理保证资本市场财务信息质量的责任，基于对

社会各界报表使用者负责的态度，审计结论要做到真实可靠。但从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近几年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抽查情况来看，每年都有众多

事务所存在审计质量管理问题，例如：注册会计师未勤勉尽责、审计程序未执行、

总分所一体化管理不佳等。审计质量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在众多被点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中，X会计师事务所被采取9次行政监管措施，

以 2017 年高达 7次，2022 年又被证监会处罚，此次涉及的被审计单位影响较大，

出具的虚假的财务报告，给社会投资者、债权人等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本文

选取 X会计师事务所，分析其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深入探析其出现问题的

原因，结合最新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管理》

准则，提出优化审计质量管理的建议，从而达到提高审计质量的目的，从而增强

市场各方对审计行业的信心，促进审计行业的发展。

本文以案例分析为研究方法，首先介绍了委托代理理论、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为接下来的分析奠定基础。通过对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体系的介绍，引

入主题，发现该案例公司审计项目各阶段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例如：在业务承

接阶段，风险评估缺乏深入性、注册会计师未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在审计计划阶

段，审计计划编制不合理、人员委派较随意；在审计执行阶段，审计程序执行不

当、审计证据不充分；在审计报告阶段，业务复核机制流于形式、监控执行差。

通过深刻剖析以上问题出现的原因，对四大阶段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分别提出改进

建议。同时，提醒会计师事务所应注重审计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与时俱进，以

达到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的作用。

关键词：审计质量 审计质量管理 审计项目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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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and of the economic market for the audit industry is

increasing, and the team of accounting firms is also growing. As an

independent third party institution, it under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asonably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the capital

market. Based on its responsible attitude towards users of statemen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audit conclusions should be true and reliabl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spot check of the practicing quality of

securities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firms conducted by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in recent years, many firms

have audit quality management problems every year, such as: th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re not diligent and responsible, the audit procedures

are not implemented, and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he head office

and branch office is poor. Audit quali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Among the numerous accounting firms named, X accounting firm

was taken 9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measures, up to 7 in 2017, and

was punished by the CSRC in 2022. This time, the audited entities

involved had a large impact, and the false financial reports issued by X

accounting firm caused significant losses to social investors and creditors.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X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its audit proces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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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pth.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latest "Accounting Firm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s No. 5101 - Business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audit quality

managem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audit quality,

thus enhancing the confidence of all parties in the market in the audit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case analysi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xt analysi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udi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X accounting fir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m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ore or less problems

in each stage of the audit project of the case company.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undertaking stage, the risk assessment is lack of depth, and th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do not maintain their due independence; In

the audit plan stage, the audit plan is not reasonable and the personnel are

assigned randomly; In the audit execution stage, the audit procedure was

improperly executed and the audit evidence was insufficient; In the audit

report stage, the business review mechanism is formalistic and the

monitoring is poor.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above

problem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our

stages and other relevant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accounting fir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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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achieve the role of quality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audit project.

Keywords: audit quality; Audit quality management; Audi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roject;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目 录

1 绪论 ............................................................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 1

1.1.2 研究意义 ..............................................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2

1.2.2 国内文献研究 .......................................... 4

1.2.3 文献评述 .............................................. 7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8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8

1.3.2 研究方法 ............................................. 10

2 概念介绍与理论基础 ...........................................11

2.1 概念介绍 ...................................................11

2.1.1 审计质量 ............................................. 11

2.1.2 审计质量管理 ......................................... 11

2.2 理论基础 ...................................................12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12

2.2.2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13

3 X 会计师事务所介绍 ........................................... 14

3.1 X 会计师事务所概况 ......................................... 14

3.1.1 X 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14

3.1.2 X 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状况 ................................15

3.1.3 组织结构 ............................................. 16

3.2 X 会计师事务所具体审计项目执行过程 ......................... 18

3.3 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19

3.3.1 业务承接阶段 ......................................... 1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3.3.2 审计计划阶段 ......................................... 19

3.3.3 审计实施阶段 ......................................... 20

3.3.4 审计报告阶段 ......................................... 20

3.3.5 人力资源 ............................................. 21

3.3.6 职业道德要求 ......................................... 21

3.4 X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后果 ............................... 22

4 X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23

4.1 审计项目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23

4.1.1 业务承接阶段 ......................................... 23

4.1.2 审计计划阶段 ......................................... 24

4.1.3 审计执行阶段 ......................................... 26

4.1.4 审计报告阶段 ......................................... 28

4.2 X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质量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 30

4.2.1 业务承接阶段 ......................................... 30

4.2.2 审计计划阶段 ......................................... 32

4.2.3 审计执行阶段 ......................................... 32

4.2.4 审计报告阶段 ......................................... 33

4.2.5 其他方面 ............................................. 33

5 X 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审计质量管理优化建议 .................... 38

5.1 加强业务承接阶段管理 .......................................38

5.1.1 重视审计人员素质教育，强化风险导向审计理念 ........... 38

5.1.2 做好承接业务前的调查工作 ............................. 39

5.2 规范审计计划阶段管理 .......................................40

5.2.1 合理编制审计计划，重点关注高风险项目 ................. 40

5.2.2 提高人员委派计划性，合理配置审计人员 ................. 40

5.3 优化审计执行阶段管理 .......................................41

5.3.1 强化审计质量管理意识，严格实施审计程序 ............... 41

5.3.2 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 42

5.4 完善审计报告阶段管理 .......................................42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5.4.1 明确各个层级的审计质量责任，落实复核制度 ............. 42

5.4.2 完善监督管理 ......................................... 43

5.5 健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44

5.5.1 灵活制定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 44

5.5.2 及时更新审计质量管理制度 ............................. 44

5.6 加强外部监管 ...............................................45

5.6.1 行业自律 ............................................. 45

5.6.2 政府监管 ............................................. 45

6 结论与展望 .................................................... 47

6.1 研究结论 ...................................................47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48

6.2.1 研究不足 ............................................. 48

6.2.2 研究展望 ............................................. 48

参考文献 ......................................................... 49

致 谢 ........................................................... 5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经济改革成效在我国十分显著。

2021 年底，中国境内 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到 4697 家。此时，也为审计市场带来

了发展红利，社会各界更加意识到审计的重要性，对其关注度和需求度也不断增

加。会计师事务所想要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不但要重视承接数量，由于担任独

立履行审计业务的第三方鉴证机构，承担重要的经济检查责任，更要重视审计质

量。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行业监管规定，主动构建审计质量管理体系，强化

对审计过程的管理，提高审计效率效果。然而，现代经济市场内，财务舞弊和审

计失败现象仍普遍存在，会计师事务所发表虚假审计意见、出具虚假审计报告，

严重消耗了利益相关者对其的信任度。虽然在资本市场上需要进行审计的企业大

幅增涨，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审计质量却没有明显改善，该现象表明，在实践

中我国部分会计师事务所贯彻落实审计质量控制制度不到位，对审计质量的重视

程度亟需加强。伴随着《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管

理》准则的颁布，审计质量管理替代了审计质量控制这一说法，对审计质量管理

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必须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加强审计

质量管理，建立健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发挥监督检查的作用，为公众提供消费

投资保障，提高社会信任度。

1.1.2 研究意义

当前，经济环境的良好态势促使审计市场的繁荣。但是，随着审计市场的不

断发展，审计质量问题也渐渐显现。在我国，审计失败案件频发，证监会多次发

布《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反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处罚、警示，这表明我国

审计质量控制问题亟待解决。审计质量差严重影响审计市场环境。况且，客户选

择会计师事务所时看中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且更倾向于选择公信力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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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但审计失败在声誉方面对注册会计师个人及事务所都有不利影响。因此，

不论从大环境上或是个体层面，会计师事务所都应在提高审计质量管理方面做出

更多努力。

1.理论意义

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已相对成熟。本文通过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阐明了与事务所审计质量有关的概念与理论，对影响

审计质量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依据审计质量管理的准则规范，针对审计质

量管理有关要素分析归纳。基于审计业务各阶段具体层面，对我国现阶段审计质

量管理进行优化研究，有助于丰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2.现实意义

本文选择以 X会计师事务所为例进行审计质量管理问题研究，一是由于该事

务所处于我国排名前八的水平，代表性强。在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审计行业

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基于以上情况得出的结论及给出的建议对于优化我国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具有借鉴意义。二是此前有许多对审计质量控制的案例分析，

5101 号新准则的颁布，将审计质量控制这一说法变更为审计质量管理，并扩大

其范围。通过此案例的分析，以及对审计质量管理准则的运用，对完善注册会计

师审计质量管理具有一定实践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审计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审计质量定义研究。第一次审计质量的概念是由 De Angelo(1981)提出，认

为通过市场评估，由审计师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会计系统缺陷和报告缺陷的联合

概率即为审计质量。随后，Titman 和 Trueman(1986)提出，审计作为一种产品，

信息精准与否决定审计质量，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报告和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

告对审计质量影响重大。

审计质量影响因素。众多文献将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分为事务所规模、任期

和行业专长、地域、审计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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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国外市场研究较成熟，经过理论分析

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达成一致：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的可靠性更大，原因

在于其有高的审计质量和品牌地位。众多研究将国际四大作为标杆，认为获得四

大审计服务，则可以享受高的审计服务质量。Krishnan(2016)发现，从应计利润

方面看，四大的应计利润低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两者存在相关性，其审

计质量更高。Behn et al(2008)证实，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有能力降低分析

师预测盈余的不同，提高准确度。Francis et al(2009)通过研究指出，事务所

规模越大，越可能客观的审查，并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从而达到对公司的

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综上，国外学者认为事务所规模大小与审计质量的高低

存在正相关关系。

第二，任期和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Gul,Ferdinand A(2009)等人的

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不足可以通过对一个行业的深层次

了解来弥补，从而确保审计质量。Knechel W R(2016)认为，审计组工作人员的

专业性和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质量。专业程度越高，审计质量越高，

独立性越强，审计质量越好，两者正相关。长期对同一客户进行审计，容易使审

计双方的关系变得密切，进而影响审计独立性，造成审计质量的下降（Jan Sva

nberg、Peter Ohman，2014)。Muhammad faisal 等(2019)研究发现，会计师事

务所的任期增长，从三年改为五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十分微弱。但注册会计师

的任期长短会影响到审计质量，任期越长产生的影响越消极。

第三，地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Chan et al（2006）调查发现，地域对审计

质量的影响极大。比如：本地事务所审计本地企业，出于人情考虑，或者共谋获

利行为，更易影响事务所的独立性，从而降低审计质量；经过实证研究分析，事

务所审计本地政府控股企业，趋于某种压力，更容易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

第四，审计收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Patrick Kraub，Paul Proobis 和 Hen

ning Zulch(201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高昂的审计报酬会直接影响到审计人员的

独立性，这背后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很可能是不正当的，容易左右审计人员的判

断，使审计工作失去原有的价值，无法获得预期效果。

2.审计质量管理研究

一方面，对于审计质量管理的实施主体方面的研究。Rick Hayes(2005)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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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质量管理的主体涉及会计师事务所本身和事务所工作人员，对于两者都应

有序管理。其中，事务所方要对于承接客户、维系客户、权责清晰等方面制定监

管措施，使其达到规范；审计工作者要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胜任能力。另

一方面，对于审计质量管理程序方面的研究。J.Gregory Jenkins，Donald R.Deis，

Jean C.Bedard 等(2008)认为应加强审计质量监管，并做到全过程管理。实现审

计事前、审计事中、审计事后的质量监管。Monika Causholli 和 W.Robert

Knechel(2012)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严格控制审计质量十分有效果。为达

到审计质量管理工作的目标，可以从审计的投入、行为、成果等方面进行监督控

制。

3.改进审计质量管理的途径研究

Moore G，Scott W R(1989)认为改进审计质量管理应从四个方面出发，效果

会更好。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审计经验与审计方法、全面审计策略、复核与审

查。Moore G.Scott W R(1989)指出职业素养对审计人员十分重要。审计素养越

高，审计质量越好。因此，可以通过提升审计职业素养来提高审计质量。Brigh

t Asante Appiah(2020)认为有效管理预期审计风险的途径之一是扩大审计工作。

有关制度方面，Rick Hayes Roger Dassen(2006)认为制度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会

提高审计质量，其中制度包括：业务流程制度及合伙人管理制度。Myers J,N M

yers L.A(2013)指出审计质量的提高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客户类型、审计人员

素质、事务所管理形式以及复核制度。同时，Patricia Mui-Siang Tan(2007)

不拘泥于传统，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客户回访。完成审计工作不代表就此止步，

为了更好地完成后续审计工作，对客户进行回访很有必要。通过主动沟通，调查

满意度，了解客户需求及经营风险，助力审计质量的提高。

1.2.2 国内文献研究

1.审计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审计质量定义研究。冯剑和罗韬(2010)指出审计质量不仅是程序执行方面要

规范，也要在工作的各个阶段保持操作规范。审计质量的实质在于控制与规范程

度，这种程度贯穿于审计全过程。谭楚月和段宏(2014)从新的视角出发，把审计

看做由多元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框架，从审计主体来解释审计过程，不考虑结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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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角度，把审计质量概括为及时发现问题、报告问题的能力。胡晓丹（2014）

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阐述审计质量。广义方面，用审计工作结果的好坏来评议审

计质量，受众群体越满意，审计质量效果越好；狭义方面：依据审计目标，审计

工作具体的完成程度，依据审计规章，审计工作的具体遵守程度。

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一，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王豫（2021）

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型事务所更具有业绩压力，对客户的依赖程度更

高，在审计工作中往往会使独立性受到影响，审计结论有失公允的可能性更高。

相比之下，大规模的事务所在考虑长远发展目标下，会对事务所的声誉十分重视，

因此会逐步规范审计工作，使事务所得到良性发展。而杨轲涵、周程程（2017）

认为审计质量的好坏取决于被审计单位，与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规模并无相关性，

被审计单位的从财务状况及模式决定了审计质量的好坏。

第二，任期和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李思飞、刘恋和王化成(2014)

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受注册会计师任期影响较大。在注册会计师任职的初期，其

行业专长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在任期时限增长后，受到经济利益、人情往来影

响，行业专长较少发挥作用，审计质量不升反而下降。齐芬霞和宋璐(2014)认为

同等的教育水平、专业水平下，审计工作人员的年龄越小，审计质量越高。也就

是说，团队越年轻审计质量越有保障。韩维芳(2017)认为受执业时间影响，注册

会计师执业时间越长，审计经验越丰富，审计结果越可靠。荣莉、冯少勒(2018)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定期轮换制度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但是因为某些原因的

轮换，会使审计质量有所下降。喻凯、周洲(2020)认为职业经验丰富与否影响到

审计工作中压力的转化。执业时间越长，注册会计师就拥有丰富的审计经验，从

而在面对时间压力、取证压力时，更容易转化为动力，汲取新的经验；而经验少

的注册会计师可能由于难以把握时间，使审计取证时间缩短或过长，进而影响审

计结果。

第三，地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王艺霖和王桂莲(2014)研究发现，地域差异

影响审计质量，并且呈正相关关系。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的地址越接近，

审计质量越高，与被审计单位的地址越偏离，审计质量越低。阚京华和王辉（2016）

也认为在人文地理方面，处于同一行政区域的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审计质量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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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审计收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王涛(2016)、韩丽荣、胡玮佳(2015)

等众多学者表示，为了在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事务所通常会降低

审计收费，达到吸引公司前来审计的目的，但审计收费降低，不足以支撑审计工

作的完成，或者不足以获得审计利润，注册会计师通常会削减审计程序，压缩成

本来获得经济利润，从而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余玉苗、范亚欣、周楷唐(2020)

研究认为，审计费用在审计前约定会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审计程序的实施产生

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审计质量变差。廖祝琴（2021）指出，审计收费存在异常情

况，主要分为异常高的审计收费和异常低的审计收费。异常高的审计收费可能存

在与被审计单位串通舞弊的行为。异常低的审计收费可能会影响审计程序实行，

从而降低审计质量。总体而言，两者都应避免存在。

2.审计质量管理研究

目前大多学者是从质量管理体系或审计过程来研究审计质量管理。从质量管

理体系的角度，刘爱东、邓诚(2007)分析了事务所内外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

对于加强审计质量管理提出了四方面做法。包括：优化事务所整体组织构架、提

升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素质、对审计业务全过程进行管理以及获取优质的人力资

源。戴立波(2012)基于 PDCA 循环理论，将质量控制体系分为管理职责、产品测

量分析、资源的管理以及产品的改进等四个部分。蔡宝宗（2021）通过计划、执

行、检查及处理四阶段来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助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并提出具体对策，从而实现审计质量的提升。齐飞(2015)基于审计全过程研究审

计质量控制体系。主要研究方面包括：业务的承接与委派、业务执行的监督与复

核、技术支持与咨询、监控等。雷光勇(2016)将审计质量控制分为事前、事中、

事后，实施全过程控制。

3.改进审计项目质量管理的途径研究

雒文彦（2014）站在宏观立场，提出了建立审计项目质量评价负责制、采用

定量加定性评价方式、建立审计项目质量评价与管理的工作体系、健全审计项目

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利用信息化网络平台完善审计项目质量评价与管理，以此来改

进审计项目质量评价与质量管理。马宁（2014）基于行业自律，分析审计全过程

质量控制，并从审计准备阶段、审计实施阶段以及审计报告阶段三方面提供建议。

宁翠荣（2006）阐述了审计过程各环节，包括计划、准备、实施、报告等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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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重点,确保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的科学合理性, 从而实现审计质量优化。

国内对于提升审计质量管理的研究多从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外部监督等角

度展开。

第一，从事务所的角度，齐飞(2013)指出规范合理的审计质量管理制度和良

好的企业文化氛围，是提升审计质量管理的关键。刘贵蓉(2011)、王兆林(2016)

等人研究发现，与审计质量具有相关性不仅包括审计执业过程，还包括企业文化

和内部治理方式。越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以及内部治理有效，越有利于事务所审计

质量控制。戚秀霞(2013)、张永杰、罗忠莲(2015)等人研究发现，善于运用绩效

评价制度和员工激励制度的事务所，其员工的审计工作过程越积极，审计质量越

高。马晓红(2018)指出，企业文化方面遵循质量至上，企业制度方面遵守质量控

制制度，能够有效应对风险，从而提高审计质量。刘玉波(2016)指出现如今仅规

范审计工作实施过程并不足够，审计效率和成果的运用有助于实现质量控制目标。

第二，从注册会计师的角度，韩维芳(2017)研究证明注册会计师执业经验越

丰富，在出任审计工作时，就越能确保审计有序进行，审计质量有所保障。裴春

燕(2020)认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方式运用在审计方面，可以提高审

计效率，实现云审计，以此应对审计风险。

第三，从外部监管的角度，陈运森、邓祎璐、李哲(2018)认为非行政处罚性

监管能改进审计质量。陈合翘(2018)提出全方位提高审计质量管理水平，不仅要

重视审计主体，更要重视审计客体和监管。黄世忠(2021)认为，抓好制度源头，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审计质量问题。被审计单位直接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其中

存在着影响审计质量的不利因素，可由协会派任等，减少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范庆春（2021）认为从源头入手提升审计质量管理，加强对准则的创新，进而提

升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水平，才能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李钰（2022）认为

为避免监管权权责不明问题，应统筹规划各个协会与监督机构之间的职能范围。

监督程序要公开透明，不仅保证机构之间监督透明，也要保证大众监督透明。

1.2.3 文献评述

综上文献，在对审计质量的相关定义、影响因素以及审计质量管理方面的相

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首先，就审计质量而言，在对其定义上还未形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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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见，原因在于所站角度不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审计质量是完成审计

工作的质量；对于报告使用者来说，审计质量是签发的审计报告的准确性；对于

公众利益相关者来看，审计质量侧重关注工作和结果。其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因素研究，在事务所角度考虑，包括事务所规模、审计收费、任期、行业专长以

及地域因素等影响。再次，在审计质量管理方面，众多研究均集中于制度研究和

执业过程研究；最后，学者们为提高审计质量管理，从多个角度提出对策，如事

务所完善质量管理制度，注册会计师要提高专业胜任能力，监管方要加强监管力

度等。

但是，随着审计失败案例频发，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更

新不及时、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凸显，严重影响审计质量，如何改变这一现状的相

关文献研究并不充实。基于此，本文截取审计业务执行过程对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进行研究，旨在为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一定的借鉴，并充实相关研究。

由此，基于审计业务执行的全过程，研究如何优化审计质量管理，从而提高

审计质量。本文以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管理为研究对象，结合《会计师事务所质量

管理准则第 5010 号——业务质量管理》新准则对审计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深入了

解，从全面质量管理视角，梳理 X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管理现状，全面分析

审计质量未得到保障的原因，基于审计执业过程提出审计质量管理的相关优化建

议，为提高审计质量提供可行性方案。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首先经过查阅文献、梳理相关理论，然后分析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执业

质量，在此基础上以 X会计师事务所为例梳理该事务所的审计管理现状，发现其

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概括当前企业审计质量管理的具体背景、研究现状，并说

明研究该论题的意义，研读并运用国内外相关文献引入主题。

第二部分，概念介绍与理论基础。这一部分，主要阐述审计质量、审计质量

管理的概念。通过查阅资料，用委托代理理论来阐明审计人员的重要性，用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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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理论对审计执业过程管理状况进行研究。

第三部分，X会计师事务所案例介绍。选取 X会计师事务所这个案例，介绍

该所情况、审计质量管理体系以及该所近些年审计失败的处罚情况。

第四部分，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从审计执

业过程展开分析，找出该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出现这些问题

的原因。

第五部分，X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审计质量管理优化建议。根据案例分析结果，

总结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的具体建议。

第六部分，结论与展望。这一部分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最后的启示。

以下是本文的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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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读法

本文通过互联网平台，查阅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网站的相关论文和期

刊，研读了国内外与审计质量相关的文献以及最新的审计质量管理准则，学习委

托代理理论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为之后的案例分析奠定了基础。

2.案例分析法

本文通过引入 X会计师事务所的案例，从执业过程角度分析审计质量管理失

效的原因，提出相应的优化审计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议。希望通过此研究，能对类

似审计质量管理失效案例提供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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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介绍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介绍

2.1.1 审计质量

审计质量是指审计结果反映审计目的的程度，被视为评估事务所审计项目执

行情况的依据。审计质量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审计质量是指审计工

作的总体质量，包括管理工作与业务工作；其中，制度、人员等的管理是管理工

作的核心，制度建立要合理、合法、合规，人员要有独立性、专业能力、并具备

职业道德等；狭义上，审计质量是指审计项目的质量，仅包括业务工作，即项目

的承接、计划、执行、报告并存档等各环节的实施情况和是否完成审计目标等。

查询资料发现，审计质量有两种常见理论被大多专家认可，其一，过程论。

强调审计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制定审计计划，执行审计工作，

审计质量就能够得到保证。其二，结果论。强调最后的审计结果的质量对审计质

量起到决定性作用，审计报告的准确可靠是审计质量好的体现。

2.1.2 审计质量管理

我国审计质量管理准则经历了多次变革，伴随着变革，审计质量管理的内容

也日益丰富。首先，1996 年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拟定《中国注册会计师质量控

制基本准则》，并由财政部批准颁布。其中，对于审计质量管理的定义主要侧重

单一工作过程的质量控制，强调审计工作要与审计准则要求相匹配。其次，2006

年对审计准则重新修订，真正进入了审计质量管理时代，对于审计质量管理更重

视审计结果的质量。具体体现为审计报告的合法、恰当。最后，2020 年面对审

计环境的变迁，为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注册会计师修订由财政部批准颁布

了《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010 号——业务质量管理》。其对审计质量

管理的定义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人员在执业及履责方面要遵守职业准则和法律

法规，事务所和项目合伙人需出具适合具体情况的报告。其要素包括：会计师事

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治理和领导层、相关职业道德要求、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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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与保持、业务执行、资源、信息与沟通、监控和整改程序共八项。至此，

审计质量管理的内容更加全面、规范。

国际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审计质量管理的定义为: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

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且认真落实各项审计工作，各个环节均得到有效控制，这是审

计质量管理的必要性条件。基于以上方面对所审计项目进行审查，使审计过程得

到有效控制，审计结果得到有效反馈。为此审计事务所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下：如

何管理项目、如何提高审计质量、如何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审计人员队伍的专业

性如何保证。因此，审计工作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必要。基于该体系规

范，审计人员要做好：预先建立审计目标、规划审计工作并认真实施、获得有效

的审计结论。在此过程中，公司负责人需时刻参与，做好监督管理。事务所要做

好：为保证审计工作不出现重大偏差，事务所应根据不同的审计对象制定不同的

审计方案，从审计计划的合理制定以及人员的合理分配、到具体执行阶段、再到

审计结论产出阶段，都需要专业人员的介入和把控，认真做好每一项管理工作。

2.2 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委托代理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 Burley 和 Means 提出。

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由所有者出资，邀请专人管理。为保证专人尽力帮助企

业盈利，将经营权分离出去，给予代理人最大权限。而企业所有者只保留企业所

有权，分得企业剩余利益。但是，由于双方目标不一致，时常引发冲突。企业所

有者即委托人追求企业价值增值，而代理人追求高额收入和充裕时间享受生活。

由此，引入了第三方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企业审查，获得公允结论。

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三方当事人中，并且具有双重性质。第一重代理关系存

在于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一方作为委托人，另一方作为代理人，委托

人给予代理人高额报酬作为佣金，并要求代理人为企业创造财富价值。第二重代

理关系存在于企业管理者、所有者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由会计师事务所对管理

者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审查评价，所有者通过事务所评价结果来判断管理者的能力

和企业经营情况与管理者所诉是否存在偏差。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代理人很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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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了继续获得高额报酬，而隐瞒实际情况。因此，不可忽视这种双重委托代理

关系对审计质量产生的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在制定审计质量管理制度时，应予以

充分考量。具体做法包括：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对管理层是否存在舞弊行为作

出评估；建立标准有效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机制，防范注册会计师因经

济利益而降低审计标准，造成审计风险，影响审计质量的行为的出现。

2.2.2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顾名思义强调的是以质量为核心，设定一些管理办法，

形成系统的管理，被称之为质量管理体系。具有全面性的特点。质量计划制定、

质量管理应用、改进方案，是质量管理的三个重要方面。构成全面质量管理的基

本框架有：主体参与、信息与测量、培训教育等。重点强调各方参与，通过各方

参与获得收益，企业获得长远发展。

第一次将全面质量管理引入会计师事务所，以此达到改善审计质量的目标的

学者是 Raymond Jeffords 和 Gerg M.Thibadoux。他们认为审计程序对审计质量

有重大影响，在建立审计质量控制制度时，因充分考量。例如：根据客户的不同，

制定不同的审计方案，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对于不合理的审计程序应及时发现

并改进。全面质量管理是审计工作的全过程管理，能够做到事前管理、事中控制、

事后监督，及时反馈问题，完善审计工作，进而不断提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

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参照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提出要对事务所采取质量管理。包

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质量管理，即注重管理对象的全面性和管理范围广阔性，

涉及事务所的所有人员以及审计各个方面，例如：管理人员、组织形式、审计方

法、管理机制等；第二个是纵向质量管理，即审计工作的每一环节都要进行管理，

也称之为全过程管理。本文就主要运用了全过程管理的思路，对审计工作中各环

节分析进而给出质量管理改进意见。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14

3 X 会计师事务所介绍

3.1 X 会计师事务所概况

3.1.1 X 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X 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于香港，执行总部设于北京，存续期长，发展历史悠久，

曾与大型国际公司合作，服务多样且专业性强。经过长期发展，各分所与总所已

实现一体化、集团式管理，拥有国际合作背景，国际化发展迅速，海内外品牌影

响力大。该事务所服务范围涉及审计鉴证、管理咨询、税务服务、工程管理四大

方面，设有 88 个办公室分别位于我国大陆及 17 个国家和地区，事务所合伙人多

达四百八十多位，员工人数超一万人。

2012 年至 2021 年，中注协发布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年度综合排名，如表 3.1

所示，X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多年稳居前 10，仅 2018 年降至 11 名。

表 3.1 国内事务所年度综合排名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排名 8 9 9 8 8 10 11 7 7 10

数据来源：中注协官网

从图 3.1来看，X事务所业务收入在 2016 年达到 15 亿以上，2017 年有所下

降，此后业务收入逐年递增，直至 2021 年达到近 28 亿。说明 X会计师事务所市

场竞争中存在优势，市场发展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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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5 年-2021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中注协官网

3.1.2 X 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状况

X 会计师事务所的历史发展悠久，其前身是原中信会计师事务所(中信所),

于 1981 年成立,在我国具有很高地位。该事务所成立时间早、事务所规模大且极

具影响力。中信所客户遍布各地，其工作人员经验丰富、专业性强，很少发生审

计失败或审计质量不高的问题，因此信誉良好，很受国内外审计市场欢迎。分别

于 2002 年和 2009 年，吸收合并了中友会计师事务所和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

规模不断壮大，分所达到 27 家，也逐渐形成了现如今的事务所。

萌芽于中国的 X会计师事务所，始终坚持自身品牌的发展，打造国际化发展

战略目标。在 2015 年，成为全球第 19 大会计师事务所，IAB 颁发“国际网络新

星”奖给该事务所。

从 2015 年至今，X事务所逐步领先于其他国内事务所，其业务规模扩大、

执业质量高和社会形象良好。如图 3.2所示，X会计师事务所签发国内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数量逐年递增，2021 年已经达到 358 份。据中注协官网统计，该所在

全国事务所出具上市公司审计质量报告的数量上始终居于前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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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5 年-2021 年签发国内上市公司审计数量

数据来源：中注协官网

3.1.3 组织结构

X 事务所运用一体化管理制度管理总所以及分所，其具体制度涉及方方面面，

包括：对人的管理、对工作过程的管理、对风险的管理以及信息技术的运用管理

等。其拥有较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其一体化管理如图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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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X 会计师事务所矩阵式一体化管理模式图

X 事务所组织结构图如图 3.4所示：

图 3.4 X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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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X 会计师事务所具体审计项目执行过程

X 事务所实行总分所一体化管理，简单来讲，就是在全所范围内运用统一的

综合管理体系，对审计项目实行事前管理、事中控制以及事后监督。X事务所采

用风险导向审计，规范审计工作流程，依据相关规定执行审计业务。其审计工作

流程如图 3.5所示：

图 3.5 审计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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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X 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制度十分健全。涵盖范围广，包括人员管理、事

务所财产管理、审计流程管理、风险控制等。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使

其制度落实到位。其能够积极立足长远发展，注重事务所基础建设。在此，我们

仅介绍在审计项目过程及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

3.3.1 业务承接阶段

X 会计师事务所为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在业务承接阶段，制定

了《业务承接办法》、《项目立项审批制度》，将风险管控前移，从而有效降低

业务承接所带来的风险。在承接业务前，首先，要先判断是否为首次接受委托。

如果是，则需要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评价审计风险等。主要包括：委托目

的、所处行业状况、内部组织结构、客户状况、人力资源、业务类型等。其次，

评估项目组的专业胜任能力。待初步情况得到了解后，决定是否承接业务，如果

决定承接，但又担心被审计单位存在固有的审计风险，可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

了解被审计单位风险情况。然后签订业务约定书。对于初次承接的客户，需在系

统中建立客户信息，逐级提交，享有审批权限的人员依次审批，待到通过后，业

务承接阶段完成。如果是多次委托客户，则通过风险导向，对客户进行调查评价，

主要调查变化大的事项，存在高风险项目的，及时提醒并解约。

3.3.2 审计计划阶段

业务承接完成，随之而来进入了审计计划阶段。这一阶段，项目负责人通过

职业判断和分析选择合适的工作底稿，进行审计计划的制定、审计项目组人员选

定以及工作任务的分配。X会计师事务所认为项目组成员对审计工作有重大影响，

对此，事务所制定了个人承办项目限额制度和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度：即超过

2亿的项目，需要经理级别的人员进行承接；注册会计师 3年一轮换等。安排结

束后，项目负责人按照模板填写《审计计划表》，只需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

况填写。完成后，由项目负责人签字，部门经理二级复核，主任会计师三级复核。

为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素养，X会计师事务所还制定了培训制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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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合伙人在项目实施前，组织成员了解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以及需要特别关注

的领域。另一方面，实现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常态化制度，树立终生学习的理

念。

3.3.3 审计实施阶段

审计实施阶段是审计项目全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需要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

位相互沟通、彼此协调、相互配合，从而更好的实施审计计划。审计实施阶段需

要评价被审计单位内控系统，通过内部控制的效果，决定审计程序实施的多少，

审计的整个过程都需要通过工作底稿进行记录。

首先，沟通是审计实施阶段的重要一环。沟通的对象有项目组成员之间、管

理层、上一任审计该单位的注册会计师。X会计师事务所规定，与管理层沟通的

内容包括：责任界定即划分好各自应承担职责、审计完成时间、审计涉及的范围、

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等；项目组内部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对审计过程发现的问题及

时反馈，并由项目组负责人给予指导。项目负责人写重大事项沟通函，与部门经

理、分所质量控制部门、分管合伙人沟通项目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重大事项。与

前任事务所沟通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等。

其次，针对不同的项目要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对于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水平设定以及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的设定，要精准适当，不可为减少审计成本

而制定过高，要确保审查结果的准确。要明确事务所审计的可接受差异额、可容

忍错报。重点关注单个项目金额较低但汇总起来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项目。

最后，项目组负责不同板块的人员完善各自工作底稿，汇总数据，依据样本

中的错报，推断财务报表整体错报，综合评价，确定审计范围是否需要扩大，进

而发表审计意见。

3.3.4 审计报告阶段

草拟的审计报告由各级人员对审计工作底稿复核。X会计师事务所严格按照

准则要求制定了组内复核制度，包括三个级别：项目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及合

伙人。外勤项目负责人实施一级复核，复核十分细致，包括所有的工作底稿；第

二层级的复核由项目经理实施，复核内容涉及范围相对广泛，包括：重要的审计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21

程序执行程度、对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提出的建议等，最后一关由项目合伙人把

控，这就是第三级的复核。此时复核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重大事项，比如：重

大调整事项、重要工作底稿等。复核时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给项目主要负责

人，督促其改正。在复核完成后，方可出具审计报告。报告形式要规范、报告结

论要准确。X事务所同时规定，在年审项目结束后，各分所按期归档，总所会外

派人员进行抽查，从而确定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否被完整记录，是否有漏记多记

等现象，并将检查结果告知各分所负责人，督促他们改正存在的问题，并将改正

结果上报总所。

关于审计工作底稿的管理，事务所规章中规定，审计业务各项档案都需整理

保存，其中包括：制定审计计划时的工作底稿、审计程序执行过程中的各项记录

等。工作底稿归档后，储存按照不同类别，分别存储相应的年限。借阅审计工作

底稿时，需经审计机构负责人审批。对于纸质或电子档案，要同时存档，并按规

定保存。

3.3.5 人力资源

X 会计师事务所采用国际通用合伙人模式，奉行“平等协商、共同参与、严

格自律、风险共担、以及利益共享”的准则。将人看作事务所发展的基础，促进

智力投入。因而注重合伙人的自律和专业人员的相关技术培训。对于合伙人自律，

包括两大方面，专业上自律以及职业道德自律。风险控制需要合伙人最后把关。

因而加强合伙人自律，才能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对于相关技术培训，借鉴国际

会计师公司的培训经验，采取分级培训，针对不同级别制定不同方案，在业务淡

季的时候执行。不断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水平，从而更高标准的完成业务服

务。

3.3.6 职业道德要求

X 会计师事务所制定了规则制度规范审计人员的行为。第一，领导层方面，

领导是企业的带头人，可以为员工做好表率。因此要以身作则，遵守规章制度并

运用媒介宣传引导员工，使其拥有责任意识、制度意识；第二，教育培训方面，

要定期组织员工学习培训；第三，做好质量监控，实时监督审计工作的进展，防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22

止出现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第四，建立惩处制度，针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严

肃处理。

综上，X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照我国准则制定，相对来

说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套管理体系。但是，该所近几年多次被处罚，审计失败

频发。究其原因是审计质量管理体系未能有效运行，质量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制

度所形成的约束力不够。

3.4 X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后果

（1）2016 年——2020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受证监会处罚 10 次，处罚类型包

括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管措施，其中 2017 年处罚次数最多，都未对执业造成影响。

本文主要以 2017 年的一次处罚、2022 年的一次处罚为例，进行展开分析，这两

次案例极具典型性，具体处罚情况如表 3.2所示：

在对 DY 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未发现三包索赔费用为 2422328.73 元，

未发现其少确认贴现费用为 2929311.2 元；

在对 LS 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X事务所未发现其中两年连续虚增利润

总额 38295.18 万元、43276.33 万元。

表 3.2 近两次案例处罚情况

时间 客户名称 涉及内容 审计收费
审计报告意见

类型
处罚情况

2017 年 DY

2013 年、

2014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

320000 元

均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责令改正，没收业务

收入 32 万，没收违

法所得 188 万元，并

处以 220 万元罚款；

对签字注册会计师

分别处以 5万元罚

款。

2022 年 LS

2015 年、

2016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

1509434 元

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带

强调事项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责令改正，没收业务

收入 1509434 元，并

处以 3018868 元罚

款；对签字注册会计

师分别处以 5 万元

罚款。

数据来源：证监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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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4.1 审计项目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4.1.1 业务承接阶段

在该阶段，判断以下三点是必要的：第一，事务所专业胜任能力；第二，被

审计单位管理层是否会虚假隐瞒相关问题，即诚信与否；第三，双方的审计业务

约定，是否都表示认同。X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管理制度也严格要求对此做

出判断，再决定是否承接业务。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风险评估缺乏深入性

审计业务承接前，需要 X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的进行审计风险评估。

承接 DY 审计业务，首先，X会计师事务所未对 DY 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

的调查了解。例如：关联方调查不充分，未发现舞弊动机。其次，对被审计单位

所处的整个行业不了解。从 DY 的经营范围来看，汽油机气门及周边产品利润低

于柴油机气门，整体行业增速缓慢；从之前的审计报告来看，DY 公司经营利润

下滑，两者共同作用，该公司却坚持上市，这仍未引起注册会计师充分关注，且

其认为行业刚性需求能够维持行业稳定发展。最后，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情

况调查不深入。证监会对 DY 公司连续多年对外违规借款进行处罚，罚款数额巨

大，说明该公司资金控制未得到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显然，注册会计

师未关注到这一点，导致审计风险增加。基于此，对被审计单位经营环境、财务

状况进行了解并评估风险，是审计业务开始前的必要程序，对其风险评估的恰当

性会影响审计项目过程质量管理情况。X事务所内部实行项目合伙人负责制，项

目合伙人对风险评估工作负有很大责任，评估不当就会对审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2.未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保持独立是必要的。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

在的独立，通常来讲是指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包括投资

关系及近亲关系等。二是内在的独立，是一种精神独立，指执行审计工作时，不

受外界影响、约束，能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正。

对 DY 业务的承接，如表 4.1所示，X会计师事务所已为其提供多年的审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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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一方面，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得事务所忽视了对被审计单位的审前调查，带来

了因过度信赖被审计单位所产生的潜在风险。从 X事务所对 DY 公司出具的审计

报告来看，连续多年的公司概况表述一致，均为“公司建立了并完善了一系列公

司治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为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但证监会对 DY 公司

的处罚提到上市前 DY 公司就未建立完整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说明审前调

查的充分性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为维护客户关系，保持稳定客源，稳定行业地

位，注册会计师与管理层的沟通已经失效，对管理层是否诚信的调查流于形式。

甚至审计报告的结果都会受到被审计单位管理层意愿的影响，从而失去公允性。

表 4.1 连续审计出具的意见类型

年份 审计机构名称 签字注册会计师 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

2009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 夏某某、郭某某 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0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 夏某某、郭某某 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1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 夏某某、郭某某 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2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 夏某某、郭某某 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3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 夏某某、郭某某 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4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 夏某某、郭某某 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5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 王某某、张某某 保留意见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网

4.1.2 审计计划阶段

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情况后，在该阶段，要明确不同阶段的工作时间安排，

包括开展业务的具体时间、提交审计报告的时间期限、与管理层治理层沟通的计

划日期等。事务所需要编制合理的总体审计目标和具体审计计划，明确哪些事项

应重点关注，并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确保审计结果的准确性、真实性。

1.审计计划编制不合理

审计计划是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工作的主要依据。对于业务执行时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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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重点领域、审计人员配备等，已在总体计划工作中做好安排。但是，X会计师

事务所不论是在编制总体审计计划还是具体审计计划时，都有所欠缺。比如：在

制定总体审计计划时，未重点关注被审计单位风险点，未明确重点审计领域；在

制定具体审计计划时，未考虑到审计人员配备问题，针对不同行业，应配备经验

丰富、对行业了解深的审计人员，方便审计工作的执行。但 X会计师事务所由于

审计人员紧缺，任用经验不足的人员进行具体审计计划的编制，遗漏在所难免。

不仅如此，对于总体审计计划，由于已存在一套流程，因此编制计划人员更趋于

程序化操作，很难保证严谨性；对于具体审计计划，在编制完成后，更改随意，

不遵循计划进行、临场发挥现象严重，有的甚至重新编写新的计划。就比如：在

对 DY 公司审计计划的编制中，经过前期调查，已经发现与该公司存在异常关联

的 W公司，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未制定进一步调查计划，且从被审计单位管

理层获取的关于公司行动人是否存在对外投资的承诺书，并未核查真实性、准确

性，将其作为较为充分的审计证据进行记录，在编制审计计划时未对其进行重点

关注。

2.人员委派较随意

国内事务所普遍现象是大所业务量很大，人手一直短缺，常年招聘审计人员，

虽然每个所都制定了不同的招聘流程，但是具体执行还是浮于表面、不规范。招

聘的审计人员专业知识技能差、价格低廉、职业道德更是有待考究。在这种情况

下，也造成了一定的审计风险。

在 LS 公司审计阶段，如表 4.2所示，X会计师事务所委派的两名签字注册会

计师，从事审计工作时间较长、业务熟练度相对较高，但是经中注协行业管理信

息系统查询，发现两人学历较低，其中一个虽为大学本科，但是没有获取学位证

书。这说明两人的专业知识或者职业素养教育有所欠缺，且所内并无具体职务，

缺失风险管理意识。其中一名签字会计师，早在 2021 年 12 月就被中注协通过行

业训诫处罚，已经存在不良执业记录，因此人员委派不合理，构成了一定的审计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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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审计 LS 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情况

签字注册

会计师

取得注册

会计师证

书年度

是否是党

员
所内职务 学历 学位 处罚情况

1 号 1997 年 是 合伙人 大专 无

2021 年 12

月：行业训

诫；2022

年 4 月：警

告、罚款。

2 号 2005 年 否 无 本科 无

2022 年 4

月：警告、

罚款。

数据来源：中注协官网

4.1.3 审计执行阶段

在这一阶段，需要注册会计师严格执行审计程序，例如询问、检查、函证等，

以此确保审计结果的真实准确。对于审计证据获取不足的，需要进一步加大审计

范围、实施替代程序等，从而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于无法获取充分审计

证据的，要在审计工作底稿中标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1.必要的审计程序未执行

在 DY 公司审计的过程中，一些必要的审计程序未执行。一方面，函证程序

没有按规定执行。根据规定，注册会计师实施函证程序时，要对询证函的填写、

邮寄、收回等进行全面控制。要考虑回函的可靠性，回函不符应进一步判断是否

存在错报。遇到不回函的要实施替代程序。X会计师事务所对 DY 公司的三包索

赔费用客户函证时，一些客户回函盖章不符，一些客户存在回函差异，在未收到

另一些客户的回函时，没有实施相应的替代程序等情况出现，X会计师事务所并

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关联方核查程序没有得到执行。关联方交易存在

特殊风险，被审计单位隐瞒关联方关系和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更应该高度关注。

但在该案例中，X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发现其关联方异常情况，比如：发现一公司

与本公司的装箱单的签字人、联系方式和地址完全相同。却未进一步实施必要的

审计程序进行核查，导致审计人员未能及时发现 DY 公司隐瞒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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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LS 公司审计的过程中，在进行 IT 审计测试时，注册会计师对其广告业

务系统进行访谈了解。由于广告业务需要人为控制，特要求获取客户提供证明广

告投放的相关数据，但未获得相应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该进行穿行测试，

依据穿行测试结果，得出审计结论。但是，审计工作底稿中并未记录穿行测试程

序，却表明未发现审计异常。

2.已获取的审计证据不适当充分

注册会计师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才能使得审计结论真实可靠。但是由

于以下几个原因，可能会使审计证据难以充分适当。第一，被审计单位不配合，

从而获取的数据资料较少；第二，事务所为了节约成本，简化了一些审计程序；

第三，事务所本身并不重视某项证据的获取等。

销售收入是审计的重点内容，而函证是实施审计程序的重要手段，两者对于

审计结论有重大影响。在 DY 公司审计案例中，获取审计证据不充分适当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销售收入抽凭范围异常，难以得到准确的审计结论；第二，

函证回函异常，回函结果的有效性难以保证。具体情况如表 4.3所示：

表 4.3 销售收入抽凭范围

销售收入

抽凭范围

原始凭证 记账凭证

提货单 装箱单 装运单 发票 时间 内容 金额

两类凭

证的一

致性

事务所抽

查项目
√ √

资料来源：中注协官网

由表 4.4可知，审计人员仅对 6月份部分天数的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抽查，范围仅

涉及是否制作装箱单、是否提供发票，抽凭范围不足，难以获得真实准确的销售

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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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函证程序

函证客户 A公司 B、C 公司 D公司

函证问题 回函盖章不符 回函存在差异事项 未收到回函

资料来源：中注协官网

如表所示，A、B、C、D公司皆是 DY 公司的三包索赔费用客户，其函证程序皆存

在问题，对此，DY 公司并未给出合理解释。X会计师事务所却未对回函异常进行

进一步核查，也没有实施相应的审计替代程序，而是放任不理，致使函证审计程

序失效。审计证据获取数量少，难以得出审计结论。

在 LS 公司审计案例中，针对广告业务，已经发现其可能存在舞弊风险。如

表 4.5所示，2015 年广告业务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 20.23%，比 2014 年的广告业

务收入增长了 67.53%，增长速度过快，广告业务收入项目存在重大错报风险。X

会计师事务所却未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仅通过现期与基期对比，对于波

动较大的产品予以关注；通过收入金额与合同金额对比，查询金额是否一致。违

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准则第 1301 号—审计证据》的第十条规定，获取的审计

证据不充分适当。

表 4.5 广告业收入占比情况

项目
广告业务收

入（万元）

营业收入（万

元）

广告业务收

入占营业收

入比重

广告业务

收入同比

增速

营业收入同

比增速

2014 年 157,206.18 681,893.86 23.05% 87.38% 188.79%

2015 年 263,367.78 1,301,672.51 20.23% 67.53% 90.89%

数据来源：中国证监会官网

4.1.4 审计报告阶段

这个阶段也是审计的最后一个阶段，需要项目组归集审计工作底稿，编制审

计报告，并将两者依次交由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以及合伙人分别审核签字，在

完成复核后，对存在差错项及时更正，在保证审计意见真实、准确的前提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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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报告。并将相应的审计证据、工作底稿归档管理。

1.业务复核机制流于形式

三级复核制度是审计工作必要的程序，通过三级复核制度可以有效保障审计

质量。但我国事务所普遍存在审计人手不够、审计人员对某些行业了解不足等现

象、为节约时间，审计人员常常凭经验进行复核，从而影响到审计质量，出现了

众多审计失败的案例。

X事务所对 DY 公司的审计复核，签字注册会计师复核不全面，通过抽样复

核的方式对重要部分予以关注，而三包索赔费用、关联方交易问题、变动异常的

贴现费用则被忽视。并且，一些职位较高的经理人利益至上，为维护客户，迎合

客户需求，忽略重点问题，使得审计复核流于形式，未产生实际作用。

X事务所对 LS 公司审计的复核，签字前也并未落实审核。在有些审计项目

执行中，三级复核仅仅做了，但三级层次没有遵守。本该由项目负责人执行组内

一级复核，却交由组内其他成员负责。这是由于项目负责人承担的项目过多，很

多在同时进行，为节省时间、迅速结项，就交由他人复核。本该由项目经理执行

的二级复核，则成为了项目负责人的任务，本该由合伙人负责的三级复核，落在

了项目经理身上。由于复核人员与复核程序的错位，复核的相关人员可能存在能

力不足而无法查明风险，三级复核制度无法真实发挥作用。

2.监控程序执行力不足

循环监控在新颁布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第 5101 号准则》中被特别强

调。通过对审计项目进行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从而促使审计质量管理制度高

效运行。准则还要求在循环监控过程中，要及时发现管理制度缺陷，及时修正。

要具有环境适应性，定期追踪反馈。但是，X会计师事务所书面监控记录中没有

反馈监控效果，是否有效循环监控值得质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函证。函

证程序是获取审计证据的重要手段，为保证函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函证程序

实施全过程监控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同城函证，必须有第三方审计人员在场，全

程盯函。但是 X事务所对函证全过程的记录缺失，并且经过证监会调查，函证程

序存在不合规现象。具体情况如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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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处罚决定书

时间 处罚机构 处罚原因 处罚决定

2015 年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协会

在 XH 公司审计工作

中虚假函证
处分、罚款

2017 年 广东证监局
虚假确认 CH 销售收

入
处分、罚款

2018 年 中国证监会

审计 DY 公司时，未充

分追查函证回函差

异，替代程序不充分，

函证失败

处分、罚款

2022 年 中国证监会
审计 LS 公司时，未执

行函证替代程序
处分罚款

数据来源：中国证监会

4.2 X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质量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4.2.1 业务承接阶段

业务承接竞争激烈。在审计行业中，近几年，X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承

接数量年均排在国内前八名，但随着近些年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快速增长，行业竞

争越来越激烈，上市公司也在逐年递增。为维持事务所利润，多采用“薄利多销”

的方式经营。一方面，为保持业务比例，树立行业形象，X会计师事务所招聘流

程简化、招聘更多的实习人员参与审计项目，经验不足、行业不了解等多重因素

造成审计风险；缩短审计时间方便承接更多的审计项目，致使审计人员要在短期

内完成多个审计项目，从而利用简化审计程序来达到快速审计的效果。另一方面，

通过大量招聘实习人员、缩减审计程序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从而获得更多的

经济效益。如表 4.7、图 4.1所示，2013 年—2018 年，X会计师事务所承接的业

务量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2014 年业务量占比最低为 5.77%，2020 年业务量占

比最高达到 8.05%，但反观单位平均业务收入，呈小幅波动下降趋势，2014 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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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均业务收入大于 2020 年。恰好符合“薄利多销”的特点。X 会计师事务所

也通过这个经营模式，在竞争激烈的审计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努力维护客户，

听取客户要求，减少审计收费，降低审计质量，一步步增加了审计风险。

表 4.7 2013 年—2021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年收入情况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上市公司数量

（家）
1377 2667 2842 3136 2298 3604 3810 4299 4805

X 事务所承接

业务数量（家）
96 154 173 189 152 227 298 346 358

X 事务所业务

收入金额（万

元）

104,1

03.00

117,5

17.18

128,2

88.93

156,0

75.17

134,8

31.36

153,2

39.00

204,1

12.95

237,4

51.8

5

279,5

74.70

数据来源：中注协官网

图 4.1 2013 年-2021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业务占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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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13 年-2021 年 X 会计师事务所单位平均收入

4.2.2 审计计划阶段

审计计划制定不科学。审计计划需要依据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通过对审计

时间、审计人员、审计重点领域以及资源的分配，达到高效、低成本、高质量的

目标。但基于业务承接和保持阶段审前调查的不充分，X事务所在制定审计计划

时，对于资源分配、人员安排都仅按照一贯风格进行安排，并且准则规定审计计

划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可以适时调整。这也使得 X事务所并不重视审计计划的

制定，经验和主观臆断导致原定的计划在实际审计时并不适用，但在审计时间的

限制下，很多必要的审计程序来不及执行，只能修改审计计划，而修改与再执行

过程中消耗了审计时间，导致有些审计程序的实施草草结束，不满足所获取的审

计证据充分适当的要求，从而影响事务所审计质量。

4.2.3 审计执行阶段

对审计准则的理解偏差。注册会计师开展审计业务已具体的审计准则为指导，

比如：审计证据获取，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审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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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获取审计证据的数量、内容和质量都做了相关规定，要求审计证据要充

分适当。在对 DY 公司进行审计时，X事务所未按照主营业务收入的抽凭范围进

行核查，仅就其中两项内容查验，且已发现违反常规的海运周期，却未对销售收

入严格核查。相关规定表示，审计证据的数量与错报风险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错

报风险越大，则越需要获取足够多的审计证据。而 X会计师事务所并未获取充分

的审计证据，却仍然以累计错报低，未达到重要性水平为理由，推脱责任。证监

会不予采纳其意见，并指出，注册会计师的责任在于能否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

工作，而不是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提供绝对保证。诸如此类的

情况很多，在此也不一一列举。这也说明，X事务所可能对审计准则的评判标准

存在认识偏差，也有可能是刻意辩解，这都不会是审计程序实施不到位的理由，

也不会影响证监会的判断。

4.2.4 审计报告阶段

审计师缺乏敬业精神。审计师作为审计过程的执行者，是保证审计报告准确

性的关键一环。只有认真按照准则办事、核实审计证据、复核审计底稿，才能确

保审计结论真实可信，才算是真正完成了执业过程。X会计师事务所虽然制定了

三级复核制度，但是在操作方面流于形式，各级复核人松散的工作态度，导致未

经复核随意签字、代签等现象频发。且 X事务所的人员考评制度，主要以员工出

勤、业绩、获得相关资格证书为标准，其中业绩为最重要标准，即按照完成项目

数量和收费多少进行评级。而缺少对审计质量的考核，且审计失败的惩罚远低于

审计过程的获利，使得审计人员更注重效率、不顾审计质量。因此，就出现了急

于结项，复核质量差的问题。

4.2.5 其他方面

1.审计队伍水平有待提高

人才是一个企业的核心要素，企业想要不断发展成长，必须依靠人才。会计

师事务所也是一样，需要持续建设审计队伍。据统计，截止 2022 年 10 月，X会

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有 5133 人，注册会计师人数有 1469 人，合伙人股东有 256

人，我们以总所为例，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比较，如下表所示，得出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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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第一，人员专业胜任能力不足。

从注册会计师（CPA）数量占从业人员的比例来看，X事务所毫不逊色，比

例靠前，说明事务所人才选择比较注重是否取得注册会计师专业资格证书。但在

注册会计师年龄结构方面，与四大相比有所差异。四大注册会计师人员趋向年轻

化，四十岁及以下的人员都基本达到 80%及以上，而 X事务所却不到 50%。像德

勤和毕马威事务所，没有大于六十岁的注册会计师。由于审计行业的特殊性，工

作强度大、学习要求高、对信息技术掌握等，人员年轻化有利于审计工作的开展。

在注册会计师学历结构方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接近

100%，大专学历的注册会计师仅有 1—3人，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学习更多的专

业知识，使得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性更强。且很多大学开设了职业道德教育相关课

程，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X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大专及以下

的学历人数较多，而大专相对会缺失专业、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这些问题也

造成了人员专业水平的差异。

表 4.8 X 总所与四大人才结构比较

从业人

数（人）

CPA 人数

（人）

CPA 占从

业人数

比例

总所 CPA 年龄结构人数

（人）

总所 CPA 学历结构人数

（人）

总所人

数（人）

总所人

数（人）

总所 CPA

占从业

人员比

例

小于

等于

40 岁

小于等

于 60 岁

且大于

40 岁

大

于

60

岁

大专及

以下人

数

本科

人数

研究生

人数

X 事

务所
1411 328 23.25% 151 165 12 69 202 57

普华

永道
3141 581 18.50% 513 67 1 2 359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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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1498 372 24.83% 311 61 0 3 239 128

毕马

威
1387 326 23.50% 261 65 0 1 155 170

安永 2086 425 20.37% 352 71 2 2 227 194

数据来源：中注协官网

第二，人员培训机制不全。

从前文看，事务所制定了一系列人员培训制度，但在培训过程中，浮于表面，

有关质量文化和职业道德相关的培训并未作为重点，不利于审计质量管理建设。

由上表可知，X事务所在招聘人员方面，没有将学历做为硬性要求，更重视财务

相关专业资格证，以及重点强调要适应高强度工作，造成了缺乏复合型人才且事

务所人员平均学历偏低的结果。在聘用后，由于项目过多急需人手，将刚聘用人

员分配在各个审计项目中，缺失培训入职这一流程，使得其实践能力不足，甚至

有的新职员还要独立承担编制工作底稿的工作，加之 X事务所的业务范围比较广

泛，包含金融、建筑、农林、教育等多个行业，底稿的编制更多是搬运数据，无

法发现其中的风险点，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差、职业素养有待提高、知识储备

不足等问题凸显，增加了审计风险，影响了审计质量。在后续培训方面，对一些

新型引入的审计系统，培训员工使用软件不到位，由于一些员工的年龄偏大，计

算机系统的学习能力相对弱，无法充分利用软件，加上固有审计思维的限制，审

计效率受到影响。

2.审计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

截止 2021 年，X会计师事务所有 27 家分所，超过众多事务所分所数量，排

名靠前。由于群里庞大，各分所是否按照总所要求进行业务承接、执行以及复核

难以核实，总所管理负担重，审计质量管理难度大。审计质量体系要涉及总分所

的方方面面，因此，难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或存在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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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总所对分所的管理缺失。

X会计师事务所拥有 5133 名职员，分布在全国各分所，既要对总所人员管

理，又要管理分所人员，因此，建设更完备的审计质量管理制度，让每位职员严

格遵守审计质量管理要求，并意识到审计质量的重要性，将保证审计质量奉为审

计行为标准十分必要。然而，X会计师事务所每一分所实行的考核、奖惩标准都

不一样，聘用人员也是由各分所自行开展测试，总所缺乏对各分所人力资源的统

一管理方案，不利于审计质量的维护。

第二，审计质量管理体系未能与时俱进。

2020 年 11 月，财政部对审计质量管理准则做出了新的规定，发布了《会计

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010 号——业务质量管理》，为我国审计质量管理制

度建设打下了基础。新版的准则与旧版的准则对比，存在以下变化：

表 4.9 新旧准则变化对比

修订后的业务质量管理准则 修订前的业务质量控制准则

风险评估程序 ——

治理层和领导层 对业务质量承担的领导责任

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职业道德规范

资源 人力资源

信息与沟通 ——

监控及整改程序 监控

业务执行 业务执行

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 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

新增两项全面质量管理要素包括：事务所风险评估程序、信息与沟通。强调

实行风险导向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X事务所还未根据现行制度规章进行及时修

订。准则强调事务所可以自行调整不适合自身特点的质量管理内容，但不可超过

准则的许可范围，给予了事务所自主修改的空间。并特别强调质量复核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 X事务所所欠缺的内容，还未得到重视。

3.外部监管不利

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是行业自律监管，没有强制力，

每年的抽查处罚措施仅包括公开批评、通报、警告等，对事务所的威慑力不强，

监管效力弱；第二是政府监管，具有强制力，但是由于市场发展迅速，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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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数量、上市公司逐年递增，想要全面检查，难度很大。因此，财政部和证监

会等部门每年抽取部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检查，监管范围不全面，监管力度不足，

致使很多为存在问题的事务所，不被发现或者时隔很久才会被发现，但其出具的

审计报告已经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比如：X会计师事务所在对 LS

公司的审计报告出具年份为 2015 年、2016 年，但是被审查发现虚假记载的时间

在 2022 年 4 月份，从出现问题到被发现处罚，存在滞后时间，这也使得被审计

单位有了操纵的时间和机会，或弥补以前的虚假记载或转移资产，从而在被发现

后也不至于“损失掺重”。X会计师事务所也获得了审计收入，营造了良好的形

象，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即使后来被查出，证监会也仅仅采用罚款方式进行处

罚。不会对事务所后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处罚力度不足。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38

5 X 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审计质量管理优化建议

5.1 加强业务承接阶段管理

5.1.1 重视审计人员素质教育，强化风险导向审计理念

首先，审计人员素质教育的提升对于事务所的后续发展很有必要。由上文可

知，X会计师事务招聘的审计人员质量较差，职业素养教育不足，在后续参与审

计过程中表现不佳。因此，新员工入职后，应当积极参与企业素质教育及专业技

能培训。事务所可以区别应届生和参加过工作拥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在参加过工

作的人中，再细分为参加企业财务工作和参加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有针对性

的安排业务培训和职业素养培训，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防止资源闲置，提

高利用率，提高培训效果。对于新颁布或者新调整的会计、审计准则，采用研讨

会或者培训形式组织审计人员及时学习。针对难以理解的政策，可以请专家帮助

解读，讲授实务案例，帮助审计人员理解，使其在后续工作中更好的运用。另外，

可以每年设定一些有关于职业道德的网络课时，通过后台记录并反馈员工的听课

情况。

其次，在承接业务时，要充分考虑事务所的胜任能力，包括：审计组成员人

数、审计人员的专业性以及时间安排与其他项目是否冲突等信息。其中，专业能

力指审计准则的把握程度、对被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的了解程度，是否需要外聘

专业人士做相应测试程序，事务所是否具备业务执行所需的资源等，专业素质是

指能否有效遵守职业道德准则、事务所及项目组人员是否能够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等，通过这些来判断事务所是否承接此项业务，在项目开始前就将审计风险降低，

以保证审计质量。

最后，树立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对于事务所承接或保持业务十分重要。这里所

述的强化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包括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等高级领导，也包括组

内审计人员，只有提倡全员风险导向意识，才能真正体现审计人员的职业谨慎，

以确保后续审计有重点，从而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以风险导向为基础，通过建

立风险敏感性，深入了解风险，评估风险，建立应对风险的各项保障机制。对于

初次承接业务，风险评估程序要更全面、涉及范围更广，包括客户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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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的理解和运用是否到位，管理层是否配合、是否诚信等；对于连续审计

业务，虽不需要像初次审计一样复杂，但是仍需进行风险评估，比如经营范围、

经营环境是否变化等，要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

5.1.2 做好承接业务前的调查工作

第一，要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通过了解前任事务所主动解聘的具体

原因，检测是否与被审计单位所诉一致。如果一致，则一定程度也能证明管理层

的诚信度。如果不一致，则要重点考虑两者是否有重大意见分歧，被审计单位是

否有购买审计意见的目的等。即使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可能获得的资源不会共享，

但可以从其积极或消极情绪、语言等方面，也能发现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因此，

X事务所项目组成员应当积极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事务所可以将其设定为审

前调查的必要程序，并设置一些强制条款来规范该程序的实施。对于一些风险较

高的客户，应当设计专门的审计程序予以调查。就像 X事务所审计 LS 公司的案

例，LS 公司正处于上市阶段，主要经营业务范围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且前任事

务所也符合审计上市公司的要求，却更换了会计师事务所，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

注意，由此，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十分重要。当企业处在不同阶段时，可能存

在风险性。还有其他情况，比如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多次被证监会处罚的

公司等，在承接其业务时都应特别注意，可以通过与管理层沟通对处罚事项是否

作出整改，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形成书面记录。

第二，合理运用事务所建立的客户信息数据库，虽然事务所按照新老客户进

行了分类，但是对于常年审计的老客户却过于放松，很少定期更新信息，通过“信

任”进行审计。这也是使得其审计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待老客户，要及时

更新相关信息，使掌握的信息有充分的时效性；对待新客户，不能仅考量审计收

费或者客户群关系，还要更重视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行业情况，将其记录在客

户信息数据库中，以备后续审计使用。还应该加上一类目标客户，收集有业务合

作意愿的客户信息，将其作为事务所拓展业务的对象，为承接此类业务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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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规范审计计划阶段管理

5.2.1 合理编制审计计划，重点关注高风险项目

编制合理的审计计划能够有效提高审计效率并保证审计质量。编制的审计计

划包括：项目审计时间、人员安排、重点关注的风险项目等。

首先，X会计师事务所接收业务后，通过对客户所处行业以及经营范围等的

了解，匹配相应的审计工作者，组建审计项目组。制定具体计划时，要深入了解

客户的经营管理的具体情况，评估审计风险、确定审计范围及审计重点，使计划

更具针对性。同时，要积极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审计需求，尽力完成审计任务。

其次，要十分重视重要性水平的确定。重要性水平的确定直接影响审计的工

作量。重要性水平越低，可容忍错误差越小，抽样规模就越大，需要获取的审计

证据就越多。X会计师事务所在前期制定重要性水平时，没有很好贯彻执行，造

成审计证据不足。因此，要根据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交流、对被审计单位的询

问与观察等前期调查，严格制定合理的重要性水平，重点关注高风险项目及证据。

最后，审计组成员要分工明确，及时共享信息，互通有无，高效配合，从而

使得审计项目更具有针对性，减少无效或返工的工作，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

成本。

5.2.2 提高人员委派计划性，合理配置审计人员

首先，针对不同的审计项目，X事务所在委派人员时，要有计划性，根据不

同的行业、不同的需求以及重点应对的风险项目等，匹配擅长且经验丰富的项目

负责人，带领组内专业知识相对丰富审计人员共同执行审计任务，只有这样才能

达到较好的审计效果。为做到“知人善任”，可以深入了解审计人员的学历水平、

专业特长、资格证书获取情况等，比如通过进行填写问卷、与其谈心谈话、考试

摸底等。如果需要审计的项目涉及全新领域、新行业，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与审

计项目，以此确保审计质量。

其次，注册会计师长期审计同一位客户，容易对其独立性造成影响，也为事

务所带来审计风险。因此，通过严格这行审计人员定期轮换制度，来避免此风险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41

发生。定期轮换制度要求：项目合伙人、质量复核人和其他关键审计合伙人连续

负责统一审计业务不超过五年。处于冷静期的审计人员，不可担任项目组成员并

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不得与企业高层频繁走动、不对审计结果产生影响。如果存

在以上禁止情况，则应立即采取防范措施。

最后，要给予新成员接触不同项目的机会，刚入职的新成员的学习动力强，

年纪普遍偏低，学习能力强。在不同项目负责人的带领下，让其学习到不同类型

审计的审计方案、程序实施等。调动新员工工作积极性，培养企业文化认同感，

让其更高效的投入工作、更快的接受实操，作为事务所未来的新生力量，从而更

好地为事务所服务。

5.3 优化审计执行阶段管理

5.3.1 强化审计质量管理意识，严格实施审计程序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重视提高审计人员的审计质量管理意识，将审计质量作

为衡量审计工作水平高低的标准。从管理层到事务所员工，让任何层级的审计人

员都意识到审计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并在审计工作中按照统一标准执行。重点改

变管理层的经营理念，业绩固然重要，但为了事务所的长远发展，应在不降低审

计质量的前提下，获得经济利润。也只有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才能获得长远

收益。

在审计的各个环节中，都要做好质量管理。在业务承接阶段，就要时刻保持

风险意识，认真衡量审计业务是否可以承接；在审计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审计

程序，不能为了降低审计成本而减少必要的审计程序，出现的审计失误要及时纠

正；项目负责人对审计人员的跟踪管理过程中，要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的出

现，未对审计质量造成实质伤害的行为，项目负责人可进行劝诫、引导，使审计

人员改正，对审计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项目负责人要及时上报管理层处理，

不可包庇或者伙同。

在绩效考评方面，事务所可以加强审计质量这一项，设立奖惩机制。一方面，

建立激励保障机制，通过物质激励使审计人员主动提高审计质量管理意识，在审

计工作中能时刻保持审计质量第一理念。另一方面，建立问责机制，对违反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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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相关规定的人员或行为，予以问责到人，降低因为利益等外界因素对审计质

量的影响。两种机制共同作用，能有效提高审计业务的质量。

5.3.2 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程序时，应当保持职业谨慎，严格实施内部控制测试，

测试结果不好，则说明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风险点，需要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

获得更多的审计证据。

一方面，控制测试的完整性要做好保证。控制测试的执行过程需 X事务所项

目负责人监督指导，保证必要的的审计程序能得到有效执行。如果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审计人员操作不符合规定，应及时督促改正，如果行为严重，则应进行处罚

并使其退出审计项目组。同时，项目负责人要多与工作组成员沟通，及时了解审

计进展情况，安排进度，复核实质性程序结果。

另一方面，函证程序是事务所在执行审计程序时的必要手段。原因在于，函

证是一种外部证据，来源于第三方，可靠性强。但与此同时，函证过程很难保证。

目前函证程序运用最多的依旧是纸质函证，需经由会计师事务所填写并发出、被

审计单位盖章、被问询单位接收并回复，这其中还有快递人员的参与，无法保证

函证程序不被人为破坏。且由于被审计单位的经济业务复杂、规模逐步扩大，函

证程序执行频繁，独立性受到影响。为此，建议 X会计师事务所可利用互联网平

台，定期检测平台安全，保证函证业务的独立性，提高函证效率，从而增加对函

证的信任度，促进审计质量的有效提升。

5.4 完善审计报告阶段管理

5.4.1 明确各个层级的审计质量责任，落实复核制度

近些年，由于市场细分、行业发展，被审计单位的行业特征、财务状况都十

分复杂，审计失败的案例也层出不穷。从证监会处罚公告看，众多类型不同的案

例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责任不明确、复核不到位。因此，在审计工作中，要明

确各个层级审计人员的责任，确保审计质量的严格落实。

在审计人员职责方面，事务所需要划分清楚各审计人员职责，各自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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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仔细的完成自身的任务，避免权责不清带来互相推诿、审计效率低等问题。

减少审计组成员对最后签字注册会计师复核的依赖。真正达到审计人员的工作责

任贯穿于审计工作过程的始终，直至审计工作结束。同时，专人要负责审计质量

管理体系更新与完善，使其紧跟政策变化，突出重点，从而努力取得好的审计结

果。

在实施复核制度时，要改变质量复核趋于形式化的现状，真正把质量复核落

到实处。首先，要保证复核人员公正客观，具有独立性，不会受到被审计单位的

利益诱惑或者受到相关人员的蒙蔽。只有复核人员做到不偏不倚，复核结果才能

更准确、真实；其次，要严格遵循复核的相关规章制度，比如：严格遵守复核的

时间，复核的流程真正做到三级复核，甚至五级复核，对应的层级要符合要求。

对于审计工作中存在的错漏，及时纠正。最后，由于审计业务众多，涉及的领域

也方方面面，依据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复核模式，调整工作重心，从而更好地执

行审计工作，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

5.4.2 完善监督管理

在监督管理方面，一方面，要通过设立监督岗位，匹配有才能、公正独立的

人担任，对审计过程进行全面监督；另一方面，要对已完成的审计工作，后续进

行抽检。

X事务所在安排审计监控人员进行监督审计，不能是随便抽取或者各个业务

部选取代表组成。监控人员必须业务能力过硬同时有较强的沟通能力，首先，要

业务能力过硬，审计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能够及时以恰当的方式应对；其次，

要善于传递信息，对于需要被审计单位整改的方面，可以表达清晰整改的原因及

修改的具体建议。最后，X事务所每年都应对当年的审计业务工作底稿进行抽样

检查，以确保审计人员能够按照审计准则的开展审计工作。对审计质量进行抽样

检测时，要重点关注审计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审计程序执行的适当性、审计人员

的独立性有没有受到影响等，对于检查发现的违规行为要严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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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健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5.5.1 灵活制定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针对总分所，虽然已经制定统一的审计质量管理体系，但由于各个分所所处

地区、环境、资源等不同，有的条款难以实行。由此，可以以统一审计管理体制

为标准，灵活运用于各分所。

对于其中未约定条款可以使分所自行决定；对于执行过程中不适应分所环境

的，积极向总所提出，总所应重视并考虑整改。这样既有利于 X事务所进行统一

的审计质量管理，又便于对比各分所管理的好坏。总所对于未设定的空白区域，

要有专人管理补充，总所要对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实施严格把控。

事务所结合被审计单位的行业属性、发展阶段等特点，有针对性地分别制定

审计工作所必须的流程，各分所统一遵守并严格执行，总所可以随机抽查，严厉

打击不按照规定管理审计质量的分所，从而更好地预防审计风险。

5.5.2 及时更新审计质量管理制度

审计市场变化快速，我国的相关审计政策准则也在不断变化。为此，事务所

应时刻关注。例如：依据新修订的审计质量管理准则，结合事务所的经营状况、

业务性质，及时发现的漏洞，制定新方案，完善审计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一方面，事务所应实行专人专职，对于审计质量管理体系，要设立相应的管

理职位，由专人负责。此外，管理人员要时刻关注政策变化。比如：新准则规定，

将事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纳入质量管理体系中。而事务所也应该作出相应改变，

设计恰当的风险评估程序，把它放入质量管理体系中，系统性运行，应对风险，

以实现审计质量目标。

另一方面，提高运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通过大数据将事务所资源共享，使

其在审计质量管理中得到运用，实现质量管理目标。并且，会计师事务所要建立

沟通渠道，对生成获取的相关信息，及时与内外部各方共享。对于已经发现的与

质量管理相关的问题，建立整改程序，全面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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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加强外部监管

5.6.1 行业自律

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管理》等几项

准则颁布后，会计师事务所需自行建立或完善适合本单位的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试运行一年，然后作出系统性评价。由于新准则

的颁布，很多事务所在解读和运用方面，需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进行指导，帮

助其建立与新准则相适应的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另一方面，中注协对于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的修订，仍要持续进行。对于严

重违反准则规定的从业者，要予以警告、处罚，甚至禁止其从事该行业，以此净

化审计环境。为了减少此类现象发生，中注协应从源头治理，加强宣传教育，引

导从业者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积极倡导会计师事务所重视职业道德建设，不要

紧盯业绩、证书，把职业道德也作为一种考核标准，对于职业道德差但工作业绩

高的员工，要客观评价，指出问题，引导改正。对于职业道德素质高的员工，要

给予正向激励，形成示范效应，激励事务所所有员工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

中注协也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加强继续教育工作，使从业者系统学习，并更好

的运用于工作中。

5.6.2 政府监管

首先，为加强对审计市场的管理，在立法层面，我国不断建立健全与审计有

关的法律法规，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执行力度方面，财政部严格执行对执业质量

的检查，强化措施，加强监督管理，对于严重违反审计准则的事务所及个人加大

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做好警示教育。对于各地财政厅而言，检查力度要加

大，实地检查力度要加强，增加检查频次并提高检查的不可预见性，检查方式和

手段要多样化。例如在抽样时可以采用随机抽样或者分层抽样等方法。对于证监

会等组织而言，要约束其成员行为，加强教育引导。

其次，可以发现，我国政府监督主体多样，表面上可以从实现全方位监管，

使违反审计规定的行为无处遁形，但实际上，各监管主体之间权责不明，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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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不能及时约束或修正违规行为，使其有可乘之机，甚至造成更大的祸

端。待到承担相应责任时，又互相推诿扯皮，不加改正。对此，明确权责是监管

主体实施监管行为的首要要求，只有各部门之间权责清晰，监督范围明确，监管

才能有效执行。并且，要建立问责机制，减少不作为、胡作为的行为。另外，拓

宽违法信息的获取渠道，建立线上线下举报渠道，鼓励知情者对于违法行为及时

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匿名方式，维护举报者的人身信息安全。

最后，一些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的审计费用，以达到增加客

户的目的。为避免此类恶性竞争，对于不同业务，政府可以分别出具指导价以及

最低限价标准，制定详细收费细则，限制会计师事务所随意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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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涉及的服务范围十分广泛，但其中做主要的业务就是审计

业务，保证良好的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的长远发展。因此，

为扩大事务所在审计市场中的影响力，拥有更多的审计项目，事务所必须重视审

计质量的管理，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从我国整个审计市场来看，影响

审计质量的因素众多。例如：审计质量管理体系设计与运行是否恰当、审计程序

执行是否充分适当、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是否受到干扰等，只有有效解

决这些问题，净化我国审计市场环境，才能使事务所健康发展。为此，引入监管

十分重要。包括外部监管机构要监督市场环境，事务所内部要不断监督自身行为，

建立健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并贯彻实施，从而达到优化审计质量的目标。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 X会计师事务所为例，介绍其审计执业过程中审

计质量管理的现状，截取近几年 X会计师事务所被公开处罚的审计项目，从业务

承接阶段、审计计划阶段、审计实施阶段、审计报告阶段与其他方面分析审计质

量管理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原因，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量管理存在的问题涉及审计业务的四大阶段，包

括：业务承接调查不充分；审计计划编制不合理；审计实施程序不到位；审计报

告复核制度未落实等；其次，导致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管理出现问题的原因

有:审计市场竞争激烈、审计队伍水平差、审计计划制定不受重视、审计准则理

解偏差、审计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以及外部监管失力等；再次，通过对上述问题、

原因的分析，对提升 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管理水平提出针对性措施，主要包括:

重视审计人员素质教育，强化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做好承接业务前的调查工作；

合理编制审计计划，重点关注高风险项目；提高人员委派计划性，合理配置审计

人员；强化审计质量管理意识，严格实施审计程序；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明确各个层级的审计质量责任，落实复核制度；健全审计

质量管理体系以及通过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最后，X会计师事务所针对审计质

量管理的问题，普遍存在于众多会计师事务所中，本文希望通过对该事务所的分

析，可以以小见大，使各方重视审计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并不断优化，提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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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质量，净化审计市场环境。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6.2.1 研究不足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本文研究采用的数据及资料主要来源于 X会计

师事务所官网、中注协网站、证监会网站以及新浪财经网站等，获取的数据可能

没有内部数据那么详实，导致文章不够深入；二是对审计实务了解有限，多通过

询问参加工作的朋友，因此对问题的理解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6.2.2 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案例具有典型性，是通过大部分公开资料而得出的，但受限于单

个案例，研究有限。X会计师事务所在不断受到证监会警示、监管谈话以及处罚

后是否会进行审计质量管理制度和程序的改善，加强对人员招聘以及审计工作的

要求，本人将继续保持关注，希望以后有机会弥补数据资料方面的不足，继续深

入探讨。希望本文提出的建议能够为事务所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能够为相关准则

的完善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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