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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Ｃ　 【解析】 注册会计师通过为投资者提供相关、 可靠的信息， “在很大程度上
①”防止了

市场交易的欺诈行为， 增强了交易各方的信心。

２． Ｂ　 【解析】 鉴证业务包括审计、 审阅和其他鉴证业务， 财务报表审计业务提供合理保证

（选项 Ｂ）， 财务报表审阅业务提供有限保证（选项 Ｃ）。 内部审计服务（选项 Ｄ）和税务咨

询（选项 Ａ）均属于相关服务， 不提供任何保证程度。

３． Ｄ　 【解析】 审计的固有限制源于： ①财务报告的性质（选项 Ｃ）； ②审计程序的性质（选

项 Ａ）； ③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合理的成本完成审计的需要（选项 Ｂ）。

４． Ｃ　 【解析】 选项 Ａ， 审计证据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出审计结论和形成审计意见而使用

的所有信息， 包括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 选项 Ｂ， 审计证据包括构成财务报表基础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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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浪线标注的内容为解析中重点内容。



计记录所含有的信息和其他的信息。 选项 Ｄ， 审计证据很少是结论性的， 从性质看大多
是说服性的。

５． Ａ　 【解析】 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并不改变注册会计师制定审计目标、 实施风险评估
和了解内部控制的原则性要求， 审计准则和财务报表审计目标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６． Ｄ　 【解析】 选项 Ａ， 注册会计师在总体复核中运用分析程序的目的是确定财务报表整体

是否与其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一致； 选项 Ｂ， 在总体复核中运用分析程序是强制要求；

选项 Ｃ， 在总体复核阶段运用分析程序往往集中在财务报表层次。

７． Ｃ　 【解析】 选项 Ｃ， 实质性分析程序不适用审计抽样。

８． Ｃ　 【解析】 审计工作底稿是审计过程的记录， 询证函回函和审计报告日前实施的替代程

序的审计工作底稿均应当保存。

９． Ｃ　 【解析】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投资活动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关注被审计单位在经营策略和

方向上的重大变化， 选项 Ａ 错误； 良好的治理结构可以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和财务运作

以及财务报告实施有效的监督， 从而降低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 选项 Ｂ 错误；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筹资活动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评估被审计单位在融资方面的压力， 选

项 Ｄ 错误。

１０． Ｄ　 【解析】 如果已识别出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在期末或接
近期末实施实质性程序， 选项 Ａ 错误； 某些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认定的特殊性质（如

收入“截止”认定、 未决诉讼）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期末（或接近期末）实施实质性

程序， 但并不是所有针对账户余额的实质性程序都应当在接近资产负债表日实施， 选

项 Ｂ 错误； 注册会计师也可能不实施控制测试， 直接实施实质性程序， 选项 Ｃ 错误。

１１． Ｃ　 【解析】 如果管理层未能实施控制以恰当应对特别风险， 注册会计师应当认为内部

控制存在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并考虑其对风险评估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 注册

会计师应当就此类事项与治理层沟通。

１２． Ｃ　 【解析】 选项 Ａ， 审计证据可靠性受其来源和性质的影响， 并取决于获取审计证据

的具体环境， 不受审计证据的充分性的影响； 选项 Ｂ， 只有相关且可靠的审计证据才是

有质量的； 选项 Ｄ， 内部控制薄弱时内部生成的审计证据可能不可靠， 但不是一定不可

靠， 选项 Ｄ 描述太绝对。

１３． Ｃ　 【解析】 选项 Ａ， 注册会计师应当针对每一相关认定获取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无需对每一认定都获取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注册会计师识别出交易类别、 账户余

额和披露的某项认定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那么， 该项认定是“相关认定”。 选项 Ｂ， 对

特定的相关认定而言， 可能有多项控制用以应对评估的错报风险， 选项 Ｂ 表述过于绝

对。 选项 Ｄ， 在确定是否测试某项控制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该项控制单独或连同其

他控制， 是否足以应对评估的某项相关认定的错报风险， 而不论该项控制的分类和名
称如何。

１４． Ｂ　 【解析】 选项 Ｂ 属于舞弊风险因素中的“机会”因素； 选项 Ｃ 属于舞弊风险因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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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或借口”因素； 选项 Ａ、 Ｄ 属于舞弊风险因素中的“动机或压力”因素。

１５． Ｃ　 【解析】 在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过程中， 后任注册会计师负有主动沟通的义务。

１６． Ｃ　 【解析】 外部专家不是项目组成员， 不受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政策和程序的约束。

１７． Ｂ　 【解析】 选项 Ｂ， 如果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不符合与集团审计相关的独立性要求，

集团项目组应当就组成部分财务信息亲自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而不应要求组

成部分注册会计师对组成部分财务信息执行相关工作。

【总结】

集团项目组通过参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不能

消除的影响

集团项目组参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工

作可消除的影响

（１）不符合集团审计的独立性要求；

（２）对职业道德存在重大疑虑；

（３）对专业胜任能力存在重大疑虑；

（４）对参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不足以获取充

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存在重大疑虑

（１）对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并非重
大的疑虑（如认为其缺乏行业专门知识）；

（２）注册会计师未处于积极有效的监管环
境中

１８． Ａ　 【解析】 选项 Ａ， 对一些较为复杂、 审计风险较高的领域， 需要指派经验丰富的项

目组成员实施复核， “必要时”可以由项目合伙人实施复核。

１９． Ｄ　 【解析】 选项 Ｄ， 抽样风险是由抽样引起的， 与样本规模和抽样方法相关。

２０． Ａ　 【解析】 选项 Ａ， 如果认为管理层应当修改财务报表而没有修改， 并且审计报告尚

未提交给被审计单位，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然后再提交审计报告， 并

非一定是修改审计意见类型。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Ｃ　 【解析】 在确定编制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可接受性时， 注册会

计师需要考虑下列相关因素： ①被审计单位的性质（选项 Ａ）； ②财务报表的目的（选

项 Ｂ）； ③财务报表的性质（选项 Ｂ）； ④法律法规是否规定了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选项 Ｃ）。

２．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Ｂ 为确定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的百分比时考虑的因素。

３． ＡＣ　 【解析】 初步业务活动在于确定是否承接审计业务， 选项 Ｂ、 Ｄ， 接受委托后才需

计划审计程序， 才可能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底稿。

４． ＡＢＤ　 【解析】 选项 Ｃ 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错报， 属于检查性控制； 选

项 Ａ、 Ｂ、 Ｄ 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错报的发生， 均属于预防性控制。

５． ＢＣＤ　 【解析】 注册会计师应当及时编制审计工作底稿， 以实现下列目的： ①提供证据，

作为注册会计师得出实现总体目标结论的基础； ②提供证据， 证明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

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划和执行了审计工作。 除上述目的外， 编制审计工作底稿

还可以实现下列目的： ①有助于项目组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 ②有助于负责督导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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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履行指导、 监督与复核审计工作的责任； ③便于项目组说明其执行审计工作的情

况（选项 Ｃ）； ④保留对未来审计工作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的记录（选项 Ｂ）； ⑤便于

会计师事务所实施项目质量复核、 其他质量管理体系中的监控活动； ⑥便于监管机构和

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相关要求， 对会计师事务所实施执业质量检查

（选项 Ｄ）。 选项 Ａ 不属于审计工作底稿编制的目的。

６． ＡＢ　 【解析】 选项 Ｃ、 Ｄ 属于针对评估的舞弊导致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实施的审计

程序。

７． ＡＢＣＤ　

８． ＡＣ　 【解析】 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评价下列事项， 确定是否能够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以

实现审计目的： ①内部审计在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 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支持内部审计

人员客观性的程度（选项 Ａ）； ②内部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 ③内部审计是否采用系统、

规范化的方法（选项 Ｃ）。

９． Ｂ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书面声明本身并不能为所涉及的任何事项提供充分、 适当的审

计证据。

１０． ＡＢＣ　 【解析】 注册会计师与专家达成一致意见的相关事项包括： ①专家工作的性质、

范围和目标； ②注册会计师和专家各自的角色与责任； ③注册会计师和专家之间沟通

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④对专家遵守保密规定的要求。

１１． ＡＢＣＤ

１２． 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Ｂ 属于风险评估程序。

１３． ＡＢ　 【解析】 在评价因一项或多项控制缺陷导致的潜在错报的金额大小时， 注册会计

师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 ①受控制缺陷影响的财务报表金额或交易总额； ②在本期或

预计的未来期间受控制缺陷影响的账户余额或各类交易涉及的交易量。 选项 Ｃ、 Ｄ 属于

评价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是否可能导致账户或列报发生错报时， 注册

会计师应当考虑的风险因素。

１４． ＡＣ　 【解析】 选项 Ｂ， 管理层作出的点估计大于审计证据支持的区间估计的最小值， 管理

层的点估计可能落在区间估计内， 不一定构成错报。 选项 Ｄ， 会计估计的结果与财务报表

中原来已确认或披露的金额存在差异， 并不必然表明财务报表存在错报， 因为任何已观

察到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作出会计估计的时点后所发生的事项或情况的影响。

１５． Ｂ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识别出的、 超出被审计单位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导致的风险确定为特别风险。

三、 简答题

１． 【答案】

（１）不恰当［０ ２５ 分］。 注册会计师应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计划作

出的任何重大修改和理由［０ ７５ 分］。

４



（２）不恰当［０ ２５ 分］。 所述识别特征不具唯一性， 应将发运单的编号作为识别特征

［０ ７５ 分］。

（３）恰当［１ 分］。
如果法律法规禁止集团项目组接触组成部分注

册会计师审计工作底稿的相关部分， 集团项目组可以要求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通过编写包含相关信息的备忘录消除

这一影响。










（４）不恰当［０ ２５ 分］。 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应当在审计报告日后 ６０ 天内归档。 应当在

原审计报告日为 ３ 月 ２０ 日之后 ６０ 天内归档， ５ 月 ３１ 日将全部审计工作底稿归档不符合

归档要求［０ ７５ 分］。

（５）不恰当［０ ２５ 分］。 归档后在保存期限届满前， 可以增加和修改、 但不能删除或废弃
审计工作底稿［０ ７５ 分］。

２． 【答案】

（１）恰当［１ 分］。

（２）不恰当［０ ２５ 分］。 注册会计师应当测试盘点日与资产负债表日之间存货的变动是否

已得到恰当记录［０ ７５ 分］。

（３）恰当［１ 分］。

（４）不恰当［０ ２５ 分］。 注册会计师应当验证传真件回函的可靠性［０ ７５ 分］。

（５）不恰当［０ ２５ 分］。 注册

会计师还需测试存货货龄分

析表的准确性［０ ７５ 分］。

做题时遇到存货货龄分析表、 存货跌价准备明

细表以及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 不只要关注完整性， 还要

关注准确性。 而被审计单位提供的清单类的文件， 重点关

注完整性即可。










３． 【答案】

（１）不恰当［０ ２５ 分］。 应当

对重要的银行借款实施函证

程序［０ ７５ 分］。

对于银行存款、 借款， 如果注册会计师决定不

实施函证程序， 要严格按照是否满足“对财务报表不重要

且重大错报风险很低”的条件进行判断， 如果不满足条件，

则应当实施函证程序。










（２）不恰当［０ ２５ 分］。 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时， 应在期末或接近期末实施函证 ／ 在期末审

计时应再次发函。 ／ 只有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为低水平， 才可以在期中实施函证［０ ７５ 分］。

（３）不恰当［０ ２５ 分］。 函证不能为准确性、 计价与分摊认定 ／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

提供充分证据［０ ７５ 分］。

（４）不恰当［０ ２５ 分］。 还应考虑可能存在重大的舞弊或错误， 以及管理层的诚信度

［０ ７５ 分］。

（５）恰当［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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