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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税务会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借助税务会计软件的仿真性

和实验资料，完成常见税务办理与各个税种的会计处理与税务申报实训，激发学

生学习税务会计的积极性，巩固、深化税务会计课堂教学内容，实现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进行税务会计集中实训还可以培

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探究与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综合能力，从而缩短就业适应期，提高对口就业率。 

 

二、基本要求 

1．认真预习实训指导书，了解实训目的和实训要求； 

2．态度认真，书写规范、清晰，按时完成每次的实训内容。  

3．开动脑筋，认真进行分析，增强意识，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提高写作水平。 

4．按实验指导书的要求编写实训报告等。 

三、组织形式 

1.分类：单项实训形式和综合实训形式。 

2.方式：本课程以网上模拟和手工相结合，个人单独完成方式进行。 

3.单项实训：个人单独完成单项实训。 

具体步骤： 

(1)操作流程 

 

(2)具体步骤 

首先，点击课程图表进入课程； 

 

税 务 会 计 -单 项 实 训  

然后，点击选择实训操作的章节；

 01 税务基础知识   

 02增值税会计 

 03 消费税会计 

 04 营业税会计 

 05 所得税会计… 

http://222.76.212.200/netinnet_zjkj/do?action=sx_course_main.action&COURSEID=04&SXID=0
http://222.76.212.200/netinnet_zjkj/do?action=sx_course_main.action&COURSEID=04&SXID=0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sx_coursecontent.action&NodeId=netinnet-1195092258031006&SXID=02a0704029&PREVIEW=1&COURSEID=sj01&CHAPTERID=netinnet-1195092258031006&CLASSID=&ISCHAPTER=1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sx_coursecontent.action&NodeId=netinnet-1195092258031006&SXID=02a0704029&PREVIEW=1&COURSEID=sj01&CHAPTERID=netinnet-1195092258031006&CLASSID=&ISCHAPTER=1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sx_coursecontent.action&NodeId=netinnet-1195092308375009&SXID=02a0704029&PREVIEW=1&COURSEID=sj01&CHAPTERID=netinnet-1195092308375009&CLASSID=&ISCHAPTER=1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sx_coursecontent.action&NodeId=netinnet-1195092308375009&SXID=02a0704029&PREVIEW=1&COURSEID=sj01&CHAPTERID=netinnet-1195092308375009&CLASSID=&ISCHAPTER=1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sx_coursecontent.action&NodeId=netinnet-1195092419062013&SXID=02a0704029&PREVIEW=1&COURSEID=sj01&CHAPTERID=netinnet-1195092419062013&CLASSID=&IS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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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点击单元图表进入实训操作； 

如出具报税报表实训 

 

(a)选择实训 

 点击“操作”中的任何一个任务，如“出具报税报表实训”即可进入该实训

操作。 

序 操作 结果 标准 重做 背景 

1 出具报税报表实训  

         

注意：有些章节有多个角色进行操作，则，首先要选择角色，只有正确选择

了角色才能操作。 

(b)选择角色 

请选择操作当前单据的企业角色 

华城  
 

张新  

 

刘玉  

 

法人代表 
 

      

如选择注册会计师刘新角色，即可进入该角色相关操作。注意：不同角色的

权限不同。 

(c)票据操作 

接着注册会计师刘新角色，如点击“张新 ”操作，可看到实训任务、背景

资料；进行相关操作。 

(d)查看背景资料 

如，张新在出具审计报告过程中，点击“企业信息”、“公共背景”等连接可

看到背景资料。 

(e)保存实训操作数据 

当完成后，要保存数据，点击“保存操作数据”按钮。保存后可修改数据。 

(f)计算成绩 

单据完成时，点击“提交并计算成绩”按钮可计算实训成绩。 

4.综合实训：个人单独方式完成对增值税会计和所得税会计的综合核算。 

 

 

 

三、实训内容 

  （一）增值税会计实训 

http://222.76.212.200/netinnet_zjkj/do?action=sx_coursecontent.action&NodeId=netinnet-1187657010765001&SXID=625900000001080192008171713461&PREVIEW=&COURSEID=04&CHAPTERID=netinnet-1187657010765001&CLASSID=007&ISCHAPTER=1##
http://222.76.212.200/netinnet_zjkj/do?action=sx_coursecontent.action&NodeId=netinnet-1187657010765001&SXID=625900000001080192008171713461&PREVIEW=&COURSEID=04&CHAPTERID=netinnet-1187657010765001&CLASSID=007&ISCHAPTER=1##
javascript:doSx(%22netinnet-1196825526234006%22,document.getElementById(%22oper_netinnet-1196825526234006_span%22).innerHTML);void(0);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query_oper_list&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20%20%20%20%20&SXID=02a0704029&hiddenSaveButton=&isTest=&isHistory=&COURSEID=sj01&isZyks=##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query_oper_list&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20%20%20%20%20&SXID=02a0704029&hiddenSaveButton=&isTest=&isHistory=&COURSEID=sj01&isZyks=##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query_oper_list&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20%20%20%20%20&SXID=02a0704029&hiddenSaveButton=&isTest=&isHistory=&COURSEID=sj01&isZyks=##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query_oper_list&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20%20%20%20%20&SXID=02a0704029&hiddenSaveButton=&isTest=&isHistory=&COURSEID=sj01&isZyks=##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query_oper_list&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20%20%20%20%20&SXID=02a0704029&hiddenSaveButton=&isTest=&isHistory=&COURSEID=sj01&isZyks=##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query_oper_list&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20%20%20%20%20&SXID=02a0704029&hiddenSaveButton=&isTest=&isHistory=&COURSEID=sj01&isZyks=##
javascript:doView('do?action=content_kj_operation.action&start=query&type=61&OPERATIONID=netinnet-1196825526234006&SXID=02a0704029&result_refesh_win_obj=parent.menu&ROLEID=&PageNo=1&hiddenSaveButton=&isTest=&isHistory=','背景')
javascript:doView('do?action=content_kj_operation.action&start=query&type=61&OPERATIONID=netinnet-1196825526234006&SXID=02a0704029&result_refesh_win_obj=parent.menu&ROLEID=&PageNo=1&hiddenSaveButton=&isTest=&isHistory=','背景')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change_role&temp=&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operationId=netinnet-1196825526234006&SXID=02a0704029&DWBH=FB9DE0B8C0A800A700000001691754&roleID=FBEC800AC0A800A700000007475236&cachet_no=1&min_cachet_no=1&p_writer=1&isTest=&isHistory=&isZyks=&result_refesh_win_obj=parent.menu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change_role&temp=&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operationId=netinnet-1196825526234006&SXID=02a0704029&DWBH=FB9DE0B8C0A800A700000001691754&roleID=FBEC800AC0A800A700000007475236&cachet_no=1&min_cachet_no=1&p_writer=1&isTest=&isHistory=&isZyks=&result_refesh_win_obj=parent.menu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change_role&temp=&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operationId=netinnet-1196825526234006&SXID=02a0704029&DWBH=FB9DE0B8C0A800A700000001691754&roleID=FBECB93AC0A800A700000008920701&cachet_no=2&min_cachet_no=2&p_writer=&isTest=&isHistory=&isZyks=&result_refesh_win_obj=parent.menu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change_role&temp=&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operationId=netinnet-1196825526234006&SXID=02a0704029&DWBH=FB9DE0B8C0A800A700000001691754&roleID=FBECB93AC0A800A700000008920701&cachet_no=2&min_cachet_no=2&p_writer=&isTest=&isHistory=&isZyks=&result_refesh_win_obj=parent.menu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change_role&temp=&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operationId=netinnet-1196825526234006&SXID=02a0704029&DWBH=FB9DE0B8C0A800A700000001691754&roleID=FBA1528EC0A800A700000002970974&cachet_no=3&min_cachet_no=3&p_writer=&isTest=&isHistory=&isZyks=&result_refesh_win_obj=parent.menu
http://10.70.40.2:8080/netinnet_sjdx_v53/do?action=content_kj_sx&start=change_role&temp=&REFERENCEDID=netinnet-1196148971718017&operationId=netinnet-1196825526234006&SXID=02a0704029&DWBH=FB9DE0B8C0A800A700000001691754&roleID=FBA1528EC0A800A700000002970974&cachet_no=3&min_cachet_no=3&p_writer=&isTest=&isHistory=&isZyks=&result_refesh_win_obj=parent.menu
javascript:doView('do?action=kj_enterprise&start=query_list&all=1&COURSEID=sj01%20%20%20%20%20%20','企业信息','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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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训目的： 

通过本实训掌握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计算、会计处理、纳税申报表

的填制。掌握小规模纳税人应纳增值税的计算、会计处理、纳税申报表的填制。。 

2、实训内容： 

（1）增值税的确认与计量 

（2）增值税进项税额及其转出的会计处理 

（3）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4）增值税结转及上缴的会计处理 

（5）增值税的申报 

 3、实训要求： 

（1）根据软件中的业务逐笔分析并计算本月应纳增值税； 

（2）编制本月每笔业务的会计分录； 

（3）根据会计分录，登记应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的明细账； 

（4）利用报税模拟软件完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表及附列资料 

（二）消费税会计实训 

    1、实训目的    

通过本实训，掌握消费税的应纳税额的计算、会计处理，掌握消费税纳税申

报表的填制。  

2、实训内容： 

    （1）消费税的确认与计量 

    （2） 消费税的会计处理 

（3）消费税的申报 

3、实训要求： 

 （1）根据软件中的业务编制相应记账凭证 

 （2）计算委托方代扣代缴的消费税 

 （3）计算本月应纳的消费税，并作出计税的账务处理  

 （4）利用报税模拟软件完成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并作出补缴税款的会计分

录    

（三）营业税会计实训 

1、实训目的： 

通过本实训，掌握营业税的征收范围，掌握营业税的计算和会计处理，掌握

营业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制。 

2、实训内容： 

    （1）营业税的确认与计量 

（2） 营业税的会计处理 

（3）营业税的申报 

3、实训要求： 

（1）.根据软件中资料指出每笔业务应该交纳的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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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每笔业务应缴纳的营业税（不征收营业税的业务除外）； 

（3）编制每笔业务的会计分录； 

（4）利用报税模拟软件完成营业税的纳税申报 

（四）所得税会计实训 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 

1、实训目的：   

    通过本实训，掌握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基本计算方法、会计处理以及

纳税申报表和预缴纳税申报表的填制。 

2、实训内容： 

（1）企业所得税的确认计量与申报 

（2）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3）个人所得税的确认计量与申报 

（4）个人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3、实训要求：    

按实训报告书的程序利用模拟报税软件进行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纳

税申报。 

 

四、考核方法 

1．考核类别：考查。 

2．考核形式：出勤和提交实习报告 

(审核报告提交电子稿、实习报告提交打印稿) 总结审计实习，总结遇到的

具体实训问题、解决途径、心得体会等，字数 1000字以上（打印），个人独立完

成。 

3．成绩评定：五级评分制（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五、纪律要求 

充分认识课程设计对培养自己的重要性，认真做好设计前各项准备工作。 

按时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不得弄虚作假，否则成绩以不及格计。 

课程设计期间，无故缺席按旷课处理；缺席时间达三分之一以上者，其成绩

按不及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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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 国 计 量 学 院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实习报告  

 

 

 

实习类别：      税务会计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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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班      级                  

姓      名                  

学      号                  

指 导 教 师                        

 

 

  年    月    日  

目     录 

 

 

一、    „„„„„„„„„„„„„„„„„„„„„„„„„„„„„（  ） 

1. „„„„„„„„„„„„„„„„„„„„„„„„„„„„„（  ） 

2. „„„„„„„„„„„„„„„„„„„„„„„„„„„„„（  ） 

二、    „„„„„„„„„„„„„„„„„„„„„„„„„„„„ （  ） 

1. „„„„„„„„„„„„„„„„„„„„„„„„„„„„„（  ） 

2. „„„„„„„„„„„„„„„„„„„„„„„„„„„„„（  ） 

三、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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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以下为实习报告正文，格式要求如下： 

 

 

一级标题：三号字，黑体，段间距 1.5 倍； 

二级标题：小三号字，黑体，段间距 1.5 倍； 

三级标题：四号字，黑体，段间距 1.25 倍； 

正    文：小四号字，宋体，段间距 1.25 倍； 

图表应有序号和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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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 

 

指导教师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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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评定：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附件 2：审计实训的相关知识 

一、营业收入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表：(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

对是否相符，结合其他业务收入科目与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2)检查以非记账本位币结算

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折算汇率及折算是否正确。 

2、实质性分析程序（必要时）： 

(1)针对已识别需要运用分析程序的有关项目，并基于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通过

进行以下比较，同时考虑有关数据间关系的影响，以建立有关数据的期望值： 

1)将本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与上期的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比较，分析产品销售的结构和价格变动

是否异常，并分析异常变动的原因； 

2)计算本期重要产品的毛利率，与上期比较，检查是否存在异常，各期之间是否存在重大波

动，查明原因； 

(2)确定可接受的差异额； 

(3)将实际的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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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差异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如通

过检查相关的凭证等）； 

(5)评估分析程序的测试结果。 

(6)抽查 月主营业务成本结转明细清单，比较计入主营业务成本的品种、规格、数量和主营

业务收入的口径是否一致，是否符合配比原则。 

3、检查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条件、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前后期是否一致；关注周

期性、偶然性的收入是否符合既定的收入确认原则、方法。 

4、销售的截止测试： 

(1)通过测试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天且金额大于 的发货单据，将应收账款和收入明细账进行

核对；同时，从应收账款和收入明细账选取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天且金额大于 的凭证，与

发货单据核对，以确定销售是否存在跨期现象； 

(2)复核资产负债表日前后销售和发货水平，确定业务活动水平是否异常（如与正常水平相

比），并考虑是否有必要追加截止程序； 

(3)取得资产负债表日后所有的销售退回记录，检查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4)结合对资产负债表日应收账款的函证程序，检查有无未取得对方认可的大额销售； 

(5)调整重大跨期销售。 

5、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6、获取或编制其他业务收入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

是否相符，结合主营业务收入科目与营业收入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7、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8、检查营业收入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二、销售费用的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销售费用明细表： 

(1)复核其加计数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将销售费用中的工资、折旧等与相关的资产、负债科目核对，检查其勾稽关系的合理性。 

2、检查各明细项目是否与被审计单位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以及专设的销售机构发生

的各种费用有关。 

3、检查销售费用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4、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相应的审计程序。  

三、应交税费与营业税金及附加的主要审计程序 

(一)应交税费的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应交税费明细表： 

(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注意印花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不需要预计应缴数的税金有无误入应交税费项目； 

(3)分析存在借方余额的项目，查明原因，判断是否由被审计单位预缴税款引起； 

2、首次接受委托时，取得被审计单位的纳税鉴定、纳税通知、减免税批准文件等，了解被

审计单位适用的税种、附加税费、计税（费）基础、税（费）率，以及征、免、减税（费）

的范围与期限。如果被审计单位适用特定的税基式优惠或税额式优惠、或减低适用税率的，

且该项税收优惠需办理规定的审批或备案手续的，应检查相关的手续是否完整、有效。连续

接受委托时，关注其变化情况。 

检查被审计单位获得税费减免或返还时的依据是否充分、合法和有效，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核对期初未交税金与税务机关受理的纳税申报资料是否一致，检查缓期纳税及延期纳税

事项是否经过有权税务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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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税务部门汇算清缴或其他确认文件、有关政府部门的专项检查报告、税务代理机构

专业报告、被审计单位纳税申报资料等，分析其有效性，并与上述明细表及账面数据进行核

对。对于超过法定交纳期限的税费，应取得主管税务机关的批准文件。 

5、检查应交增值税：  

(1)获取或编制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加计复核其正确性，并与明细账核对相符； 

(2)将应交增值税明细表与被审计单位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进行核对，比较两者是否总体相符，

并分析其差额的原因； 

(4)抽查一定期间的进项税抵扣汇总表，与应交增值税明细表相关数额合计数核对，如有差

异，查明原因并作适当处理； 

(6)根据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相关账户审定的有关数据，复核存货销售，或将存货用于投资、

无偿馈赠他人、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应计的销项税额，以及将自产、委托加工的产品用

于非应税项目的计税依据确定是否正确以及应计的销项税额是否正确计算，是否按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 

(7)检查适用税率是否符合税法规定； 

(8)取得《出口货物退（免）税申报表》及办理出口退税有关凭证，复核出口货物退税的计

算是否正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 

6、检查应交营业税的计算是否正确。结合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项目的审计，根据审定的当期

营业额，检查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是否正确，适用税率是否符合税法规定，是否按规定进行了

会计处理，并分项复核本期应交数；抽查本期已交营业税资料，确定已交数的正确性。 

7、检查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算是否正确。结合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项目的审计，根据审

定的计税基础和按规定适用的税率，复核被审计单位本期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算是否正

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抽查本期已交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料，确定已交数的正确性。 

8、获取或编制应交所得税测算表，结合所得税项目，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及企业所得税税率，

复核应交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是否正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抽查本期已交所得税资

料，确定已交数的正确性。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并按税法规定追加相应的程序。 

9、确定应交税费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10、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四、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的主要审计程序 

(一) 应收账款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应收账款明细表： 

(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结合坏账准备科目与报

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非记账本位币应收账款的折算汇率及折算是否正确； 

(3)分析有贷方余额的项目，查明原因，必要时，作重分类调整； 

(4)结合其他应收款、预收账款等往来项目的明细余额，调查有无同一客户多处挂账、异常

余额或与销售无关的其他款项（如，代销账户、关联方账户或雇员账户）。如有，应做出记

录，必要时作调整； 

(5)标识重要的欠款单位，计算其欠款合计数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2、检查涉及应收账款的相关财务指标： 

(1)复核应收账款借方累计发生额与主营业务收入是否配比，并将当期应收账款借方发生额

占销售收入净额的百分比与管理层考核指标比较，如存在差异应查明原因； 

(2)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等指标，并与被审计单位以前年度指标、同行

业同期相关指标对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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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应收账款减少有无异常。 

3、获取或编制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 

(1)测试计算的准确性； 

(2)将加总数与应收账款总分类账余额相比较，并调查重大调节项目； 

(3)检查原始凭证，如销售发票、运输记录等，测试账龄核算的准确性；  

(4)请被审计单位协助，在应收账款明细表上标出至审计时已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对已收

回金额较大的款项进行常规检查，如核对收款凭证、银行对账单、销货发票等，并注意凭证

发生日期的合理性，分析收款时间是否与合同相关要素一致。 

4、对应收账款进行函证： 

（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否则，应对应收账款

进行函证。如果不对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应在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

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选取函证项目； 

(2)对函证实施过程进行控制：核对询证函是否由注册会计师直接收发；被询证者以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函的，应要求被询证者寄回询证函原件；如果未能收到积极式函证回函，

应当考虑与被询证者联系，要求对方作出回应或再次寄发询证函； 

(3) 编制“应收账款函证结果汇总表”，对函证结果进行评价。核对回函内容与被审计单位

账面记录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分析不符事项的原因，检查销售合同、发运单等相关原始单

据，分析被审计单位对于回函与账面记录之间差异的解释是否合理，编制“应收账款函证结

果调节表”，并检查支持性凭证；如果不符事项构成错报，应重新考虑所实施审计程序的性

质、时间和范围。 

5、评价坏账准备计提的适当性： 

(1)取得或编制坏账准备计算表，复核加计正确，与坏账准备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相

符。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期计提数与资产减值损失相应明细项目的发生额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和核销的批准程序，取得书面报告等证明文件。评价计提坏

账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假设及方法；复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否按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批准的既定方法和比例提取，其计算和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根据账龄分析表中，选取金额大于 的账户，逾期超过 天账户，以及认为必要的其他账

户（如有收款问题记录的账户，收款问题行业集中的账户）。复核并测试所选取账户期后收

款情况。针对所选取的账户，与授信部门经理或其他负责人员讨论其可收回性，并复核往来

函件或其他相关信息，以支持被审计单位就此作出的声明。针对坏账准备计提不足情况进行

调整； 

(4)实际发生坏账损失的，检查转销依据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5)已经确认并转销的坏账重新收回的，检查其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6)通过比较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数和实际发生数，以及检查期后事项，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的合理性。 

6、检查应收账款中是否存在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产清偿后仍无法收

回，或者债务人长期未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况，如果是，应提请被审计单位处理。 

7、检查应收账款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5、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二)预收账款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预收账款明细表。 

(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以非记账本位币结算的预收账款，检查其采用的折算汇率及折算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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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是否存在借方余额，必要时进行重分类调整； 

(4)结合应收账款等往来款项目的明细余额，检查是否存在应收、预收两方挂账的项目，必

要时做出调整； 

(5)标识重要客户。 

2、账龄分析并检查预收账款长期挂账的原因，并作出记录，必要时提请被审计单位予以调

整。 

3、对预收账款进行函证。 

4、检查预收款项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5、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五、固定资产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固定资产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

相符，结合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与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2、实质性分析程序： 

(1)基于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通过进行以下比较，并考虑有关数据间关系的影响，

建立有关数据的期望值： 

1）分类计算本期计提折旧额与固定资产原值的比率，并与上期比较。 

(2)确定可接受的差异额； 

(3)将实际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 

(4)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差异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例如：

通过检查相关的凭证）； 

(5)评估分析程序的测试结果。 

3、实地检查重要固定资产（如为首次接受审计，应适当扩大检查范围），确定其是否存在，

关注是否存在已报废但仍未核销的固定资产。 

4、检查固定资产的所有权或控制权： 

对各类固定资产，获取、收集不同的证据以确定其是否归被审计单位所有：对外购的机器设

备等固定资产，审核采购发票、采购合同等；对于房地产类固定资产，查阅有关的合同、产

权证明、财产税单、抵押借款的还款凭据、保险单等书面文件；对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检

查有关融资租赁合同；对汽车等运输设备，检查有关运营证件等；对受留置权限制的固定资

产，结合有关负债项目进行检查。 

5、检查固定资产保险情况，复核保险范围是否足够。 

6、检查购置固定资产时是否存在与资本性支出有关的财务承诺。 

7、检查固定资产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1)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分类、计量基础和折旧方法； 

(2)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率； 

(3)各类固定资产的期初和期末原价、累计折旧额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4)当期确认的折旧费用； 

(5)对固定资产所有权的限制及其金额和用于担保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6)准备处置的固定资产名称、账面价值、公允价值、预计处置费用和预计处置时间等。 

7、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六、应付账款与预付账款的主要审计程序 

(一)应付账款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应付账款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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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非记账本位币应付账款的折算汇率及折算是否正确； 

(3)分析出现借方余额的项目，查明原因，必要时，作重分类调整； 

(4)结合预付账款等往来项目的明细余额，调查有无同挂的项目、异常余额或与购货无关的

其他款项（如关联方账户或雇员账户），如有，应做出记录，必要时作调整； (5)分析应付

账款账龄及余额构成。 

2、选择应付账款的重要项目(包括零账户)函证其余额和交易条款。 

3、检查应付账款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4、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二)预付账款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预付账款明细表： 

(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结合坏账准备科目与报

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2)结合应付账款明细账审计，查核有无重复付款或将同一笔已付清的账款在预付账款和应

付账款两个科目中同时挂账的情况； 

(3)分析出现贷方余额的项目，查明原因，必要的建议进行重新分类调整； 

(4)对期末预付账款余额与上期期末余额进行比较，解释其波动原因。 

2、分析预付账款账龄及余额构成，确定： 

(1)该笔款项是否根据有关购货合同支付； 

(2)检查一年以上预付账款未核销的原因及发生坏账的可能性，检查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的

或因供货单位破产、撤销等原因无法再收到所购货物的是否已转入其他应收款。 

3、选择预付账款的重要项目函证其余额和交易条款。 

4、检查预付账款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5、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七、管理费用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管理费用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及明细账合计数

核对是否相符。 

2、将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额等项目与各有关账户进

行核对，分析其勾稽关系的合理性，并作出相应记录。 

3、对管理费用进行分析： 

(1)计算分析管理费用中各项目发生额及占费用总额的比率，将本期、上期管理费用各主要

明细项目作比较分析，判断其变动的合理性； 

4、关注诉讼及赔偿款支出： 

（1）检查聘请中介机构费、咨询费（含顾问费），检查是否按合同规定支付费用，有无涉

及到诉讼及赔偿款项支出； 

（2）检查诉讼费用并结合或有事项审计,检查涉及的相关重大诉讼事项是否已在附注中进行

披露，还需进一步关注诉讼状态，判断有无或有负债，或是否存在损失已发生而未入账的事

项。 

5、检查超过规定限额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是否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调整。 

6、确定管理费用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7、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其他审计程序。 

 

八、无形资产与长期待摊费用的主要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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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形资产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无形资产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

相符；结合累计摊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科目与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2、 检查无形资产的权属证书原件、非专利技术的持有和保密状况等，并获取有关协议和董

事会纪要等文件、资料，检查无形资产的性质、构成内容、计价依据、使用状况和受益期限，

确定无形资产是否存在，并由被审计单位拥有或控制。 

3、检查被审计单位确定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的依据，分析其合理性。 

4、检查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获取或编制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

相符； 

(2)检查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销的批准程序，取得书面报告等证明文件； 

(3)检查被审计单位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4)检查无形资产转让时，相应的减值准备是否一并结转，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5)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逐项检查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并作出详细记录；对于使

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是否都进行减值测试； 

(6)通过检查期后事项，以及比较前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数与实际发生数，评价无形资产减

值准备的合理性。 

5、检查无形资产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1)无形资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余额、累计摊销额及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2)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使用寿命的估计情况；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其使

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 

(3)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4)用于担保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当期摊销额等情况； 

(5)计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出金额。 

6、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二)长期待摊费用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长期待摊费用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

是否相符，减去将于一年内（含一年）摊销的数额后与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摊销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复核计算摊销额及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前后期是否保持一致，是否存在随意调节利润的情况。 

3、检查长期待摊费用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注意剩余

摊销期 1年以内的长期待摊费用是否在财务报表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反映）。 

4、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九、存货的主要审计程序 

（一）存货通用的主要审计程序： 

1、编制存货监盘报告，对存货进行监盘。详见存货监盘程序 

2、检查存货项目下各科目间的结转及钩稽关系是否存在异常。 

检查存货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1)各类存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价值； 

(2)确定发出存货成本所采用的方法；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当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

额，当期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以及计提和转回的有关情况； 

(4)用于担保的存货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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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采购（或在途物资）与原材料的主要审计程序： 

1、取或编制材料采购（在途物资）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

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获取或编制原材料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

相符。 

3、实质性分析程序（必要时）： 

(1)针对已识别需要运用分析程序的有关项目，并基于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通过

进行以下比较，同时考虑有关数据间关系的影响，以建立注册会计师有关数据的期望值； 

1) 比较当年度及以前年度原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百分比的变动，并对异常情况作出解释； 

4)根据标准单耗指标，将原材料收发存情况与投入产出结合比较，以分析本期原材料领用、

消耗、结存的合理性； 5）比较分析原材料科目期初期末余额是否存在异常变动，并分析异

常变动原因；分析原材料科目期末余额是否合理。 

(2)确定可接受的差异额； 

(3)将实际的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 

(4)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差异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例如：

通过检查相关的凭证）； 

(5)评估分析程序的测试结果。 

4、选取代表性样本，抽查原材料明细账的数量与盘点记录的原材料数量是否一致，以确定

原材料明细账的数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从原材料明细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与盘点报告（记录）的数量核对； 

(2)从盘点报告（记录）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与原材料明细账的数量核对。 

5、截止测试： 

(1)原材料入库的截止测试： 

1)在原材料明细账的借方发生额中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 后 张、 金额以上的凭证，并与入

库记录（如入库单，或购货发票，或运输单据）核对，以确定原材料入库被记录在正确的会

计期间； 

2)在入库记录（如入库单或购货发票或运输单据）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张、 金额以上的

凭据，与原材料明细账的借方发生额进行核对，以确定原材料入库被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2)原材料出库截止测试： 

1)在原材料明细账的贷方发生额中选取有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张、 金额以上的凭证，并与出

库记录（如出库单，或销货发票，或运输单据）核对，以确定原材料出库被记录在正确的会

计期间； 

2)在出库记录（如出库单，或销货发票，或运输单据）中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张、 金额

以上的凭据，与原材料明细账的贷方发生额进行核对，以确定原材料出库被记录在正确的会

计期间。 

6、原材料计价方法的测试： 

(1)检查原材料的计价方法前后期是否一致； 

(2)检查原材料的入账基础和计价方法是否正确，自原材料明细表中选取适量品种： 

1)以实际成本计价时，将其单位成本与购货发票核对，并确认原材料成本中不包含增值税； 

2)以计划成本计价时，将其单位成本与材料成本差异明细账及购货发票核对。同时关注被审

计单位计划成本制定的合理性； 

3)检查进口原材料的外币折算是否正确，检查相关的关税、增值税及消费税的会计处理是否

正确； 

(3)检查原材料发出计价的方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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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被审计单位原材料发出的计价方法，前后期是否一致，并抽取主要材料复核其计算是

否正确；若原材料以计划成本计价，还应检查材料成本差异的发生和结转的金额是否正确。 

2)编制本期发出材料汇总表，与相关科目勾稽核对，并复核 月发出材料汇总表的正确性。 

(4)结合原材料的盘点检查，期末有无料到单未到情况，如有，应查明是否已暂估入账，其

暂估价是否合理。 

（三）材料成本差异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材料成本差异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

对是否相符。 

2、对材料成本差异率进行分析，检查是否有异常波动，注意是否存在调节成本现象。 

3、抽查月发出材料汇总表，检查材料成本差异的分配是否正确，并注意分配方法前后期是

否一致。 

（四）库存商品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库存商品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

否相符。 

2、实质性分析程序： 

(1)针对已识别需要运用分析程序的有关项目，并基于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同时

通过进行以下比较，并考虑有关数据间关系的影响，以建立注册会计师有关数据的期望值； 

1)按品种分析库存商品各月单位成本的变动趋势，以评价是否有调节生产成本或销售成本的

因素； 

2)比较前后各期的主要库存商品的毛利率（按月、按生产线、按地区等）、库存商品周转率

和库存商品账龄等，评价其合理性并对异常波动作出解释、查明异常情况的原因； 

3)比较库存商品销售量与生产量或采购量的差异，并分析其合理性； 

(2)确定可接受的差异额； 

(3)将实际的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 

(4)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差异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例如：

通过检查相关的凭证）； 

(5)评估分析程序的测试结果。 

选取代表性样本，抽查库存商品明细账的数量与盘点记录的库存商品数量是否一致，以确定

库存商品明细账的数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从库存商品明细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与盘点报告（记录）的数量核对； 

(2)从盘点报告（记录）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与库存商品明细账的数量核对。 

4、截止测试： 

(1)库存商品入库的截止测试： 

1)在库存商品明细账的借方发生额中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 后 张、 金额以上的凭证，并与

入库记录（如入库单，或购货发票，或运输单据）核对，以确定库存商品入库被记录在正确

的会计期间； 

2)在入库记录（如入库单，或购货发票，或运输单据）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张、 金额以

上的凭据，与库存商品明细账的借方发生额进行核对，以确定库存商品入库被记录在正确的

会计期间。 

(2)库存商品出库截止测试： 

1)在库存商品明细账的贷方发生额中选取有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张、 金额以上的凭据，并与

出库记录（如出库单，或销货发票，或运输单据）核对，以确定库存商品出库被记录在正确

的会计期间； 

2)在出库记录（如出库单，或销货发票，或运输单据）中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张、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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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凭证，与库存商品明细账的贷方发生额进行核对，以确定库存商品出库被记录在正确

的会计期间。 

5、库存商品测试计价方法的测试： 

(1)检查库存商品的计价方法是否前后期一致； 

(2)检查库存商品的入账基础和计价方法是否正确，自库存商品明细表中选取适量品种： 

1)自制库存商品： 

? 以实际成本计价时，将其单位成本与成本计算单核对； 

? 以计划成本计价时，将其单位成本与相关成本差异明细账及成本计算单核对； 

2)外购库存商品： 

? 以实际成本计价时，将其单位成本与购货发票核对； 

? 以计划成本计价时，将其单位成本与相关成本差异明细账及购货发票核对； 

3)抽查库存商品入库单，核对库存商品的品种、数量与入账记录是否一致；并将入库库存商

品的实际成本与相关科目（如生产成本）的结转额核对并作交叉索引； 

(3)检查外购库存商品的发出计价是否正确： 

1)了解被审计单位对库存商品发出的计价方法，并抽取主要库存商品，检查其计算是否正确；

若库存商品以计划成本计价，还应检查产品成本差异的发生和结转金额是否正确。 

2)编制本期库存商品发出汇总表，与相关科目勾稽核对，并复核 月库存商品发出汇总表的

正确性。 

(4)结合库存商品的盘点，检查期末有无库存商品已到而相关单据未到的情况，如有，应查

明是否暂估入账，其暂估价是否合理。 

（五）发出商品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发出商品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

否相符。 

2、对重要发出商品余额及交易条款进行函证。 

3、检查发出商品品种、数量和金额与库存商品的结转额核对一致，并作交叉索引。 

4、了解被审计单位对发出商品结转的计价方法，并抽取主要发出商品，检查其计算是否正

确；若发出商品以计划成本计价，还应检查产品成本差异发生和结转金额是否正确。 

（六）商品进销差价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商品进销差价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

对是否相符。 

2、对每月商品进销差价率进行分析，检查是否有异常波动，计算方法前后期是否一致，注

意是否存在调节成本现象。 

3、抽查 月商品发出汇总表，检查商品进销差价的分配是否正确，并注意分配方法前后期是

否一致。 

（七）委托加工物资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委托加工物资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

对是否相符。 

2、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八）周转材料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包装物）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

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同时抽查明细账与仓库台账、卡片记录检查是否相符。 

2、检查周转材料的转销或摊销方法是否复核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前后期是否一致。（例

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进行摊销；钢模板、木模板、脚

手架和其他周转材料等，可以采用一次转销法、五五摊销法或者分次摊销法进行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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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九）生产成本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生产成本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

否相符。 

2、实质性分析程序： 

(1)针对已识别需要运用分析程序的有关项目，注册会计师基于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

解，通过进行以下比较，并考虑有关数据间关系的影响，以建立注册会计师有关数据的期望

值： 

1)对生产成本进行分析性复核，检查各月及前后期同一产品的单位成本是否有异常波动，注

意是否存在调节成本现象； 

2)分别比较前后各期及本年度各个月份的生产成本项目，以确定成本项目是否有异常变动以

及是否存在调节成本的现象； 

3)比较当年度及以前年度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并查明异常情

况的原因； 

4）比较分析生产成本期初期末余额是否存在异常波动，如有，分析原因；对生产成本期末

余额合理性进行分析。 

(2)确定可接受的差异额； 

(3)将实际的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 

(4)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差异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例如：

通过检查相关的凭证）； 

(5)评估分析程序的测试结果。 

3、生产成本计价方法的测试： 

(1)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成本核算方法，检查成本核算方法与生产工艺流程是

否匹配，前后期是否一致并作出记录； 

(2)抽查成本计算单，检查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的计算和分配是否正确，并与有

关佐证文件（如领料记录、生产工时记录、材料费用分配汇总表、人工费用分配汇总表等）

相核对： 

1)获取并复核生产成本明细汇总表的正确性，将直接材料与材料耗用汇总表、直接人工与职

工薪酬分配表、制造费用总额与制造费用明细表及相关账项的明细表核对，并作交叉索引； 

2)检查车间在产品盘存资料，与成本核算资料核对；检查车间月末余料是否办理假退料手续； 

3)获取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的分配标准和计算方法，评价其是否合理和适当，以

确认在产品中所含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是合理的； 

(3)获取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生产成本分配标准和计算方法，检查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与在

产品之间、以及完工产品之间的分配是否正确，分配标准和方法是否适当，与前期比较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该变化是否合理； 

4、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十）制造费用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制造费用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

否相符。 

2、制造费用进行分析比较： 

(1)比较当年度和以前年度，以及当年度各月制造费用的增减变动，询问并分析异常波动的

原因。 

(2)分别比较前后各期及本年度各个月份的制造费用项目，以确定成本项目是否有异常变动，

以及是否存在调节成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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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制造费用明细表中的材料发生额与材料耗用汇总表、人工费用发生额与职工薪酬分配

表、折旧发生额与折旧分配表、资产摊销发生额与各项资产摊销分配表及相关账项明细表核

对一致，并作交叉索引。 

4、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十一）劳务成本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劳务成本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

否相符。 

2、对劳务成本进行分析比较： 

1)比较当年度和以前年度，以及当年度各月劳务成本的增减变动，询问并分析异常波动的原

因； 

2)分别比较前后各期及本年度各个月份的劳务成本项目，以确定成本项目是否有异常变动以

及是否存在调节成本的现象。 

将劳务成本明细表中的材料发生额与材料耗用汇总表、人工费用发生额与职工薪酬分配表、

折旧发生额与折旧分配表、资产摊销发生额与各项资产摊销分配表及相关账项明细表核对一

致，并作交叉索引。 

3、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十二）存货跌价准备的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存货跌价准备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

对是否相符。 

2、检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方法是否前后一致。 

3、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计价方法，评价存货跌价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假设及计提

方法，考虑是否有确凿证据为基础计算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检查其合理性。 

4、考虑不同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原则，复核其可变现净值计算正确性（即：充足但不

过度）： 

(1)对于用于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检查是否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

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基础； 

(2)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而持有的原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检查是否以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基础； 

(3)检查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库存商品等存货，是否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确

定基础；如果被审计单位持有库存商品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库存商品

可变现净值是否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 

5、查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和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本期计提或转销是否与有关损益科目金额

核对一致。 

6、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十、营业成本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

是否相符，结合其他业务成本科目与营业成本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2、实质性分析程序（必要时）： 

(1)针对已识别需要运用分析程序的有关项目，注册会计师基于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

解，通过进行以下比较，并考虑有关数据间关系的影响，以建立注册会计师有关数据的期望

值： 

1)比较当年度与以前年度各月主营业务成本的波动趋势，并查明异常情况的原因； 

(2)确定可接受的差异额； 

(3)将实际的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 



 

 22 

(4)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差异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例

如：通过检查相关的凭证）； 

(5)评估分析程序的测试结果。 

3、检查主营业务成本的内容和计算方法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前后期是否一致。 

4、检查营业成本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5、获取或编制其他业务成本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相符，

结合主营业务成本科目与营业成本报表数核对相符。 

6、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十一、应付职工薪酬的主要审计程 

1、获取或编制应付职工薪酬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

数核对是否相符。 

2、实质性分析程序： 

(1)针对已识别需要运用分析程序的有关项目，并基于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通过

进行以下比较，同时考虑有关数据间关系的影响，以建立有关数据的期望值： 

1)比较被审计单位员工人数的变动情况，检查被审计单位各部门各月工资费用的发生额是否

有异常波动，若有，则查明波动原因是否合理； 

2)比较本期与上期工资费用总额，要求被审计单位解释其增减变动原因，或取得公司管理当

局关于员工工资标准的决议； 

5)比较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与上期应付职工薪酬余额，是否有异常变动。 

(2)确定可接受的差异额； 

(3)将实际的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 

(4)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差异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如通

过检查相关的凭证）； 

(5)评估分析程序的测试结果。 

3、检查应付职工薪酬的期后付款情况，并关注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之间，

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需要调整资产负债表日原确认的应付职工薪酬事项。 

4、检查应付职工薪酬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1)检查是否在附注中披露与职工薪酬有关的下列信息： 

1)应当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2)应当为职工缴纳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等社会保险费，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3)应当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4)为职工提供的非货币性福利，及其计算依据； 

5)应当支付的因解除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6)其他职工薪酬。 

(2)检查因自愿接受裁减建议的职工数量、补偿标准等不确定而产生的预计负债（应付职工

薪酬），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进行披露。 

5、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其他审计程序。 

十二、投资的主要审计程序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交易性金融资产明细表： 

(1)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非记账本位币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折算汇率及折算是否正确； 

2、与被审计单位讨论以确定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就被审

计单位管理层将投资确定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意图获取审计证据，并考虑管理层实施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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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的能力。应向管理层询问，并通过下列方式对管理层的答复予以印证： 

(1)考虑管理层以前所述的对于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意图的实际实施情况； 

(2)复核包括预算、会议纪要等在内的书面计划和其他文件记录； 

(3)考虑管理层选择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理由； 

(4)考虑管理层在既定经济环境下实施特定措施的能力。 

3、确定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正确及存在，会计记录是否完整，并确定所购入交易性金融资

产归被审计单位所拥有： 

(1)获取股票、债券、基金等相关账户的流水单和对账单，与明细账核对，检查账面记录是

否完整，余额是否相符。购入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为被审计单位拥有，作出记录或进行适

当调整。 

4、确定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价是否正确： 

(1)复核交易性金融资产计价方法，检查其是否按公允价值计量，前后期是否一致； 

(2)复核公允价值取得依据是否充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是否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科目。 

5、检查有无变现存在重大限制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有，则查明情况，并做适当调整。必

要时向相关机构发函，并确定是否存在变现限制，同时记录函证过程。 

6、检查交易性金融资产检查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二)实收资本（股本）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实收资本（股本）明细表： 

(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以非记账本位币出资的，检查其折算汇率是否符合规定，折算差额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2、检查实收资本（股本）是否真实存在： 

（1）首次接受委托的客户，取得历次验资报告，将其所载明的投资者名称、投资方式、投

资金额、到账时间等内容与被审计单位历次实收资本（股本）变动的账面记录、会计凭证及

附件等核对复印； 

（2）检查实收资本（股本）增减变动的原因，查阅其是否与公司章程、董事会纪要、补充

合同、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一致，逐笔追查至原始凭证，检查其会计处理是否

正确。注意有无抽资或变相抽资的情况，如有，应取证核实，作恰当处理： 

1)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应检查股票收回的交易活动。检查的内容包括已发行股票的登记簿、

收回的股票、银行对账单、会计账面记录等； 

2)以发放股票股利增资的，检查股东（大）会决议，检查相关增资手续是否办理，会计处理

是否正确； 

3)对于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应取得股东（大）会等资料，并审

核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4)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行权时增资，取得相关资料，检查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会计处理是

否正确； 

5)以回购股票以及其他法定程序报经批准减资的，检查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相关的法律文

件，手续是否办理，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6)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合作期间归还投资的，收集与已归还投资变动有关的公司章程、合同、

董事会会议纪要、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等资料，查明其是否合规、合法，并更新永久性档案，

并对已归还投资的发生额逐项审计至原始凭证，检查应用的折算汇率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 

（3）必要时向投资者函证实缴资本额，对有关财产和实物价值进行鉴定，以确定投入资本

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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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发行在外的股票，应检查股票的发行活动。检查的内容包括已发行股票的登记簿、募

股清单、银行对账单、会计账面记录等。必要时，可向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机构函证股票发行

的数量； 

2) 对于发行在外的股票，应检查股票发行费用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3、审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记录中有关实收资本（股本）的规定。收集

与实收资本（股本）变动有关的董事会会议纪要、股东（大）会决议、合同、协议、公司章

程及营业执照，公司设立批文、验资报告等法律性文件，并更新永久性档案。 

(三)盈余公积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盈余公积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及明细账合计数

核对是否相符。 

2、对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的发生额逐项审查至原始凭证： 

(1)审查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的计提顺序、计提基数、计提比例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2)审查盈余公积的减少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取得董事会会议纪要、股东（大）会决议，予

以核实，检查有关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检查盈余公积的列报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四)未分配利润的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利润分配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与报表数、总账数及明细账合计数核

对是否相符。 

2、将未分配利润年初数与上年审定数核对是否相符，检查涉及损益的上年审计调整是否正

确入账。 

3、获取与未分配利润有关的董事会会议纪要、股东（大）会决议、政府部门批文及有关合

同、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资料，并更新永久性档案。 

4、检查董事会会议纪要、股东（大）会决议、利润分配方案等资料，对照有关规定确认利

润分配的合法性。 

5、了解本年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情况，确定本期末未弥补亏损金额。如果已超过弥补

期限，且已因为抵扣亏损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当进行调整。 

6、检查本期未分配利润变动除净利润转入以外的全部相关凭证，结合所获取的文件资料，

确定其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7、结合以前年度损益科目的审计，检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内容是否真实、合理，注意对

以前年度所得税的影响。对重大调整事项应逐项核实其发生原因、依据和有关资料，复核数

据的正确性。 

8、检查未分配利润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检查对资产负债表日后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由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所制定利润分配方

案中拟分配的股利，是否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单独披露。 

9、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五)资本公积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资本公积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

核对是否相符。 

2、首次接受委托的单位，应对期初的资本公积进行追溯查验，检查原始发生的依据是否充

分。 

3、根据资本公积明细账，对“资本（股本）溢价”的发生额逐项审查至原始凭证： 

(1)对股本溢价，应取得董事会会议纪要、股东（大）会决议、有关合同、政府批文，追查

至银行收款等原始凭证，结合相关科目的审计，检查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注意发行股票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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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计算是否已扣除股票发行费用； 

(2)对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应取得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会议纪要、有关批文等，检

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若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应结合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检查被审计单位（合并方）取得

的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的差额计算是否正确，是

否依次调整本科目、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4)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进行减资的，检查其是否按注销的股票面值总额和所注销

的库存股的账面余额，冲减资本公积； 

(5)检查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手续费、佣金等交易费用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

将与发行权益性证券间接相关的手续费计入本账户，若有，判断是否需要被审计单位调整； 

4、根据资本公积明细账，对“其他资本公积”的发生额逐项审查至原始凭证： 

(1)检查以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被审计单位是否已按

其享有的份额入账，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处置该项投资时，应注意是否已转销与其相关的资

本公积； 

(2)以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日的公允价值

大于原账面价值的，检查其差额是否计入资本公积。处置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时，原计入资本

公积的部分是否已转销； 

(3)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持有至

到期投资的，是否按相关规定调整资本公积，检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是否相应调

整资本公积； 

(4)以权益结算的股权支付，取得相关资料，检查在权益工具授予日和行权日的会计处理是

否正确； 

(5)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条件的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

期产生的利得和损失，是否进行了正确的会计处理； 

5、收集与资本公积变动有关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会议纪要、资产评估报告等文件

资料，更新永久性档案。 

6、检查资本公积各项目，考虑对所得税的影响。 

7、记录资本公积中不能转增资本的项目。 

8、检查资本公积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9、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审计程序。 

十三、筹资的主要审计程序 

(一)短期借款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短期借款明细表： 

(1)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非记账本位币短期借款的折算汇率及折算金额是否正确，折算方法是否前后期一致。 

2、检查被审计单位贷款卡，核实账面记录是否完整：对被审计单位贷款卡上列示的信息与

账面记录核对的差异进行分析，并关注贷款卡中列示的被审计单位对外担保的信息。 

3、对短期借款进行函证。 

4、复核短期借款利息： 

(1)根据短期借款的利率和期限，检查被审计单位短期借款的利息计算是否正确；如有未计

利息和多计利息，应做出记录，必要时提请进行调整; 

(2)根据短期借款平均余额、平均利率测算当期利息费用和应付利息，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比

较，将实际的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

差异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如通过检查相关的凭证）。评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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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程序的测试结果。 

5、检查短期借款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1)检查被审计单位短期借款是否按信用借款、抵押借款、质押借款、保证借款分别披露； 

(2)检查期末逾期借款是否按贷款单位、借款金额、逾期时间、年利率、逾期未偿还原因和

预期还款期等进行披露； 

(3)对已到期的借款获得展期，应说明展期条件，新的到期日。 

6、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其他审计程序。 

(二)长期借款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长期借款明细表： 

(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减去将于一年内偿还的长

期借款后与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非记账本位币长期借款的折算汇率及折算是否正确，折算方法是否前后期一致。 

2、检查被审计单位贷款卡,核实账面记录是否完整。对被审计单位贷款卡上列示的信息与账

面记录核对的差异进行分析，并关注贷款卡中列示的被审计单位对外担保的信息。 

3、对长期借款进行函证。 

4、复核长期借款利息： 

（1）根据长期借款的利率和期限，复核被审计单位长期借款的利息计算是否正确。如有未

计利息和多计利息，应做出记录，必要时进行调整； 

（2）根据借款平均余额、平均利率测算当期利息费用和应付利息，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比较，

将实际的情况与期望值相比较，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如果其差额超过可接受的差异

额，调查并获取充分的解释和恰当的佐证审计证据（如通过检查相关的凭证）。评估分析程

序的测试结果。 

5、检查长期借款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1)被审计单位是否按信用借款、抵押借款、质押借款、保证借款分别披露。 

(2)对于期末逾期借款，是否分别贷款单位、借款金额、逾期时间、年利率、逾期未偿还原

因和预期还款期等进行披露。 

(3)被审计单位是否在附注中披露与借款费用有关的下列信息： 

1)当期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 

2)当期用于计算确定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资本化率。 

(4)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是否列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被审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或之前违反了长期借款协议,导致贷款人可随时要求清偿的

负债,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6)对已到期的借款获得展期，应说明展期条件，新的到期日。 

6、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其他审计程序。  

(三)财务费用的主要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财务费用明细表，复核其加计数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

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财务费用明细项目的设置是否符合规定的核算内容与范围，是否划清财务费用与其

他费用的界限。 

3、检查财务费用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4、根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其他审计程序。 

十四、货币资金的审计程序 

(一)库存现金的审计程序 

1、核对库存现金日记账与总账的金额是否相符，检查非记账本位币库存现金的折算汇率及



 

 27 

折算金额是否正确。 

2、监盘库存现金： 

(1)制定监盘计划，确定监盘时间； 

(2)将盘点金额与现金日记账余额进行核对，如有差异，应要求被审计单位查明原因并作适

当调整，如无法查明原因，应要求被审计单位按管理权限批准后作出调整； 

(3)在非资产负债表日进行盘点时，应调整至资产负债表日的金额； 

(4)若有充抵库存现金的借条、未提现支票、未作报销的原始凭证，需在盘点表中注明，如

有必要应作调整。（特别关注数家公司混用现金保险箱的情况。） 

3、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其他审计程序。  

(二)银行存款的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银行存款余额明细表： 

(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日记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非记账本位币银行存款的折算汇率及折算金额是否正确。 

2、取得并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1)取得被审计单位的银行存款余额对账单: 

1)银行询证函回函核对，确认是否一致，抽样核对账面记录的已付票据金额及存款金额是否

与对账单记录一致； 

2)检查银行存款账户存款人是否为被审计单位，若存款人非被审计单位，应获取该账户户主

和被审计单位的书面声明，确认资产负债表日是否需要调整。 

(2)获取资产负债表日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检查调节表中加计数是否正确，调节后银行

存款日记账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是否一致； 

(3)检查调节事项的性质和范围是否合理： 

1)检查是否存在跨期收支和跨行转账的调节事项。编制跨行转账业务明细表，检查跨行转账

业务是否同时对应转入和转出，未在同一期间完成的转账业务是否反映在银行存款余额调节

表的调整事项中； 

2)检查大额在途存款和未付票据： 

  * 检查在途存款的日期，查明发生在途存款的具体原因，追查期后银行对账单存款记录日

期，确定被审计单位与银行记账时间差异是否合理，确定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需审计调整； 

  * 检查被审计单位的未付票据明细清单，查明被审计单位未及时入账的原因，确定账簿记

录时间晚于银行对账单的日期是否合理； 

  * 检查被审计单位未付票据明细清单中有记录，但截止资产负债表日银行对账单无记录且

金额较大的未付票据，获取票据领取人的书面说明。确认资产负债表日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 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银行对账单是否完整地记录了调节事项中银行未付票据金额； 

(4)检查是否存在未入账的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 

(5)检查是否存在其他跨期收支事项； 

(6)（当未经授权或授权不清支付货币资金的现象比较突出时）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

支付异常的领款（包括没有载明收款人）、签字不全、收款地址不清、金额较大票据的调整

事项，确认是否存在舞弊。 

3、函证银行存款余额，编制银行函证结果汇总表，检查银行回函： 

(1)向被审计单位在本期存过款的银行发函，包括零账户和账户已结清的银行； 

(2)确定被审计单位账面余额与银行函证结果的差异，对不符事项作出适当处理。 

(3)关注是否存在质押、冻结等对变现有限制或存在境外的款项。是否已做必要的调整和披

露。 

4、对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条件的银行存款在审计工作底稿中予以列明，以考虑对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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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表的影响。 

5、据评估的舞弊风险等因素增加的其他审计程序。 

6、检查货币资金，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附注是否按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分别列示货币资金情况。因质押或冻结等对

使用有限制、存放在境外、有潜在回收风险的款项应单独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