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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82321 总学时 64 学时 学分 4学分

课程名称 审计

课程英文名称 Auditing

适用专业 会计学

开课部门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审计是为会计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属专业必修课程。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能掌握现代审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企业的业务

活动，熟悉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在审计实务中的应用，并通过一定的实务操

作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的审计基本理论知识、审计技术和方法、职业判断能力等

专业素养，为将来从事国家审计、内部审计或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工作，或进一

步从事审计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知识目标：掌握职业道德、法律责任、审计目标、审计证据、审计重要性、

审计风险、审计抽样、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错报、审计差异、审计意见等知识

内容。

技能目标：应具备如下基本技能：(1)分析职业道德概念框架对会员的作用；

(2)分析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承担的依据；(3)分析财务报表审计的总目标，以及

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需求；(4)分析审计证据的特性，以及如何获取审计证

据；(5)分析识别审计重要性的评估方法；(6)分析被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和注

册会计师的检查风险，掌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的关系；(7)分析常用的抽样方法

和审计程序中抽样技术的运用；(8)掌握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程序，分析需要特

别考虑的重大错报风险；(9)分析重大错报风险的总体应对措施和进一步审计程

序；(10)分析审计中的重大发现，评价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错报；(11)掌握编制审

计差异调整表、试算平衡表的方法；(12)分析审计意见的类型及各自的适用情形

与表述方法。

方法目标：应学会运用如下方法工具：(1)审计风险模型；(2)注册会计师职



2

业道德概念框架；(3)重要性水平的确定方法；(4)审计抽样的方法和步骤；(5)

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方法；(6)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方法；(7)针对评估的

重大错报风险确定的总体应对措施；(8)各业务循环的审计方法；(9)汇总审计差

异的方法；(10)编制审计差异调整表的方法；(11)编制试算平衡表的方法；(12)

审计意见的类型及决策方法。

能力目标：形成业务分析能力、数据分析能力、风险判断能力、决策执行能

力、沟通协调能力、书面写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各项能力。

课程思政目标：

（1）爱国、守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注册会计师职业中的应用。

（3）培养诚信、独立、客观公正、良好的职业行为等职业素养与能力。

（4）培养学生的唯物辩证思维，用全局的，发展的思维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5）培养学生脚踏实地、扎实苦干、敬业奉献精神以及对工作专注执着、

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教学内容一 概论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审计的基本概念

审计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审计的概念、类别与审计方法的演进

第二节 审计监督体系

审计监督体系；注册会计师审计与政府审计的关系；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单位

内部审计的关系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审计的起源与发展；

理解：审计监督体系；

掌握：审计的概念；审计的类别、审计方法。

2.教学内容二 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诚信、独立性、客观和公正、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

注、保密、良好职业行为

第二节 职业道德概念框架

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内涵；对遵循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及

防范措施；道德冲突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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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律责任

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逐步拓展的社会原因

和表现形式；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中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包括涉及民事责任的规定、

涉及行政责任的规定、涉及刑事责任的规定；相关司法解释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逐步拓展的社会原因和表现形式；中国相关法律

法规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

理解：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内涵；《司法解释》的若干重要规定；

掌握：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对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不利影响因素及防范措施；

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

3.教学内容三 审计目标与审计过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财务报表审计的总体目标与审计工作前提

财务报表审计的总体目标；评价财务报表的合法性；评价财务报表的公允性；

财务报表审计的作用和局限性；审计工作前提

第二节 执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

职业怀疑；职业判断；审计的固有限制

第三节 管理层认定与具体审计目标

管理层认定的含义；与交易和事项相关的认定；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

与列报和披露相关的认定

第四节 审计过程

接受业务委托；计划审计工作；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

程序；完成审计工作和编制审计报告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财务报表审计过程；执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

理解：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需求；管理层认定与具体审计目标的关系；

掌握：财务报表审计的总体目标；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划分；管理层认定。

4.教学内容四 审计证据与审计工作底稿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的含义；审计证据的充分性与适当性；获取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

函证

第二节 审计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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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底稿的含义、编制目的与总体要求；审计工作底稿的性质、格式、

要素和范围；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及变动；审计工作底稿的

复核；

理解：审计工作底稿的格式、内容和要素；

掌握：审计证据的含义及特性；获取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审计工作底稿的

含义、编制目的和总体要求。

5.教学内容五 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审计重要性

重要性的含义；重要性水平的确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审计过程中对重要

性的修改

第二节 审计风险

审计风险的含义及其模型；被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的检查风

险；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的关系

第三节 评价错报的影响

错报的含义及其种类；对审计过程识别出的错报的考虑；评价未更正错报的

影响

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审计过程中对重要性的修改；评价错报的影响。

掌握：审计重要性概念；计划阶段重要性的确定；审计风险的含义及模型；

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的关系。

6.教学内容六 审计抽样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审计抽样概述

审计抽样的含义、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第二节 审计抽样的基本原理和步骤

样本设计阶段；选取样本阶段；评价样本结果

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掌握：审计抽样的含义；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审计抽样的基本原理和步

骤。

7.教学内容七 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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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风险评估概述

审计风险准则的特点；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必要性；风险评估程序；

信息来源；项目组内部讨论

第二节 了解被审单位及其环境

了解相关行业状况、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及其他外部因素；被审单位的性质；

被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被审单位的目标、战略以及可能导致重大错

报风险的相关经营风险；对被审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被审单位的内部控

制

第三节 了解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的含义和要素；与审计相关的控制；了解内部控制的步骤；内部控

制的局限性；在整体层面了解内部控制；在业务流程层面了解内部控制

第四节 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识别两个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审计程序；控制环境对

评估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控制对评估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影

响；考虑财务报表的可审计性

第五节 针对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总体应对措施

总体应对措施；增加审计程序不可预见性的方法；总体审计方案

第六节 针对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含义、要求、性质、时间和范围；控制测试的含义、要求、

性质、时间和范围；实质性程序的含义、要求、性质、时间和范围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审计风险准则的特点；风险评估程序、信息来源以及项目组内部的讨

论；

理解：控制测试；实质性程序；

掌握：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评估重大错

报风险；总体应对措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8.教学内容八 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特性

销售与收款循环的主要业务活动；主要凭单；会计记录

第二节 内部控制及控制测试

销售交易的内部控制目标、关键内部控制与控制测试；收款交易的内部

控制目标、关键内部控制与控制测试



6

第三节 销售与收款交易的实质性程序

销售与收款交易的实质性分析程序；销售交易的细节测试；收款交易的细节

测试；营业收入的实质性程序；应收账款的实质性程序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财务报表审计的组织方式，包括账户法和循环法；业务循环与主要财

务报表项目对应关系；

理解：销售与收款循环的主要单证及会计记录；销售与收款循环的主要业务

活动；

掌握：销售交易的内部控制；收款交易的内部控制；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控制

测试；销售与收款交易的实质性程序；营业收入的实质性测试；应收账款的实质

性测试。

9.教学内容九 采购与付款循环审计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采购与付款循环的特性

采购与付款循环的主要业务活动；采购与付款循环的主要凭单、会计记录

第二节 内部控制及控制测试

采购交易的内部控制目标、关键内部控制与控制测试；付款交易的内部控制；

固定资产的内部控制

第三节 采购与付款交易的实质性程序

采购与付款交易的实质性分析程序；交易的细节测试；余额的细节测试；应

付账款的实质性程序；固定资产的实质性程序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财务报表审计的组织方式，包括账户法和循环法；业务循环与主要财

务报表项目对应关系；

理解：采购与付款循环的主要单证及会计记录；采购与付款循环的主要业务

活动；

掌握：采购交易的内部控制；付款交易的内部控制；采购与付款循环的控制

测试；采购与付款交易的实质性程序；固定资产的实质性测试；应付账款的实质

性测试。

10.教学内容十 存货与生产循环审计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存货与生产循环的特性

存货与生产循环的主要业务活动；存货与生产循环的主要凭单、会计记录

第二节 内部控制及控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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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会计制度的内部控制目标、关键内部控制与控制测试；控制测试包括直

接材料成本控制测试、直接人工成本控制测试、制造费用控制测试和生产成本在

当期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分配的控制测试四项内容

第三节 生产与存货交易的实质性程序

生产与存货交易的实质性分析程序；生产与存货交易的细节测试；存货余额

的细节测试；存货的实质性程序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不同行业类型的存货性质；

理解：生产与存货循环的主要单证及会计记录；生产与存货循环的主要业务

活动；

掌握：生产与存货交易的内部控制；生产与存货交易的控制测试；生产与存

货交易的实质性程序；存货的实质性测试。

11.教学内容十一 货币资金审计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货币资金审计概述

货币资金的主要凭证和会计记录；货币资金内部控制

第二节 库存现金审计

库存现金审计目标；库存现金内部控制的测试；库存现金的实质性程序

第三节 银行存款审计

银行存款审计目标；银行存款的控制测试；银行存款的实质性程序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货币资金与交易循环的关系；现金和银行存款的管理；

理解：货币资金涉及的主要凭证和会计记录；库存现金内部控制的特点；银

行存款内部控制的特点；

掌握：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库存现金的控制测试；银行存款的控制测试；

库存现金的实质性程序；银行存款的实质性程序。

12.教学内容十二 审计报告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完成审计工作

评价审计中的重大发现；汇总审计差异；复核审计工作底稿和财务报表；评

价独立性和道德问题

第二节 其他事项审计

期初余额的审计目标、审计程序、审计结果对审计报告的影响；期后事项的

种类；对不同时期期后事项的审计责任与审计程序；期后事项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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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事项的审计程序；考虑持续经营假设的重要性；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对持续

经营能力的责任；风险评估程序中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考虑；评价管理层对持续经

营能力做出的评估；持续经营假设对审计报告的影响；对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

管理层书面声明

第三节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的含义及作用；审计意见的形成；审计报告的类型；审计报告的基

本内容；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非标准审计报告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比较信息和含有已审计财务报表文件的其他信息；

理解：期初余额审计；持续经营审计；或有事项审计；获取管理层声明；在

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对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

掌握：完成审计工作；期后事项；审计报告的意义；审计意见的形成和审计

报告的类型；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标准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报告。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教学内容一 概论 4 0 0 4 0

2.教学内容二 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 4 0 0 4 0

3.教学内容三 审计目标与审计过程 4 0 0 4 0

4.教学内容四 审计证据与审计工作底稿 6 0 0 6 0

5.教学内容五 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 4 0 0 4 0

6.教学内容六 审计抽样 4 0 0 4 0

7.教学内容七 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 8 0 0 8 0

8.教学内容八 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 8 0 0 8 0

9.教学内容九 采购与付款循环审计 4 0 0 4 0

10.教学内容十 存货与生产循环审计 4 0 0 4 0

11.教学内容十一 货币资金审计 4 0 0 4 0

12.教学内容十二 审计报告 10 0 0 10 0

合 计 64 0 0 64 0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1. 本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并进行一定的手工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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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讲解。

2. 为达到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效果，要求学生对课程内容补充课外学时

进行熟悉和理解，课程内外学时比为 1:1。

3. 本课程在考核方式中，针对不同章节、不同环节的课程内容以习题的形

式设置相关作业，期末按各次作业成绩平均计算得分。平时作业强调独立完成不

能抄袭，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的体现。期末考试中加强对课程思政目标

内容的考核，比如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用全局联系发展的唯物辩证思维评估

重大错报风险。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审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 年，ISBN 号：

9787522303338。

2.参考资料

（1）《审计学：一种整合方法》（第 15 版），[美]阿尔文·A·阿伦斯（Alvin

A．Arens）等著，中国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ISBN 号：9787300168289

（2）《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财政部，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年，ISBN

号：9787509572443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考勤 5%

平时作业 25%

期中考试 10%

期末考试 60%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大纲执笔人：陈旭霞

大纲审核人：王志亮 何丽梅

开课系主任：王志亮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陶晓波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