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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鸡 资产负债和 揖 益 审计

吴焕亮 夏循福

目前
,

我国 已经实施新的财 务 会 计 制

度
,

采用国际通用的
“

资产 负债 所有者

权益
”

的会计平衡公式和国际通用的以资产

负债表和损益 表 为 代 表的财务报告体系
,

这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 此 相 适

应
,

审计署提出要改革企业审计方法
,

开展

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
。

这项工作 刚 开 始 起

步
,

有一系列 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探讨
,

在实践中摸索
。

下面拟就有关资产负债和损

益审计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

一
、

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的目的

我们认为
,

开展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有

以下几个 目的

检查企业是否遵宁国家财经 法规
,

正确处理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 系
,

保证

国家财政收入 的稳定增 长
。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一系列改革
,

加上

新的财会制度的实施
,

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基本上规范化
,

简化成了交税激利关系
。

因此
,

与原先的财务收支审计一样
,

企业资

产负债和损益审计的首要 目的
,

还是要检查

企业是否遵守国家财经法规 无论是检查资

产
、

负债的真实性
,

还是检查损 益 的 真 实

性
,

其最终目的仍是检查企业能否正确处理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

各项应作为当

期损益的事项
,

如资产的盘盈
、

盘亏
,

应收

帐款的呆帐
、

坏帐
、

收入
、

成本等
,

是否按

规定列为当期损益
,

有无少报或多报损益的

问题
,

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不至流失
。

检查资产 的保位
、

增位 , 保证 国有

资产的完整性 及有效使用

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国家
,

经营权
、

管

理权属企业
,

企业受托对国有资 产 进 行 经

营
、

管理
,

企业对国家除了承担一定的经济

责任外
,

还要管好
、

保护好国有资产
。

开展

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
,

就是要检查国有资产

的保值
、

增值情况
,

保护国有资 产 的 完 整

性
、

有效性
,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或损坏
,

并

且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得到增值
。

评价企业 的经 营状 况
,

保护投资者

利益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

投资渠

道越来越多元化
,

不仅企业
、

银行
、

个人可

以作为投资者
,

而且国家与企业之间也逐渐

演变成了一种投资关系
,

因而被投资企业的

经营状况
、

经营业绩如何
,

是投资者关心并

作出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

通过资产负

债和损益审计
,

评价企业的经营状况
,

可以

向各方面的投资者提供有关决策的依据
,

让

投资者随时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
,

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
。

二
、

资产负债和摄益审计的内容

资产负债和损益状况反映着企业生产经

营的全貌
,

对企业资产负债和损 益 进 行 审

计
,

要结合审计目的
,

对涉及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及收支
、

利润的全部组成内容进

行审计
。

具体来说
,

要审计真实性
、

合规性

和保全性三个方面的内容

真实性审计
。

包括资产 真 实 性 审

计
,

即主要审计帐上所列固定资产
、

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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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是否真实
,

帐实是

否相符
,

有无弄虚作假现象
,

有无帐外或虚

列资产情况
,

资产的计价是否合理

负债真实性审计
,

即主要审计流动负债
、

长

期负债的真实性
,

是否按实际发生额记帐
,

有无帐外负债或隐瞒负债的现象 损

益真实性审计
,

即主要审计营业收入
、

营业

外收入
、

成本费用
、

营业外支出
、

长期投资

损益和收益分配的真实性
,

是否按实际发生

额入帐
,

有无虚列或少计收入
、

支出和投资

损益的情况
。

合规性审计
。

包括 资产合规

性审计 即审查固定资产盘盈
、

盘 亏
、

报

废
、

转让
、

毁损发生的净损益是否按规定计

入当期损益
,

固定资产的计价是否合理
,

折

旧的计算是否合规
,

流动资产的盘盈
、

盘亏

以及过时
、

变质
、

毁损等需要报废削价处理

的是否及时处理
,

计入当期损益
,

坏帐冲销

是否符合界定标准
、

帐务处理是否合规
,

无

形资产
、

递延资产是否按规定的方法和期限

摊销
,

等等 负债合规性审计
。

即审

查有无将已实现的营业
、

营业外收入隐匿在

负债中
,

不计入当期损益
,

有无多提或少提

预提费用的情况
,

归 还长期负债的本息是否

合规
,

有无将筹建期间发生的负债利息计入

本期费用
,

支出外币的折合差额 和 汇 兑 损

益
,

列入当期损益是否合规 所有者

权益合规性审计
。

即 审查每个投资者投入

的资本是否按规定如期入帐
,

盈余公积金的

提取是否符合规定 损益 合 规 性 审

计
。

即主要审查收入的确定是否符合权责发

生制原则
,

制造成卞的计算和归集是否符合

配比原则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的开支是否符合成本开支范围
,

有无降低或

提高开支标准的现象
,

长期投资 分 得 的 利

润
、

股息和股利是否作为投资收入计入当期

损益
,

利润分配是否符合规定
,

各项税收的

计算是否正确
,

等等
。

保 全性 审计
。

包括 固定资产

保全性审计
。

即审查固定资产是否保值
,

有

无毁损
、

丢失现象
,

有效性程度如何
,

有无

拼设备不进行技术改造的现象
,

还要审计固

定资产的增值情况
,

看企业是否只注重固定

资产的维护
、

保养
,

而不进行新的投资等

存货保全性审计
。

即审查存货有无毁

损
、

丢失
、

变质等现象
,

是否存在存货的成

本高于现价的潜亏问题 资本金保全

性审计
。

即审查企业新筹集的资本金是否存

在随意抽走的现象
,

转让是否合法

无论是真实性
、

合规性审计
,

还是保全

性审计
,

都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 一是围绕

影响当期损益的中心开展审计工作
,

如资产

的盘盈
、

盘亏
、

毁损
、

报废
、

销售收入
、

成

本等方面 二是围绕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中

心开展审计工作
,

如应收帐款是否真实
、

有

无呆帐
、

坏帐
,

负债是否真实
,

有无隐瞒负

债
、

流动资产是否存在潜亏等
。

三
、

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的方法

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与审计机关原先一

直重点开展的财务收支审计在审计的内容上

有所变化
,

因而在审计方法上也有所不同
。

具体表现在

要进行 内控制度测试
。

资产负债和

损益审计涉及的范围 比较广泛
,

特别是对资

产
、

负债的审计
,

工作量 比较大
,

应首先对

企业的各项内控制度进行符合性测试
,

决定

内控制度的可依赖程度
,

从而确定随后进行

实质性测试的重点和审计抽查的规模
。

对内

控制度的测试
,

一是测试内控制 度 的 健 全

性
,

看企业是否有健全的内控制度
,

二是测

试内控制度的有效性
,

看企业建立的各项内

控制度是否真正在发挥作用
。

有些企业虽然

内控制度 比较健全
,

但在实际工作中并不严

格执行或根本不予执行
。

对这类企业
,

要尽

可能进行全面审计
。

要进行帐 面审阅检查
。

主 要 是 检

查
、

核对企业各项资产的有关帐表
,

看是否

帐帐
、

帐表相符
,

各项帐务处理是否合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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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这种帐面检查既是为了发现 存 在 的 问

题
,

又是为资产的进一步审计打好基础
。

要对 贡产进行部分 实地 盘存
,

确 定

资产 的 实存性
。

由于大 多数企业在年终都进

行了资产盘点
,

再加上工作量大
,

审计时问

有限
,

因而我们认为审计人员不宜再进行全

面盘存
,

而应该根据测试内控制度的结果和

帐面检查情况
,

对可能存在问题的部分资产

进行实地盘点
。

且重点要对那些流动性大
、

容易毁损
、

丢失
、

被盗的及租赁的资产进行

盘点
。

通过盘点
,

核实企业资产帐存数与实

存数之间的差异
,

进而对企业的资产管理状

况
、

国有资产的完整性进行评价
。

要审查企业的应收
、

应付款项是否

真实
,

看帐表是否一致
,

必要时进行询证
、

函证 重点是检查应收帐款中有无 坏帐
,

有

无 随意核悄应收款项 列 为坏帐损 失
,

有无 将

收入作为应付款挂帐等问题
。

要调 整有关帐 目 ,

并在此基拙上 客

观分析企业资产 负债和损 益状 况
、

营运能 力

和盈利能力
, 以 便 为企业 的利 害关 系人和国

家的 宏观调控部 门提供 企业真 实
、

可 靠的 信

息
。

四
、

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的报告模式

由于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与财务收支审

计在审计内容
、

目的上有变化
,

因而审计报

告模式也有所不同
。

具体来说
,

其审计报告

应分成以下几部分

基本情况
。

主要介绍企业全年的基

本生产经营情况
、

审计的范围和采用的基本

审计方法等

资产 负债和损 益方 面 的审计情况
。

这部分又分为 资产情况
,

主要说明

企业固定资产
、

流动资产等的帐存数量
,

经

过审计查出的盘盈
、

盘亏
、

毁损等情况
,

经

过调整
、

企业资产实际数量是多少
,

固定资

产保值
、

增值情况和流动资产的潜亏情况
,

以及企业在资产管理及帐务处理方面存在的

一些问题 负债情况
,

主要说明企业

负债方面的情况 损益情况
,

主要反

映通过损益审计
,

发现的少交税金
、

少计或

隐瞒收入
、

少转或多转
、

挤列成本等违反财

经纪律方面的问题 其他情况
,

主要

报告除 述三个方面以外的情况
,

如少交
、

漏交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

预算调节基金

和投资方向调节税
、

奖金税等方面的情况
。

处理意见及评价 处 理 意

见
,

主要反映如何对审计出来的违纪问题进

行处理的意见 评价
,

即根据审计调

整后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
,

结合审计中发现

的问题
,

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
,

具体

包括分析资产负债率
、

流动比率
、

速动比率
、

应收帐款周转率
、

存货周转率
、

资本金利润

率
、

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
。

五
、

开展资产负债和摄益审计有待解决

的问题

资产负债和损益审计刚刚起步
,

因而还

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

目前较突出的有

资产盘盈
、

盘亏等的处理 问题
。

在

对资产进行审计的过程中
,

肯定会发现资产

盘盈
、

盘亏和毁损问题
。

根据新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

审计部门对此没有处理权
,

要经

过财政部门批准后
,

才能按不同的原因进行

相应的处理
,

但均要计入当期损益
。

这样
,

就带来 了一个问题
,

审计部门经过大量的工

作
,

不能进行处理
,

调整当年损益
,

从某种

程度上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
,

如何解决好这

个问题
,

需要研究探讨
。

固定资产增值
、

保值 问题
。

什么叫

固定资产增值
、

保值
,

我们相信
,

不能仅从

字面上理解
,

不是数字的简单相加减
,

应有

更深刻的内涵
,

如何衡量
、

计算固定资产保

值
、

增值
,

是否建立统一的考核指标和计算

方法
,

现在不得而知
。

因此
,

有关部门应抓

紧制定有关固定资产保值
、

增值的规定
,

明

确保值
、

增值的概念
,

确定衡量标准
、

考核指

标和计算公式
,

以便顺利地开展审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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