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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3 号——

分析程序》应用指南 

（2023 年 4 月 4 日修订） 

 

一、分析程序的定义（参见本准则第三条） 

1．在实施分析程序时，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将被审计单位的财

务信息与下列信息进行比较： 

（1）以前期间的可比信息； 

（2）被审计单位的预期结果，如预算或预测等，或注册会计师

的预期数据，如折旧的估计值； 

（3）可比的行业信息，例如，将被审计单位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销售收入/应收账款）与行业平均水平或与同行业中规模相近的其

他单位的可比信息进行比较。 

2．在实施分析程序时，还需要考虑下列关系： 

（1）财务信息要素之间的关系（根据被审计单位的经验，预期

这种关系符合某种可预测的规律，如毛利率）； 

（2）财务信息和相关非财务信息之间的关系，如工资成本与员

工人数的关系等。 

3．注册会计师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实施分析程序。这些方

法包括从简单的比较到使用高级统计技术的复杂分析。分析程序可以

应用到合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以及财务信息的单个要

素。在实务中，可使用的方法主要有趋势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合理

性测试法和回归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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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质性分析程序（参见本准则第五条） 

4．注册会计师在认定层次实施的实质性程序可以是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程序，或两者的结合。在确定实施何种审计程序（包括是

否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时，注册会计师需要判断各种可供使用的审

计程序在将认定层次的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时的预期效果

和效率。 

5．注册会计师可以向管理层询问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所需信息

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以及被审计单位实施这种程序的结果。如果注

册会计师确信管理层编制的分析数据是适当的，则使用管理层编制的

这种数据可能是有效的。 

（一）实质性分析程序对于特定认定的适用性（参见本准则第五

条第（一）项） 

6．实质性分析程序通常更适用于在一段时期内存在预期关系的

大量交易。分析程序的运用建立在这种预期的基础上，即数据之间的

关系存在且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继续存在。然而，某一分析程序的适

用性，取决于注册会计师评价该分析程序在发现某一错报单独或连同

其他错报可能引起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时的有效性。 

7．在某些情况下，不复杂的预测模型也可以用于实施有效的分

析程序。例如，如果被审计单位在某一会计期间对既定数量的员工支

付固定工资，注册会计师可利用这一数据非常准确地估计出该期间的

员工工资总额，从而获取有关该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审计证据，并降

低对工资成本实施细节测试的必要性。一些广泛认同的行业比率（如

不同类型零售企业的毛利率）通常可以有效地运用于实质性分析程

序，为已记录金额的合理性提供支持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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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同类型的分析程序提供不同程度的保证。例如，根据租金

水平、公寓数量和空臵率，可以测算出一幢公寓大楼的总租金收入。

如果这些基础数据得到恰当的核实，上述分析程序能提供具有说服力

的证据，从而可能无需利用细节测试再作进一步验证。相比之下，通

过计算和比较毛利率，对于某项收入数据的确认，可以提供说服力相

对较弱的审计证据，但如果结合实施其他审计程序，则可以提供有用

的佐证。 

9．对特定实质性分析程序适用性的确定，受到认定的性质和注

册会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影响。例如，如果针对销售订单处理

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对与应收账款相关的认定，注册会计师可能更

多地依赖细节测试，而非实质性分析程序。 

10．在针对同一认定实施细节测试时，特定的实质性分析程序也

可能视为是适当的。例如，注册会计师在对应收账款余额的计价认定

获取审计证据时，除了对期后收到的现金实施细节测试外，也可以对

应收账款的账龄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以确定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特殊考虑 

11．在企业财务报表审计中，传统上考虑的各财务报表项目之间

的关系，在政府部门或其他非企业公共部门实体的审计中往往是不相

关的。例如，在很多公共部门实体中，收入与支出之间几乎没有直接

关系。另外，由于资产的购臵支出可能不予资本化，购臵资产（如存

货和固定资产）的支出与在财务报表中这些资产的金额之间可能没有

关系。同时，用于比较目的的行业数据或统计数据可能无法在公共部

门获取。然而，其他数据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关的，如每公里公路建

设成本的差异，或者购买车辆的数目与报废车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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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的可靠性（参见本准则第五条第（二）项） 

12．数据的可靠性受其来源和性质的影响，并取决于获取该数据

的环境。因此，在确定数据的可靠性是否能够满足实质性分析程序的

需要时，下列因素是相关的： 

（1）可获得信息的来源。例如，从被审计单位以外的独立来源

获取的信息可能更加可靠； 

（2）可获得信息的可比性。例如，对于生产和销售特殊产品的

被审计单位，可能需要对宽泛的行业数据进行补充，使其更具可比性； 

（3）可获得信息的性质和相关性。例如，预算是否作为预期的

结果，而不是作为将要达到的目标； 

（4）与信息编制相关的控制，用以确保信息完整、准确和有效。

例如，与预算的编制、复核和维护相关的控制。 

13．当针对评估的风险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时，如果使用被审计

单位编制的信息，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考虑测试与信息编制相关的控

制（如有）的有效性。当这些控制有效时，注册会计师通常对该信息

的可靠性更有信心，进而对分析程序的结果更有信心。对与非财务信

息相关的控制运行有效性进行的测试，通常与对其他控制的测试结合

在一起进行。例如，被审计单位对销售发票建立控制的同时，也可能

对销售数量的记录建立控制。在这些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可以把两者

的控制有效性测试结合在一起进行。或者，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该信

息是否需要经过测试。《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

证据》及其应用指南对注册会计师确定针对实质性分析程序所使用的

信息实施的审计程序作出了规定并提供了指引。 

14．无论注册会计师是在期末对财务报表审计时实施实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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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还是在期中实施并计划针对剩余期间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本

指南第12段第（1）项至第（4）项的规定均适用。《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规

定了期中实施实质性程序的有关要求。 

（三）评价预期值的精确程度（参见本准则第五条第（三）项） 

15．在评价预期值是否足以精确确定一项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

报可能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时，注册会计师考虑的相关事项包

括： 

（1）对实质性分析程序的预期结果作出预测的精确性。精确性，

也称精确度，是指对预期值与真实值之间接近程度的度量。分析程序

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注册会计师形成的预期值的精确性。预

期值的精确性越高，注册会计师通过分析程序获取的保证水平将越

高。例如，与酌量费用（如研究开发或广告费用）相比，注册会计师

预期各期的毛利率更具有稳定性。 

（2）信息可分解的程度。信息可分解的程度是指用于分析程序

的信息的详细程度，如按月份或地区分部分解的数据。通常，数据的

可分解程度越高，预期值的准确性越高，注册会计师将相应获取较高

的保证水平。当被审计单位经营复杂或多元化时，分解程度高的详细

数据更为重要。例如，与对整体财务报表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相比，

对单个经营部门的财务信息或某个多元化经营的财务报表组成部分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可能更有效。 

（3）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可获得性。例如，在设计实质性

分析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可能考虑是否可以获得财务信息（如预算和

预测）及非财务信息（如已生产或已销售产品的数量），以有助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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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质性分析程序。如果信息是可以获取的，如本指南第12段和第13

段所述，注册会计师仍可能需要考虑信息的可靠性。 

（四）已记录金额与预期值之间可接受的差异额（参见本准则第

五条第（四）项） 

16．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已记录金额与预期值之间可接受的，且无

需作进一步调查的差异额时，受重要性和计划的保证水平的影响。在

确定该差异额时，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一项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

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

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规定，注册会计师评估的风险越高，需要获取

越有说服力的审计证据。因此，为了获取具有说服力的审计证据，当

评估的风险增加时，可接受的、无需作进一步调查的差异额将会降低。 

三、有助于形成总体结论的分析程序（参见本准则第六条） 

17．按照本准则第六条的规定，在临近审计结束时设计和实施分

析程序是为了佐证在审计财务报表各个组成部分或各个要素过程中

形成的结论。分析程序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形成合理的结论，作为审计

意见的基础。 

18．实施分析程序的结果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识别出以前未识

别的重大错报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 

号——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要求注册会计师修正重大错报风

险的评估结果，并相应修改原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19．按照本准则第六条的规定实施的分析程序，可能与用作风险

评估程序的分析程序类似。 

四、调查分析程序的结果（参见本准则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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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考虑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和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体系的了解以及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其他审

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评价管理层的答复，获取与答复相关

的审计证据。 

21．如果管理层不能提供解释，或注册会计师结合与管理层答复

相关的审计证据认为管理层的解释不充分，则可能需要实施其他审计

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