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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制度于1992年建立，包括初级资格与中级(审计师)资格考试。
考试科目均为“与审计专业相关的综合知识”和“审计理论与实务”，分上、下午分别进行。
双科成绩均达到60分(含)以上为合格，可获得“初级资格”或“审计师资格”。
　　时至今日，考生人数不断增多。
鉴于考生在职考试，具有工作繁忙、时间零散的特点，我们编写了这套考点采分系列丛书。
“考点采分”的特点为：　　(1)知识考点化：对大纲要求知识的基本元素，逐个讲解，全面突破。
　　(2)考点习题化：选择题贯穿于考点之中，使考生了解出题的要点，准确把握考试精髓，一目了然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3)考试真题：提供部分历年考试真题，目的是帮助考生尽快熟悉考试形式、特点及方法，提高应
试能力和考试技巧。
　　(4)围绕大纲：考点依据考试大纲，对应相应习题，具有以点推题等特点。
　　(5)重点等级：每个考点均附有重点等级，重点等级的星数表示考试大纲要求掌握的程度，星数越
多，考点重要程度越高，考生应给予更多重视。
对提高广大考生应试水平，提高应试合格率有较强的实用性。
　　本书涉及内容广泛，虽经全体编者反复修改，但由于水平和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广
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在此也特别感谢大连天维理工信息研究所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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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应收账款的审查。
　　（1）取得应收账款明细表。
审计人员应首先要求被审计单位财会部门编制应收账款明细表。
明细表上应包括客户名称、欠款金额、拖欠时期等内容。
由于该明细表是由企业内部自行编制的，因此对其独立性、可信性要加以证实。
审计人员应对明细表总数进行验算，与应收账款总账和报表进行比较，如果三者金额不一致，则要求
财会部门找出差异存在之处及原因。
　　（2）运用分析性复核方法加以分析。
审计人员应运用分析性复核程序，分析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的变动，验证其是否合理。
具体做法是：分析应收账款周转率（赊销额与平均应收账款净额的比率）或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每个
主要客户的平均余额、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百分比、应收账款账龄、坏账准备占应收账款的百分比
、坏账费用占赊销净额的百分比；将本期应收账款的余额与上年度相比，了解其变动趋势；将本期期
末应收账款占本期销售金额的比例，与上年度期末应收款项占上年度销售金额的比率相比较；或将本
期赊销收入净额占平均应收账款金额的比率与上年相比。
通过分析比较，根据其比率及其趋势变化，从中找出不符合正常规律变动的情况，从而抓住进一步审
核的重点。
　　（3）函证应收账款。
审查应收账款是否真实、正确，由I【A．财务主管 B．出纳人员 C．审计人员 D．销售人员】直接向
债务单位函证是最重要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
这种函证是对客户是否存在，以至资产是否存在的最好证实。
函证的范围和对象视应收账款内部控制的可靠性、函证方式、以前函证结果、应收账款的重要性而定
。
对于金额较大，拖欠时间较长的应收账款要作为必须函证的项目。
如果内部控制有缺陷，以前函证发现重大差异或采用否定式函证，则增大函证范围和数量。
　　向债务单位的函证过程均由审计人员控制，函证方法有：　　①肯定式（或称积极式）函证，即
向债务单位发函后，请债务单位必须向审计人员回函，答复询证函上所列示的金额是否正确；　　②
否定式（或称消极式）函证，即向债务单位发函后，请债务单位仅在结欠金额有错误的情况下回函审
计人员。
　　在审计工作中，两种方式可以结合使用，比如对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和有理由相信欠款可能会存
在争议、差错等问题的可采用肯定式，对应收账款金额较小、有关内部控制有效、预计差错率较低、
审计人员认为被函证人能认真处理询证函的可采用否定式。
在采用肯定式函证方法时，如未能收到对方的回函，则应继续发函或派专人前。
往调查，如果债务单位的复函与账列欠款额有重大差异的，也应作进一步调查。
　　当审计人员收到所有调查回函后，应编制应收账款调查汇总表，将表中数字与应收账款明细账、
总账核对，以查明应收账款余额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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