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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业务结构的日益复杂化，企业所面临的税务风险不断加剧。企业税务风险

的控制机制必须建立在对税务风险充分识别的基础之上，因此，税务风险的识别将成为企业进行税务风险控制的首要环节。

本文将借鉴审计抽样理论，提出了抽样分析方法在企业税务风险识别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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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分析在税务风险识别中的运用

一、抽样分析的基本原理

以审计抽样为理论基础的税务抽样在企业规模扩大和经

营复杂程度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在合

理的时间内以合理成本完成税务风险识别提供了必要的技术

手段。税务风险识别抽样旨在帮助税务风险管理部门确定实

施检测事项的范围，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保证企业税务风

险的最小化。笔者拟对税务风险的识别分两步进行：第一步，

税务控制测试；第二步，税务细节测试。

在税务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中，我们将着重依赖分层抽

样技术。分层抽样，也叫类型抽样，就是将总体单位按其属性

特征分成若干类型或层，然后在类型或层中随机抽取样本单

位。抽样的特点是：由于通过划类分层，增大了各类型中单

位间的共同性，容易抽出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该方法适

用于总体情况复杂，各单位之间差异较大，单位较多的情况。

分层抽样技术的使用将大大提高税务风险识别中抽样的有

效性。

二、审计抽样在税务控制测试中的运用

根据审计原理，在控制测试中应用审计抽样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发现抽样，即在控制高度有效的前提下使用。在检查样

本时，一旦发现一个偏差立即停止抽样。如果在样本中没有发

现偏差，则可以得出总体偏差率可以接受的结论。另一种是属

性估计抽样，用以估计被测试控制的偏差发生率，或控制未有

效运行的频率。本文仅结合案例对第二种方法进行介绍。

1. 控制运行有效性的评估。在进行控制测试前，税务风

险管理部门需要对企业税务风险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评

估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控制测试的性质和范围，并且该结果也

将与最后测试得出的数值进行比较以确定两者差值与可容忍

偏差率之间的关系。可容忍偏差率，指的是拟对存在控制的信

赖程度与实际控制运行有效性之间的偏差。信赖过度风险是

指将税务风险识别用于控制测试时，推断的控制有效性高于

其实际有效性的风险，而信赖过度在通常情况下会成为企业

税务控制风险的主要来源。税务风险管理部门需要根据上一

年的纳税情况并且结合自身经验对企业的了解对预计总体偏

差率进行评估。可容忍偏差率和计划评估的控制有效性之间

的关系见下表：

2. 样本规模的确定。实施控制测试时，可以使用统计抽

样或非统计抽样。在统计抽样中，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可以使用

样本量表确定样本规模。样本规模的大小由三个因素构成：可

容忍偏差率，预计总体偏差率，信赖过度风险。下表示例了在

控制测试中确定的可接受信赖过度风险为10%时所使用的样

本量表。例如：当税务风险管理部门确定可接受信赖过度风险

为10豫，可容忍偏差率为7%，预计总体偏差率为1.75%的情况

下所需样本规模为55。

3. 样本选取。根据样本规模的大小在总体样本中进行系

统抽样，抽取出符合要求的样本单据。（本文中的有效单据包

括凭证、销售发票等）

4. 评价样本结果。本文将使用统计公式对样本结果进行

评价。总体偏差率上限越风险系数/样本量。假设税务风险管

理部门对56个项目实施了既定的检查程序，且未发现偏差，则

在既定的可接受信赖过度风险下，根据样本结果计算总体最

大偏差率为：总体偏差率上限越风险系数/样本量越2.3/56越4.1豫

（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为10%，且偏差数量为0，在下表中查

得风险系数为2.3）。

计划评估的控制有效性

高

中

低

最低

可容忍偏差率渊近似值袁豫冤

3 耀7

6 耀 12

11 耀20

不进行控制测试

表 1 可容忍偏差率和计划评估的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可容忍偏差率渊豫冤

4

132

132

5

77

105

6

64

64

7

55

55

2 3预计总体偏差率渊豫冤

1.5

1.75

表 2 控制测试统计抽样样本规模———信赖过度风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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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对可容忍偏差率的确定为7%，高于实

际测试出的偏差率，证明该企业税务风险控制情况良好，税务

风险管理部门可以暂不对所有涉税凭证进行细节测试，并且

得出该企业涉税风险低的结论。倘若实际测出的可容忍偏差

率高于7%，则税务风险管理部门需要扩大控制测试的样本规

模以获取税务风险控制有效性的结论，同时应当进行细节测

试并对发现的错误及时纠正。

三、审计抽样在税务风险细节测试中的运用

1. 税务风险识别细节测试样本规模的确定。

样本规模=总体账面金额/可容忍错报伊保证系数

2. 税务风险识别细节测试样本选取与检查程序。在具体

审核企业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上，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应当着

重关注企业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纳税处理。以A生产型企

业为例，该企业2011年的营业收入总额共计2 430 000元，由

1 451笔事项组成。重大交易共11笔，涉及营业收入2 000 000

元，交易金额极小的共40笔，涉及营业收入10 000元。剔除

重大交易和金额极小交易事项后抽样总体为420 000元，共计

1 400笔交易。假设企业将对11笔重大交易实施全部项目测

试，忽略40笔金额极小的交易。将营业收入金额在20 000元以

上的交易定义为重大纳税事项，将整体分层如下：

对1 400笔交易中存在错误纳税的可能性评估为“中”，对

“其他实施实质性程序的检查风险”评估为“最高”，借助审计

中的保证系数表查到保证系数为2.3。根据公式计算出1 400笔

交易的抽样规模=420 000/20 000伊2.3=48.3抑49（笔）。这意味

着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将使用随机数表法或系统抽样法在

1 400笔交易中抽取49笔业务考察其收入与成本的会计记录

以及纳税处理的合理性。

假设在这49笔交易中，税务风险管理部门仅发现1笔交易

的纳税处理存在缺陷。49个样本中发现的错报具体内容如下：

企业2011年12月10日发出商品给S企业市价1 000万元，成本

800万元，合同规定发货当天付款，但S企业12月10日发生火

灾，损失严重。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判断在近半年无法收回货

款。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规定，可以暂

时不确认收入。该企业也未确认应税所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第一条的规定，应确认“其他视

同销售收入”1 000万元，“其他视同销售成本”800万元，调增

200万元企业应税所得。也可以直接按“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

确认的收入”200万元调增企业应税所得。企业在税收上漏记

了收入和应税所得。

再结合审计中的控制测试原理，我们假设A企业信赖过

度风险为10%。如上所述，企业在抽取的营业收入样本中发现

的偏差数为1，根据控制测试中常用的风险系数表查表得出对

应的风险系数为3.9。于是，企业总体偏差率的上限为7.96%

（3.9/49）。我们假设企业对营业收入部分应交所得税可容忍

的差错率为7%。在此情况下，为尽可能地避免企业的税务风

险，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应当对1 400个样本再次进行分层，按

照交易金额的大小顺序排列，从上至下挑选出10 ~ 30个单元

进行全部项目测试，再扩大对剩余单元实施检测程序的样本

规模以保证企业将营业收入部分的应交所得税的差错控制在

可容忍范围之内。在企业税务风险控制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特点和情况选取预计总体偏差率、可容忍偏差率、可接受信赖

过度风险和保证系数。

3. 税务风险识别细节测试应注意的问题。与注册会计师

审计不同，企业税务风险控制不以发现税务处理差错为目标，

而以提高企业整体税务风险控制效率为目的，细节测试仅为

企业对其税务风险进行控制测试得出的效果不佳时才不得已

实施的纠错行为。换言之，企业在仅实施控制测试即可得到满

意结果时无需进行细节测试。

然而，当检测行为必须延伸至细节测试这一程序时，税务

风险管理部门不仅应当对接下来的细节测试投入更多精力，

还应当对企业整体纳税环境进行重新的测评和考核，从整体

角度出发，根据细节测试中检测出的具体差错，对企业的各

个涉税环节进行税务风险管理，尤其对出错环节加大税务风

险管理的控制力度。其具体操作如下：淤重新审核处理该出

错环节的程序设计，对该环节程序设计的不当之处及时予以

调整。于在确保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加强对出错环节的控制力

度并加强该环节操作人员的业务教育，对出错两次以上的经

办人员停职培训，在培训期满通过业务考核后重新上岗。盂提

高该环节不定期涉税业务抽查的频率。

【注】本文系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野企业税务

风险的测度与控制研究冶渊课题主持人院谭光荣袁项目编号院

71140005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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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发现偏差的数量

0

信赖过度风险

5%

3.0

10%

2.3

表 3 控制测试中常用的风险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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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最高

高

中

低

最高

3.0

2.7

2.3

2.0

高

2.7

2.4

2.1

1.6

中

2.3

2.0

1.6

1.2

低

2.0

1.6

1.2

1.0

其他实质性程序未能发现重大错报的风险

表 4 保证系数表

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渊全部测试冤

极不重要项目渊放弃测试冤

抽样总体渊抽样测试冤

合 计

项目数量

11

40

1 400

1 451

总金额渊元冤

2 000 000

10 000

420 000

2 430 000

表 5 抽样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