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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年 2月 15日起包括 48项审计准则的新审计准

则体系正式发布后，审计学教材用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笔者

阅读了不少 2006年 2月之后编写的审计学用书，发现这些教

材用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文字上，都较多地借鉴了由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写的《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辅导教材———审计》。虽然《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辅导教材———审计》从内容上来说是比较完整的，但笔者

个人认为，由于 2006年 2月之后编写的审计学教材用书在文

字表述方面都较大程度地借鉴了《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审计》中的写法，所以现在市面上影响

力较大的这些审计学教材在文字表述上也不免留有很深的翻

译烙印，普遍存在生硬、深奥甚至是不通顺、不符合汉语习惯

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给广大的审计从业人员、学生、考生学习

审计、掌握新审计准则都带来了不利影响。在此，笔者就以

2011年版的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审计考试辅导教材为例，浅

谈其文字表述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定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1. 相关的定义解释过于深奥，不够浅显易懂，把简单的

事情复杂化了。审计考试辅导教材上关于审计抽样的定义是：

“审计抽样，是指注册会计师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低于

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使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

的机会，为注册会计师针对整个总体得出结论提供合理基础。

教材为了更好地解释审计抽样这个概念，接着又作了补充说

明：审计抽样能够使注册会计师获取和评价有关所选取项目

某一特征的审计证据，以形成或有助于形成有关总体的结论。

在这个定义以及它的补充说明当中，均又含有另一个定义：总

体。而什么是总体呢？教材又不得不再次做出相关的解释：总

体，是指注册会计师从中选取样本并期望据此得出结论的整

个数据集合。这个关于总体的定义，其实又嵌套了另一个定义

“集合”，这不免令人追问：那集合又是指什么呢？真可谓越解

释越复杂了。

依笔者看，审计抽样这个定义完全可以这样表述：审计抽

样，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所有项目中抽取一

部分的项目（每一个项目均有可能被抽取到）进行审计，根据

对抽取到的项目的审计结果推导出对所有项目的审计结论。

这样表述就显得简单多了，而且也更便于广大信息使用者理

解和记忆。

2. 教材的某些表述中嵌套了另一个定义或概念，但教材

对所嵌套的定义或概念却缺乏相应的解释。例如：关于分层的

描述：“如果总体项目存在重大的变异性，注册会计师可以考

虑将总体分层”。但何谓变异性？何谓重大的变异性？教材并没

有给出相关的解释。

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解决方法

是如前文笔者所强调的，一个定义中应尽量避免再嵌套另一

个定义或概念，这样既可以便于读者理解，又可以避免越解释

越复杂、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所以，关于分层的解释，笔者建

议可以这样表述：如果所有的项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注册

会计师可以考虑将总体分层。在这里用很大的差异性代替重

大的变异性，虽然只是变动了两个字，但理解起来就容易得

多。当然，表述中也不是不能嵌套另一个定义或概念。如果在

表述中嵌套了另一个定义或概念，那么就需要采用第二种解

决方法：对所嵌套的定义或概念进行必要的解释，否则就会令

人不知所云。

二、词语方面存在的问题

运用了某些不常见、读起来很拗口的词语，并且相同一个

词语在整本教材中不断地出现，显得词语很单调、匮乏。例如，

在很多章节当中不断地用到“识别”，笔者认为“识别”这个词

在汉语中并不常见，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而且，在教材中不

断地、重复地使用一个词语，一来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达确切的

意思，二来也显得很单调，词汇量过于匮乏。因此，根据不同的

情形，完全可以把“识别”这个词语分别换成“辨别”、“发现”、

“寻找”或者“找到”等，这样意思就显得更清楚明白、更加准

确，而也不过于单调。例如，教材中的“识别风险”就可以表达

为“发现风险”，“识别和了解相关控制”就可以表述为“寻找相

关控制并了解相关控制”。

三、语句表述方面存在的问题

很多语句的表述不符合中文习惯，因此显得很生涩，这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CPA审计教材文字表述问题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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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写的《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审计》中存在的文字表

述问题加以分析，以更好地理解与掌握审计的实质。

【关键词】审计教材 文字表述 审计实质

75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 窑 援 中旬

1. 语句表述顺序。在审计教材当中，经常有“怎么怎么

样，以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表述，即先说结果然后再说目的。例

如，“风险导向审计是当今主流的审计方法，它要求注册会计

师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以应对评估的错报风险，根据审计结果出具恰当的审计报

告。”虽然这种表述方法有时也是可以的，但笔者认为，以中文

的习惯，更多的时候我们更习惯于说“为了什么什么样的目

的，而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上述句子的表述为：“风险导

向审计是当今主流的审计方法，它要求注册会计师评估财务

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而为了应对评估的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

需要设计和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并根据审计结果出具恰

当的审计报告。”

2. 语句表述方式。语句有着很明显的翻译痕迹，不符合

中文的习惯。例如，在教材的第五章“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概

念框架”以及第六章“审计、审阅和其他鉴证业务对独立性的

要求”这两章中，有多处提到“导致没有防范措施能够消除不

利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笔者认为，“导致”这一

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很显然它是从英文的“LEAD TO”翻译

过来的，有非常明显的翻译痕迹。缺乏专业性，使得教材缺少

内在吸引力。它完全可以换成另一种表述：“这种不利影响无

法予以消除，也无法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这样才更符合中

文的表述习惯。

这样的例子在教材中比比皆是，例如教材第七章“审计目

标”当中有这么一小段话：“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执行一些客户

接受与保持的程序，以获取如下信息：淤考虑客户的诚信，没

有信息表明客户缺乏诚信；于具有执行业务必要的素质、专业

胜任能力、时间和资源；盂能够遵守相关职业道德要求。”什么

叫“执行一些客户接受与保持的程序”？这一语句不像是出自

审计人员之口，也不符合中文的习惯，而且在表述上也确实

别扭。笔者认为可将上述关于审计目标的这段话改为：“为了

获取以下信息：淤客户是否诚信；于注册会计师是否具有执行

业务必要的素质、专业胜任能力、时间和资源；盂注册会计师

是否能够遵守相关职业道德要求的信息；会计师事务所应当

实施一些程序。”

3. 语句表述欠精炼。辅导教材中某些语句的意思是相近

的，但在表述上却没有将其进行整合，而是不断地重复着相近

的意思，读起来显得不简练。例如，在第五章“职业道德基本原

则和概念框架”这一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表述：“注册会计师

收取与客户相关的介绍费或佣金，可能对客观和公正原则以

及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原则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

响，导致没有防范措施能够消除不利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

受的水平。注册会计师不得收取与客户相关的介绍费或佣金。

注册会计师为获得客户而支付业务介绍费，可能对客观和公

正原则以及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原则产生非常严重的

不利影响，导致没有防范措施能够消除不利影响或将其降低

至可接受的水平。注册会计师不得向客户或其他方支付业务

介绍费。”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的表述显得过于啰嗦，可以将它整理

成为：“注册会计师无论是收取与客户相关的介绍费或佣金，

还是为获得客户而支付业务介绍费，对客观和公正原则、专业

胜任能力以及应有的关注原则均可能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情节严重的话，这种不利影响便无法消除或降低至可接受的

水平。因此，注册会计师不得收取与客户相关的介绍费或佣

金，也不得向客户或其他方支付业务介绍费。”

4. 语句表述不完整。审计考试辅导教材中有些语句的表

述显得重复，但有些语句的表述却又不完整。例如，在第十三

章“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这一节当中，提到应当从六个

方面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但在这节的各小标题当中，却

将“了解被审计单位”这几个字省略。例如，教材 262页第二个

小标题原本的意思应该是“了解被审计单位行业状况、法律环

境和监管环境及其他外部因素”，但在教材中的表述却变成

“行业状况、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及其他外部因素”，令人摸不

着头脑。

虽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明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审计

考试辅导教材只是作为指导考生复习和学习之用，并不替代

普通高等院校教学用书，也不作为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的指定用书，但是自 2006年 2月 15日起包括 48项审计准则

的新审计准则体系正式发布，至 2009年又启动了对 38项审

计准则的修订的这一过程，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的审计准则体

系实现了国际趋同的历史性突破，另一方面也使得广大的审

计从业人员越来越依赖于利用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审计考试

辅导教材去理解、把握新审计准则。毋庸置疑，注册会计师专

业阶段审计考试辅导教材已成为大家学习、把握新审计准则

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由于其他的审计学用书在很大程度上

都借鉴了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审计考试辅导教材的编写，这

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审计考试辅导教材

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几乎所有的审计学教材用书在文

字表述上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该辅导教材同样的文字表述

问题。

古人云，“其文不美，其行不远”。如果想让大家能够更好

地学好审计，理解、把握新审计准则，那么就需要对审计教材

用书的文字表述问题予以修正改进。

笔者认为，首先审计考试辅导教材的文字表述问题应当

引起大家的关注，不仅是审计界、教育界人士要关注这个问

题，而且要引起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关注与重视。唯有大家都重

视、关注这个问题了，才会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次，注

册会计师协会应该普遍征询审计界人士的意见、教育界工作

者的意见，在文字表述上不断地推敲、改进，才能使审计考试

辅导教材在文字表述上更加规范、更接近于行内话，也更加浅

显易懂、通顺流畅，既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又能体现出审计的

本质。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广大的审计从业人员、学生、考

生更好地去掌握审计的实质，而不是“晕倒”在复杂的、生硬的

文字表述中。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辅导教材要要要审计.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2011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