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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技术之“望闻问切”

张书慧 窦新顺 李彦琴 张红景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 050091）

【摘要】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技术与审计技术有许多相通之处。借鉴中医四诊技术进行审计不仅可以简化工作流

程，提高获取审计证据的效率，而且容易理解，便于掌握，有利于审计技术创新。文章从“望闻问切”与审计技术的关系入手，

分析了在财务信息系统中“望闻问切”技术的运用，并对“望闻问切”技术的拓展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望闻问切” 审计技术 技术创新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审计证据》中

提出了八项审计技术，而笔者认为，中医里的“‘望闻问切’四

诊”技术和这八项审计技术有许多相通之处。通过分析发现，

借鉴中医的“四诊”技术可以更好地获取审计证据，简化审计

工作流程，大大提高获取审计证据的效率。

一、“望闻问切”与审计技术的关系

1.“望闻问切”与审计技术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望闻问

切最早四字连用源于《古今医统》：“望闻问切四字，诚为医之

纲领。”望，指观气色；闻，指听声息和嗅气味；问，指询问症

状；切，指摸脉象，合称四诊。

八项审计技术分别是检查记录或文件、检查有形资产、

观察、询问、函证、重新计算、重新执行和分析程序。

检查记录或文件指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或外

部生成的，以纸质、电子或其他介质形式存在的记录和文件

进行审查，记录或文件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会计账簿、

财务报表及其其他文件。检查有形资产是指审计人员对资产

实物进行审查。观察指审计人员查看相关人员正在从事的活

动或执行的程序。总体来说，这三种方法都需要审计人员进

行“看”，和中医的“望”，观气色、看外表情况是一个道理。

函证是指审计人员为了证明财务信息的准确性，通过直

接来自第三方的对有关信息和现存状况的声明，获取和评价

审计证据的过程。和中医的“闻”，听声息和嗅气味是一致的，

通过侧面来得出结论。

而询问是指审计人员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被审计单位

内部或外部的知情人员调查以获取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评

价的过程。和中医的“问”，在方式上是相同的。

重新计算和重新执行都需要审计人员以人工或者计算

机辅助技术对数据或者过程亲自动手操作，特别是分析程

序，它是指审计人员通过研究财务数据之间以及财务数据和

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对财务信息进行评价，更需要

审计人员亲自发挥能动性，进行操作。所以总体看来，和中医

的“切”，亲自动手摸脉象，有相同的思路。上述审计技术与中

医“四诊”技术的一致性可以通过下表说明：

2.“望闻问切”的使用可以简化审计技术。“望闻问切”四

诊技术，在审计中通过有效地实施，获取相应的审计证据，可

以简化审计技术。“望”，不仅要望其书面，获取书面证据，更

要望其物，获取实物证据，得出账实一致的结论。通过“望”，

也可了解内部控制，获取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环境情况的

证据。

“望”更好记忆和理解，不用具体区分什么是书面，什么

是实物，比如：对于检查的对象，支票在签发之前是文件，签

发以后变成有形资产，核销以后又变成了文件。这些在实务

操作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区分这个内容实际上无

形中增加了学习审计的成本，同时也容易在操作中因为需要

严格区分而产生一些时间上的浪费，无论是检查记录和文

件，检查有形资产还是观察，其本质就是观其色，看对方在会

计控制和管理控制的各个环节是否存在与管理层认定不相

符的审计目标，因此，没有必要严格区分检查文件记录、检查

有形资产和观察的界限。由此可见，这种方法从思路上就简

化了审计技术。

重新计算、重新执行和分析程序，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审

计内容和程序进行处理，其本质都是要亲自动手操作，来得

出结论。在实务操作中，无论是重新计算还是重新执行，区分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包括分析程序，在使用时难道就不需要

计算吗？重新计算中，难道就不需要分析方法吗？所以严格区

分这些技术，无形中不仅带来一些学习的困难，而且会产生

一些实务操作的误解。而一个“切”字，解决了很多问题，简化

了审计技术的交叉使用问题，“切”就是亲自动手操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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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做计算、做分析、做程序、做思维、做安排等等，只要是

亲自做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切”，上述的“望”和“切”技

术的合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审计技术的理解。

二、FIS中“望闻问切”审计技术的运用

FIS（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是财务信息系统的英

文缩写，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数据的检查要求

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审计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还需要有比较好的计算机和网络知识，不断创新审计思路，

快速使用新的审计技术。审计人员就像医生一样，使用“望闻

问切四诊”技术在审计技术应用中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1. 细心地“望”。“望”的体现形式就是要看，不仅看书面

材料和实物资料，而且要看操作人员的实际操作状态，通过

“望”可以获得一手资料，在这个“望”的审计技术应用过程

中，关键要细心。实务操作中，往往数据资料很多，不管是原

始的纸质内容，还是电子介质的内容，都是海量的，如果我们

太仔细地“望”，很容易产生疲劳，而大体上看，又容易产生疏

漏，因此，细心地“望”就显得很重要。

在风险导向审计中，我们一方面要借助现代计算机辅助

审计技术进行“望”，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执业判断，来进行

“望”。比如，在一项国库资金审计中，发现某县财政局在年底

有一笔退库资金，企业所得税退 1 000万元，土地增值税退

600万元，在次年初又把这笔资金缴回，不过缴回的是企业所

得税600万元，土地增值税1 000万元。如果看总数，分着看退

库表和缴库单，很容易忽视细节，因为退的是 1 600万元，缴

回的也是1 600万元，但是这种操作会导致地方财政多得240

万元（400×60%），而中央财政少得240万元，明显调节了中央

和地方收入的分成。因此，在“望”的过程中，要运用职业判

断，如果发现有可以对被审计单位利好的地方、有过修改的

地方，就要格外细心，“望”的过程中要进行思考。

2. 用心地“闻”。函证强调从第三方获取信息。正因为函

证来自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的第三方，所以受到高度重视，被

经常采用。“闻”就是要听其声息，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

天，若通过纸质函证，会大大降低审计的效率。《审计准则

1312号——函证》中规定，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函证对被审

计单位财务报表不重要，或者函证很可能无效，否则必须进

行函证。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电话联系方便快捷，新兴的电

话函证方式已经被逐渐采用。通过电话函证，我们不仅能够

获得存在、完整性、截止的认定是否正确，而且能从侧面获得

被审计单位的经济业务细节，为其他方面的认定提供线索。

我们结合分析调查表，可以大大提高电话函证的效率。“闻”

审计技术的应用关键在用心，“闻”对象的选择要用心，“闻”

方式的选择要用心，“闻”的时间选择要用心，“闻”的实施与

控制要用心，“闻”的结果评价要用心，如果能做到这个五个

方面，那“闻”的效率和效果将大大提高。

比如：选择被审计单位客户进行“闻”（即做函证），来确

认销售收入的发生和截止的正确性，那么在“闻”之前，首先

要用心做计划，选择金额大，接近资产负债表的日期来进行

“闻”。其次要用心选择方式，如果是电话，那还要注意方式方

法，因为针对不同的年龄的人，不同地域口音不同的人，在

“闻”时，会遇到很多问题。再次，要考虑“闻”的时间，如果选

择中午，选择工作日，可能和选择其他时间得出的回答是不

同的。最后就是用心地实施和控制，设计合理的控制方式，录

音后对存在疑问的回答，要求对方回函加以确认，然后对得

出的结果进行汇总评价，最终形成工作底稿。

3. 耐心地“问”。需要说明的是，审计技术在运用询问的

时候，被审计单位人员回答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真实

的，从而误导审计人员，但是对于中医中“问”的技术，病人往

往是配合的，所以问的结果很重要，也很可靠，因此对于审计

中的问，我们在借鉴中医“问”的技术时，要从不同的角度，对

使用这种技术的结果做出不同的判断。特别是“问”的对象、

“问”的时间和内容，要提前做出准备。尽管“问”可以获得大

量的证据，但一般不能作为结论性的证据，仅可以作为重要

线索，为进一步调查提供方向。不过，如果我们在“问”的过程

中加入书面确认，就把口头证据转变为书面证据，效果就得

到了提高。

“问”的审计技术要讲究艺术，一是“问”的对象要有所选

择和特定目的，让对方没有防备，比如问门卫来了解工厂采

购材料和发货的车辆情况，来判断收入的高低和趋势。二是

“问”的问题一般要具体，不能让对方在回答时带有疑虑，比

如，“问”你认为这个项目实施效果好吗？无论对方回答好还

是不好，对审计人员来说都没有得到确切的信息。三是重要

问题要“问”的次数翻倍，验证前后回答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四是对不良情绪的回答要保持高度警惕，这时考验的是审计

人员的耐心。五是“问”的过程是双方的互动，在“问”的时候

也可能被“问”，所以“问”就是沟通，这个技术应该重视起来。

4. 专心的“切”。说永远比不上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要

考虑成本和效益问题，“切”包括审计中的重新计算、重新执

行和分析程序，这些都和我们在审计中亲自动手做事是分不

开的。中医的“切”强调摸脉象，脉象有很多种，计算、执行和

分析就在所难免，因此“切”中要害才是我们审计的精髓。

“切”的好坏与审计人员的经验和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

我们要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辅助技术来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

们还需要不断总结，在经验中找到规律。“切”需要创新，不仅

是手段的创新，更要我们思维的创新。“切”的关键要专心，做

就要认真地做，特别是分析程序，常用的方法有：趋势分析

法、比率分析法、合理性测试法和回归分析法，这些方法的运

用需要审计人员有比较敏锐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需要推理

能力和思维能力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比如：某公司20×3年的财务费用有所下降是由汇率发生

变动造成的，该公司20×0年以来一直有美元存款20万美元，

由于人民币在20×3年持续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20×

3年年度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个结论对吗？如果我们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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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很难想明白，我们假设 20×2年，＄1=￥6.5；20×3年人民

币升值，＄1=￥6.0。那么原先存的 20万美元，在 20×2年相当

于130万人民币，到了20×3年相当于120万人民币，汇兑损失

了 10万人民币，应导致“财务费用——汇兑损失”增加才对，

和财务费用有所下降的情况正好相反。通过分析我们才能得

出正确的结论，可见我们“切”是很重要的，这正是我们工作

底稿的分析过程。

三、“望闻问切”审计技术应用的拓展

“望闻问切”审计技术如果应用在实务操作中，就像医生

给一个病人看病找病因一样。如果通过“望闻问切”没有发现

任何病症，那样最好，如果发现了相应的病症，也能为接下来

的对症下药提供技术支持。“望闻问切”审计技术不是孤立地

看待“望闻问切”的四个方面，“望闻问切”四个方面可以组合

在一起，我们审计时执行穿行测试就是“望”和“切”的组合，

执行监督盘点并制作监盘表也是“望”和“切”的组合。

“望闻问切”是我们中医的传统技术，和西医借用大量现

代工具诊疗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采用“望闻问切”审计技

术，并辅之现代先进的审计工具，进行中西结合，既可以从总

体上把握审计思路，为我们进行审计指明方向，也可以在某

些特殊领域，借用现代工具发挥特殊作用，这样我们的审计

就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当然“望闻问切”本身就有一些值得我们不断创新的工

具，“望”见的文件资料和实物，可以借助拍照，它是真实的再

现，能作为可靠的证据；“闻”我们可以借助通信技术，电话、

邮件、其他介质等等；“问”我们可以借助录音；“切”我们可以

借助计算机信息库，也可以借助计算机分析软件等等。所有

这些审计工具，如果在使用中我们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就能

发挥很好的作用。

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规模在不

断扩大，ERP信息数据流在很多企业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处

理，我们把数据进行共享，与我们的“望闻问切”审计技术结

合在一起，就需要不断创新审计思路、审计工具。我们国家有

自己的国情，借鉴别国的先进审计技术需要有一个过程，消

化吸收后自主创新才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望闻问切”审计技

术是一个易理解、好操作的审计技术，如果能对审计人员在

实际审计中起到一点帮助的话，就足以令笔者欣慰了。

【注】本文系河北省审计厅重点科研课题“审计技术创新

研究”（课题号：2013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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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在惠普并购

Autonomy中发挥作用了吗

莫冬燕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当前国际范围内迎来了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浪潮，中介机构在并购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越来越多

失败并购案的曝光，中介机构尤其是会计师事务所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越发引起质疑。本文通过分析惠普并购Autonomy

的会计丑闻事件，说明中介机构尤其是会计师事务所在企业并购中是否起到了作用，同时给予企业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并

购交易过程中的警示，进一步分析如何强化会计师事务所的尽职调查进而提高其在企业并购交易中的有用性。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 企业并购 会计丑闻 惠普

一、引言

企业并购这种经济活动可以增强企业的经营活力，提高

经济资源的运作效率，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企业

并购是一项高风险的经济行为，为了降低并购过程中存在的

各种风险，在并购过程中往往会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

查。这些中介机构一般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

银行、投资顾问公司或者咨询公司等等。各种中介机构可以

优势互补，提高尽职调查的效率和有效性，从而弥补企业在

并购过程中的结构性缺陷。

已有研究表明中介机构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能够发挥作

用，也有研究提出应该如何提高中介机构在企业并购过程中

的尽职调查有效性，从而合理保证并购活动的成功。然而，回

顾企业并购活动的发展历程并审视其现状，企业并购的成功

率并不高，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