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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耗性生物资产特点和审计难点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

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在会计报表里作为存货列报，是农

业企业存货的主要组成部分。

消耗性生物资产数量种类繁多，流动性强、周转快，

受市场、自然条件和企业经营状况影响较大，各年度之间

收益不均衡，往往因生长在水下、地下或远洋深海等特殊

环境，未到收获期时不能很直观地清点、计数并进行会计

核算。消耗性生物资产由于计算的复杂性和质量鉴定、数

量统计的特殊性，使得其核算中的差错甚至舞弊都很难

被揭示发现，因而常规审计程序难以对消耗性生物资产

进行有效的审核确认。蓝田股份、万福生科、绿大地等农

业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就是通过虚造存货数量和价

值，借以达到虚增收入和利润的目的。可见，消耗性生物

资产的审计风险比较高。要想审计取得低于重要性水平

的结果，需要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业务知识和

创新的审计技巧和方法。

二、消耗性生物资产审计方法及其适用性

1. 盘存审计。在永续盘存制下，消耗性生物资产都是
按账面数量进行购销调存核算的，由于计量计算上的差

错和舞弊人为原因及霉烂变质自然耗损等原因，不可避

免会出现盘盈盘亏（主要是盘亏）等账实不符现象。因此

监盘就成为实物资产审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审计程序。

但由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前述特点，很难实施监盘审计

程序或者实施效果不理想，影响审计结果。

（1）逐一盘存法。对全部存货数量进行逐一清点，得
到总体结存数量或重量，这种方法比较准确。但对于消耗

性生物资产来说盘点难度很大，一些尚未进入收获期的

农产品，难以取得全部产品数量和重量数据，如果盘点方

法不当甚至会破坏农产品正常生长。如对水产品全面盘

点，把水产品全部捕捞上岸清点、称重很不现实，不仅耗

费成本高，而且会对水产品造成伤害，而一些生长在地下

的农作物产品也不可能挖掘出来进行计量。基于成本效

益原则，逐一盘存法显然不具备操作性。

（2）抽样盘存法。抽样盘存法是通过样本总体单位中
抽取部分单位进行盘点，以其结果推算总体有关指标的

方法。一般采用多点随机抽样方式进行盘点，通过人工或

机械作业方式，对数量或重量进行清点，根据抽盘面积推

算出每亩单位数量或重量，并乘以总面积得到实有数量

或重量。然后将抽盘结果与企业账面数据进行核对，看是

否存在差异或差异是否合理。由于农业生产受多种因素

影响，往往很难用抽样结果来推断整体，例如养殖业中存

在鱼类洄游和群居等影响因素，数量很难做到均匀分布，

如果抽样到鱼群活动区域，样本就会失真，由此推断总体

就偏高，造成审计结果出现重大偏差。

2. 现金收支审计。通常企业的每笔交易都有原始单
据和相关会计记录，审计人员可以根据企业的经营流程

图采用顺查法和逆查法进行测试。从原始凭证开始，对交

易种类和事项进行追踪，一直到报表为止。也可以从会计

报表开始，反向一直追查至原始凭证。但是由于农业企业

现金交易量比较大，缺乏银行单据、税票等外部原始单据

的对比核实，编造虚构交易事项变得更简单易行，审计穿

行测试难以发现虚造消耗性生物资产的产量增减及结存

等数据，增加了审计取证的难度。

三、SPSS多元回归分析
SPSS多元回归分析是利用SPSS软件，在1个因变量，

2个或者2个以上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依存关系基础上，
建立多个变量之间线性或非线性数学模型，分析后得出

数量之间关联度的统计方法，它反映一种现象或事物的

数量依多种现象或事物数量的变动而相应地变动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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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消耗性生物资产多生长在水下、地下或远洋深海等特殊环境，难以直观地统计、核算，一些农业类上市

公司以此虚增销售收入和利润，给审计带来了较大的风险。为此，本文探讨了在审计中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利

用SPSS多元回归分析揭示数据之间的关联度，通过回归模型推断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记录是否真实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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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该方法在审计实务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1. SPSS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设Y为因变量，Y1，

Y2，…，Yk为 k个用来说明因变量的自变量，其中X1恒等

于1，则：
Yi=β1+β2Xβ2i+…+βkXki+μi，（i=1，2，…，n） （1）
式（1）称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μi，（i=1，2，…，

n）为随机扰动项；参数β1，β2，…，βk称为回归系数。若令：

则式（1）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Y=Xβ+μ
2. SPSS回归模型分析检验。进行期

末盘点是为了核实被审计企业账面永续

记录和投入成本计量的真实性、完整性。

采用若干年行业或企业经营数据，利用回

归分析法找出其中具有高度相关性要素，

并推导出本期末的理论账面数据，以判断

账面记录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

下面以水产养殖业为例，选择养殖产值、养殖面积、

养殖产量、当年增加值及养殖从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行业
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
（1）水产养殖产值及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2）拟合度检验。由表2可以看出，其R值和R方值都
为1，所以其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成立。

（3）显著性 F检验。由表 3可以看 bm Sig值为 0.000，
显然小于0.05，说明因变量分别与自变量存在真实的线性
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

（4）显著性 t检验。从表4可以看出，sig在0.001 ~ 0.004
之间均小于 0.05，可见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是显著的，相
关性系数在0.834 ~ 0.998之间，接近于1，这表明检验数据
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5）回归方程。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分析，可考虑使用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估计方程为：

Y=-2192.538-0.224X4+1.032X3+1.328X2+1.195X1

通过上述的回归方程可知，养殖产值、养殖面积、养

殖产量、当年增加值及养殖从业人员存在显著同向变化，

并将被审计企业相关账面数据代入公式，就可以推导计

算出理论数据，与账面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推断出期末会

计记录是否真实、完整，企业资产增减业务以及账面余额

是否真实和正确，并做出恰当的审计结论。

四、结语

多元回归分析为审计工作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审计

人员应充分利用数理统计和分析方法，判断各种数据之

间的因果关系，利用SPSS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推断出总体
情况，以解决审计难题，提高审计的效率和效果。但是多

元回归分析不能完全替代审计执业准则以及审计人员的

职业判断，应根据被审计企业实际情况和风险导向原则

制定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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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

1

（常量）

养殖面积千公顷

养殖从业人员万人

当年增加值亿元

养殖产量万吨

非标准化系数

B

-2 192.538

-0.224

1.032

1.328

1.195

标准误差

5.485

0.001

0.007

0.001

0.003

标准系数

试用版

-0.234

0.028

0.767

0.434

t

-399.768

-448.075

141.617

993.094

387.401

Sig.

0.002

0.001

0.004

0.001

0.002

相关性

零阶

0.933

0.834

0.998

0.988

偏

-1.000

1.000

1.000

1.000

部分

-0.049

0.015

0.108

0.042

表 4 系数 a

年度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养殖
产值
（亿元）

5 651.04

4 790.95

4 159.7

3 829.29

3 417.46

3 084.63

养殖
面积

（千公顷）

7 834.95

7 645.22

7 283.14

6 549.93

5 745.12

5 517.93

养殖
产量
（万吨）

4 023.26

3 828.84

3 621.68

3 412.82

3 278.33

3 117.75

当年
增加值
（亿元）

3 197.04

2 716.75

2 367.99

2 177.45

1 862.24

1 749.79

养殖从
业人员
（万人）

529

497.9

496.07

503.96

491.5

450.28

表 1 水产养殖产值及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07 ~ 2012年

表 2 模型汇总 b

模型

1

R

1.000a
R方

1.000

调整R方

1.000

标准估计的误差

0.230 10

注：①a表示预测变量，而常量包括：养殖产量万吨，养殖
从业人员万人，养殖面积千公顷，当年增加值亿元。②b表示
因变量：养殖产值亿元。

表 3 Anovab

模型

1

回归

残差

总计

平方和

4 438 332.743

0.053

4 438 332.796

df

4

1

5

均 方

1 109 583.186

0.053

F

2.096E7

Sig.

0.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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