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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學》 
試題評析 
今年考題與去年一樣，包含申論題50分及測驗題50分。今年考題難易中等。整體而言，考題內容涵蓋面廣但不

深。申論題主要偏重在中小企業電腦資訊系統環境下執行查核工作之考量（第一題）、專家報告之採用（第二

題）(97年普考審計學考古題) 及衍生性金融商品評價（第三題）(91年檢事官財經組審計學類似考古題)。一般
而言，同學若程度較佳，申論題又能掌握重點，可達75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 

一、受查者規模大小與事業經營之複雜程度會影響查核工作規劃、執行及運用內部控制組成要素之

方式。請問： 
(一)於資訊系統環境下，中小型受查者使用電腦輔助查核技術，查核人員須特別考量那些事項？

(15分) 

(二)中小型受查者可能使用較非正式之方式以確保其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惟仍有可能不致於影

響查核人員對控制風險評估之情況，試舉出二個例子說明之。(10分) 
答： 
(一)臺灣約莫一百二十萬個企業當中，多數是屬於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在會計執行上皆有自己的考量，小企業

的會計大多委託他人處理。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一號「電腦資訊系統環境下執行查核工作之考量」第六條

規定：「查核人員應瞭解受查者會計制度及內部控制制度以擬訂查核計畫及設計有效之查核程序。」當受

查客戶以電腦處理其交易事項時，對查核人員而言，查核定義、查核目標、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蒐集足夠

適切憑證及出具獨立查核報告皆未改變，僅是查核人員應當了解委託客戶資訊系統，考慮必要查核程序，

以應需求。 
1.在電腦資訊系統環境下，查核人員規劃審計時應考慮的因素如下： 

(1)受查客戶在會計處理上使用電腦的程度。 
(2)受查客戶本身使用或電腦資訊系統服務組織電腦的複雜程度。 
(3)電腦處理部門的組織結構。 
(4)資料本身可用程度。 
(5)利用電腦執行查核的技術。 
(6)需要專家。 

2.查核人員應充分瞭解電腦資訊系統以規劃、督導及覆核查核工作之進行，並考量查核之執行是否須具備

電腦資訊系統技能以： 
(1)取得充分瞭解電腦化資訊系統環境對會計制度及內部控制之影響。 
(2)決定電腦資訊系統環境對評估整體查核風險與各科目餘額及各類交易查核風險之影響程度。 
(3)適當規劃及執行控制測試及證實測試程序。 

3.查核工作可能因受查客戶電腦資訊系統環境而受影響時，查核人員於擬定查核計畫時，應瞭解： 
(1)電腦處理會計應用系統之重要性與複雜性： 

A.重要性係指使用電腦處理之財務報表聲明重大者。 
B.複雜之應用系統可能是： 

(A)交易量大，以致使用者不易於處理過程中發現錯誤及改正錯誤； 
(B)重大交易或分類直接由電腦程式自動產生者； 
(C)重大交易或分錄係由電腦執行複雜計算或自動產生，且無法獨立驗證者； 
(D)交易以電子方式，例如：電子數據交換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 系統進行，而未由人

工核閱其適當性及合理性。 
(2)電腦作業之組織結構：受查客戶電腦資訊系統之作業組織結構與電腦處理之程度，特別是當職能分工

可能因此而受影響者。 
(3)電腦作業資料之儲存：原始憑證、電腦檔案及其他查核所需之證據可能只存在一段短時間或只以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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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讀之形式儲存。 
(4)電腦輔助查核技術之使用：查核人員使用電腦輔助查核技術可提升查核效率，或有效查核整體帳戶餘

額或交易。 
4.查核人員之特定查核目的(To Express an Opinion)不論在人工處理環境或電腦處理環境均相同，但電腦處

理環境可能影響執行查核程序及蒐集證據等方法。查核人員可使用人工查核程序、電腦輔助查核程序或

二者並用，以取得充分適切之證據。但是，當重大會計應用系統由電腦處理時，查核人員若不利用電腦

輔助查核可能無法或很難取得足夠資料以供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例如：檢查、查詢或函證。 
(二)1.查核人員進行財務報表查核工作時，一定要對受查者之內部控制進行瞭解。因為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二

號第三條規定：「查核人員規劃查核工作時，應執行適當程序，以充分瞭解與查核財務報表有關之內部

控制設計及其是否執行。因此查核人員進行財務報表查核工作時，一定要對受查者內部控制進行瞭解。 
但查核人員進行財務報表查核工作時，不一定要對受查者之內部控制執行控制測試。因為審計準則公報

第三十二號第四條規定：某科目餘額、某類交易或某財務報表揭露事項所隱含之聲明如有下列情形之一

時，查核人員宜將該聲明之控制風險設定在最高水準：(1)無相關之內部控制。(2)雖有相關之內部控制，
但經判斷不可能有效。(3)查核人員認為蒐集證據以評估控制風險之成本，大於所能節省之查核成本。」 
此時查核人員不需蒐集有關中小企業內部控制之設計與執行為有效之證據，亦即查核人員進行財務報表

查核工作時，不一定要對中小企業內部控制執行控制測試。查核人員對於小規模企業之內部會計控制，

得以概括性之瞭解後，逕行實施證實查核程序，並於獲取足夠與適切查核證據後，對財務報表表示意

見。 
2.實務上，有些公司為應付證期會之查核「做」一套內部控制，公司內部又有另一套實際使用的內部控
制。「做」出來的內部控制不常修改，但實際使用的內部控制則常做局部修改。此時查核人員(1)取得對
內部控制(IC)的充分瞭解，以規劃查核；(2)評估控制風險並設計額外的控制測試，查核人員利用查核風

險模式來評估控制風險(assessing CR) ；(3)執行額外的控制測試(additional CT)：對客戶之各項交易循環

的控制流程、抽查樣本，予以查核其是否依照既定的控制程序一致遵行，以做為證實測試查核範圍的參

考；(4)再評控制風險(re-assessing CR)並設計證實測試(ST)：查核人員依控制測試的結果再評估控制風
險，並決定證實測試的性質、時間及範圍，以完成查核；(5)執行證實測試、完成查核及驗證財務報表各

項目的餘額是否允當表達；(6)做成意見並簽發查核報告：由合夥人覆核查核工作底稿後，決定報告類

型，再撰寫查核報告。 
 
二、下列敘述摘錄於最高行政法院之裁判書： 

⋯⋯依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第21條規定，查核工作底稿為會計師是否已盡專業工作責任之證
明，並為作成查核報告表示意見之依據；查核報告中所提出之意見、事實及數字均應於查核工

作底稿中提供確實之證據。上訴人既已於工作底稿載明其對該案未來復工可能性無法估計，○

○公司亦於對外公開之財務報告作相同之揭露，上訴人以並未明確表示○○案未來能否復工之

專家報告，作為支持其認定該案並非無法復工之證據，亦與上述規定不符。上訴人既採認專家

意見作為○○案未來復工可能性之依據，其即應依審計準則公報第20號「專家報告之採用」第
10條及第12條規定，評估專家報告對未來復工可能性所引用之資料來源、假設、方法等，惟該

專家評估報告並未針對○○案未來復工時程、可能性明確表示意見，上訴人稱已依上述審計準

則公報規定評估專家意見，原判決有違經驗法則與論理法則云云，亦無可採⋯⋯。請問： 
(一)會計師評估專家報告所用資料是否適當時，其程序通常為何？（6分） 
(二)有關專家所用之假設或方法及其應用是否適當一項，會計師之職責為何？（4分） 

答： 
(一)評估專家報告所採用資料是否適當時，通常的程序為： 

1.測試受查者提供予專家之資料是否適當。 
2.會計師對專家報告所用資料之攸關性及可靠性有疑慮時，應詢問該專家。 

(二)依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專家報告之採用」，採用專家報告作為查核證據時，應評估： 
1.專家報告所用資料之來源。 
2.專家報告所用之假設或方法及其前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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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家報告之結論。 
專家所用之假設或方法及其是否適當，係專家之責任。會計師雖無此方面之專業知識，惟仍應依其對受查

業務之認識及查核之結果，了解此等假設或方法及其應用是否適當。 

 

三、查核人員要求受查者提出客戶聲明書之目的，有：提醒受查者應對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負責，

印證已查得之資料，表明受查者對於投資、理財等重大事項之意向，避免查核人員誤解受查者

之口頭聲明等項。 
另估計衍生性金融商品價值是管理當局的責任，如果企業使用評價模型去估計其衍生性金融商

品價值，審計人員不需扮演估價角色，且不需以審計判斷取代管理當局的看法，審計人員要作

的是去測試管理當局對衍生性金融商品公平價值的聲明。請說明測試內容為何？（15分） 
答： 
一般而言，衍生性金融商品的評價，往往涉及專門技術、知識及經驗，非會計師所能備具，查核人員執行查核

該衍生性金融商品市價資訊，不論相關查核證據來自受查者或其他來源，會計師可能均無法自行驗證其可靠

性，如其按市價評價之會計處理對受查者財務報表的允當表達有重大影響，且評估其發生錯誤的可能性較高

時，似宜考慮採用專家報告。本題查核人員應參考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專家報告之採用」，聘請精算

專家提供有關衍生性金融商品評價之專家報告。有關專家之聘請及專家報告之採用應注意的重點，茲分述如

下： 
(一)精算專家的選擇： 

1.會計師欲採用精算專家報告做為查核證據時，應查詢該專家之專業資格、在精算領域之經驗及聲譽，以

瞭解專家之技術及能力是否足以信賴。 
2.會計師應考慮精算專家之客觀性。下列情況可能影響專家之客觀性： 

(1)精算專家係受查者之職員。 
(2)精算專家與受查者存有僱用以外之利害關係，如該專家與受查者有資金往來、投資關係或存有公費之

期約。 
遇有上述情況時，會計師應執行其他必要之查核程序或考慮改採其他專家之報告。 

3.會計師欲採用精算專家報告時，應與專家溝通下列事項： 
(1)精算專家工作之目的及範圍。 
(2)會計師期望精算專家報告中對特定項目之說明。 
(3)會計師可能在查核報告中說明精算專家身分及參與程度。 
(4)精算專家可能利用之紀錄及檔案。 
(5)精算專家與受查者之關係。 
(6)受查者資訊之機密性。 

(二)精算專家報告之評估： 
1.會計師採用精算專家報告做為查核證據時，應評估下列項目： 

(1)報告所用資料之來源。 
(2)報告所用之假設或方法及其前後一致性。 
(3)報告之結論。 

2.會計師評估精算專家報告所用資料是否適當時，其程序通常如下： 
(1)測試受查者提供予專家之資料是否適當。 
(2)會計師對專家報告所用資料之攸關性及可靠性有疑慮時，應詢問該專家。 
(3)精算專家所用之假設或方法及其應用是否適當，係專家之責任。會計師雖無此方面之專業知識，惟仍

應依其對受查者業務之認識及查核之結果，了解此等假設或方法及其應用是否適當。 
3.會計師完成精算專家報告之評估程序後，通常應能取得支持財務資訊相關項目是否允當表達之查核證
據。若精算專家報告無法支持財務資訊相關項目表達時，會計師應與受查者及專家共同檢討其原因及解

決途徑，必要時得採用其他程序或另聘專家。 
(三)精算專家報告對查核報告之影響： 

1.會計師執行查核程序後，若其結論具有下列情形時，應依情況出具保留意見、否定意見或無法表示意見

之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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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家報告與財務報表資訊之相關項目不一致。 
(2)專家報告無法做為充分適切之查核證據。 

2.會計師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時，不宜在查核報告中提及精算專家報告，以免被誤解為會計師係出

具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或分攤責任予專家。 
3.會計師依據精算專家報告出具無保留意見以外之查核報告時，應將所持理由或所發現之事實作適當之說

明，必要時經精算專家之同意，提及專家之身分、參與程度及報告之內容。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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