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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學》 
試題評析 
今年考題難易中等，考題涵蓋面廣但不深。問答題主要偏重在「電腦審計」（第一題）(this question was 

one of past-examination questions of 92年高考審計學)（詳見講義第三回Chapter 7）及「審計抽樣」（第二題）
(two similar questions were tested on 90年會計師高考 and 92年會計師檢覆考)（包含PPS、變量抽樣、單位平均

估計法、差額估計及比率估計，詳見講義第三回 Chapter 6）二大領域，題目具代表且難易適中。命題趨勢與

預期相符，上述二大題目分別出現於本班講義第六章及第七章。一般同學可獲得及格成績，若程度較佳、申論

題又可掌握重點，可高達90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 

一、當受查公司之內部控制高度電腦化後，許多審計軌跡只存續一短暫之時間，其特徵與人工制度

下之內部控制有相當大的差異，此時如以傳統的方式進行控制測試，將難以評估高度電腦化下

內部控制之風險及效果。如果受查者之資料處理系統屬批次處理系統（batch processing 
system），請詳加說明查核人員可以利用那些電腦輔助技術去執行控制測試，藉以評估受查者

之內部控制風險；並請說明各種電腦輔助技術之優、缺點。請依下列格式回答，否則不予計

分。（25分） 
電腦輔助技術 說 明 優 點 缺 點 

    
 
答： 
本題受查者之資料處理方式為批次處理時，包括批次輸入/批次處理或線上輸入/批次處理，通常須待交易

累積至一定批量才做處理，故先存至交易檔，再定期更新永久檔，查核人員可採事後定期查核方式，以評估其

內部控制風險，茲將可行之電腦審計技術如下： 

項目 說明 

測試資料法 

《意義》由審計人員編制一虛擬交易資料，以測試委託人處理資料程式有效性的方法，在此方

法下測試資料，是由查核人員所希望測試有效及無效交易所組成，並將程式處理結果與審計人

員預期結果相比較，以證實系統之作業及控制是否依既定程序進行。 
《優點》簡便、成本低。 
《缺點》 
(1)僅能測試某一時點，受查客戶程式控制情形，無法了解整個查核期間，控制是否有變動。 
(2)此法僅能對程式內的控制加以測試，對於實際處理的文書，則未加以審查。 
(3)虛偽的交易可能遭有心人利用而變動真實交易。 
(4)測試範圍受查核人員對內部控制了解程度與想像力限制。 

平行模擬法 

《意義》此法可於控制測試亦可用來執行證實測試。其與測試資料法不同是，用平行模擬法，

查核人員需準備一個與受查程式具備同樣功能的程式，而用受查者正式作業使用之資料執行該

程式，故稱為平行模擬。查核人員可以通用稽核軟體或PC軟體，重行計算銀行存款利息支出是

否正確，此即為平行模擬之應用。 

已控制程式 

《意義》在審計人員控制下，複製原始程式並處理現有資料，並將其輸出結果與委託人現行程

式輸出結果相比較，調查其差異的方法，目的在查核委託人程式中是否有未具文件證明即更改

程式者。 
《優點》審計人員可同時利用真實及測試資料來測試委託人程式，而不虞混淆委託人檔案，且

可不需使用委託人電腦及人員即可進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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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會計師為聯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人，其負責之主要業務之一為員工之教育訓練。陳會計師

有鑑於新進之查核人員對應用於證實測試之統計抽樣觀念不甚清楚，對於如何選擇適當之抽樣

方法，常感困惑不已。於是陳會計師便擬定下列四個個案，作為訓練新進人員選擇最適當抽樣

方法之教材。 
個案一： 
查核人員於抽查應付帳款明細帳時，根據過去之經驗，由於受查者內部控制相當良好，發生錯

誤的頻率很低，且發生之錯誤多屬低估之錯誤。 
個案二： 
由於受查者有關銷貨交易之內部控制有若干瑕疵，可能經常發生高估銷貨收入及應收帳款之錯

誤，且發生之高估金額有隨著銷貨收入增加而增加之趨勢。 
個案三： 
查核人員於抽查應收帳款明細帳時，根據過去之經驗，由於受查者內部控制有若干瑕疵，經常

發生高估之錯誤，且發生之高估金額是隨機的，沒有任何規則。 
個案四： 
查核人員於抽查受查者之期末存貨盤點表時，根據過去之經驗，由於受查者盤點計畫執行不夠

確實，經常發生一些高計及低計存貨數量之錯誤。查核人員想要瞭解受查者存貨是否有重大之

錯誤。 
目前常用於證實測試之統計抽樣方法有機率與金額大小成比例法（sampling with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單位平均估計法（mean per unit）、差額估計法（difference 
estimation）及比例估計法（ratio estimation）。請為上述四個個案分別選擇最適當之抽樣方法，
並說明理由。請依下列格式作答，否則不予計分。（25分） 

個 案 抽樣方法 理 由 
一   
二   
三   
四   

 
答： 

個案 抽樣方法 理由 
一 比率估計法 

(ratio estimation) 
In practice, an auditor firstly cut-off the subsequent event reviews of accounts 
payable. And then, in practice, an auditor usually projects the misstatement found in 
the sample to the population using ratio estimation.  

二 比率估計法 
(ratio estimation) 

1.在證實測試時，適用機率與大小成比例抽樣法(probability-proportional-to-size，
PPS)的情況： 
(1)當母體量與變異量未知。 
(2)母體只包含借方餘額，即： 
○1 只能查借方餘額，不能查貸方餘額。 
○2 只能查高估，不能查低估。 
○3 通常測試下列情況： 

A.應收帳款（顧客帳戶貸方項目不重大）。 
B.投資證券。 
C.固定資產增添。 

(3)預期只有很少的高估錯誤。 
2.本題因常存有錯誤高估之情形，不符合機率與金額大小成比例法(PPS)之少發
生錯誤且揭發高估之要件。 

3.高估金額與每筆銷貨收入的帳面金額有呈現正相關的傾向，查核值(AV)與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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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BV)的誤差成比例，利用比率估計，較其他變量抽樣方法更具成本效益。 
三 差額估計法 

(different 
estimate) 

1.本題內部控制有瑕疵，導致應收帳款金額高估錯誤經常發生。因為預期應收帳

款金額經常有許多高估錯誤，所以不適合採用機率與金額大小成比例法

(PPS)。 
2.高估的金額是隨機的，與應收帳款(母體)帳面值較無關，所以採差額估計法較
適當。 

四 單位平均估計法 
(mean per unit) 

1.由於本例之存貨錯誤經常發生，相較於屬性抽樣的機率與金額大小成正比例法

(PPS)，是較具成本效益之抽樣方法。 
2.由於本例存貨係採定期盤存制，在沒有帳面價值記錄時，欲求出獨立的估計

數，採用此法是較佳之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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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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