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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竞争的日趋

激烈，各家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金融创新业务。在不断涌现的金融

创新业务中，衍生金融工具无疑是其中 活跃的领域。设计衍生金融工具的初

衷是创造规避金融风险的工具，通过风险对冲的手段，排除经济活动的不确定

性。但是自衍生金融工具投入使用以来，大大小小的金融风波不断出现，无不

与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不当相关，促使人们对衍生金融工具所隐含的巨大风险进

行深刻反思。利用社会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参与银行监管，已证明是一种改善和

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有效方法。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一些研究成果和我国新颁布的审计准则的基础上，分析

了审计风险的内涵及审计风险模型，结合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和商业银行的经

营特点重点阐述了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审计蕴涵的风险。将新准则的核心理

念――风险导向理论与具体的审计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

审计风险进行分析，研究如何防范衍生金融工具审计中的审计风险，促进商业

银行衍生金融工具的规范发展。 

全文的逻辑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审计风险的涵义及审

计风险模型；第二部分分析了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风险；第三部分阐

述在风险导向审计理念框架指导下把握审计重点以有效地规避审计风险；第四

部分对中国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导向审计现状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了笔者的建议。 

 

 

 

关键词：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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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 has become a member of WTO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financial reform，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engaged into various 

financial innovation businesses. The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re the most 

active area within these financial innovation businesse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is to eliminate the uncertainties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by hedging financial risks. However，the irrelevant application of the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has caused much financial turmoil， which urges people to 

reassess the risk of the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dividual accounting firms 

take part in the controlling and supervising banks' activities，which has been verified 

to be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lever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audit risk and the audit risk model 

based on the newly released Chinese Audit Standards as well as some research 

results.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cludes types and features of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as well as the risks associate with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udit.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study how to utilize the audit to reduce the risk of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by analyzing audit procedures of the commercial 

banks’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article includes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the connotation of audit 

risk and the audit risk model.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risks of the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third part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risk-based audit approach will reduce the audit risks. The forth part analyzes the 

audit of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 in China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 

Key words：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Risk-based approach；Au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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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一、选题背景 

在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队伍中，第一梯队国有商业银行除农行外，其余

都已经上市。第二梯队股份制商业银行，继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

后，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也都纷纷加入了上市的行列。

如今，第三梯队城市商业银行也开始了上市之旅，一波城商行上市的热潮即将

到来。 

由中国四大金融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保

险业协会和中国期货业协会联合主办一个历史性的盛会——“中国衍生金融工

具大会”隆重召开，将为中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规范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理

论和舆论氛围，将催生出中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发展和创新的一个新时代。 

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有严格的规定，单纯的行政

监管、行业自律、内部稽核已难以满足要求，商业银行上市之后必然要接受外

部审计以提高经营透明度和信息可信度。审计人员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执业标准

所树立的公正性、独立性和可信性，有助于从第三者的立场对商业银行的经营

管理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商业银行审计无疑会成为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业

务。而金融衍生时代的到来，商业银行大力发展金融衍生业务势在必行，使得

承接商业银行审计业务的审计人员不得不面对相对陌生且复杂多变的金融衍生

业务审计。衍生金融工具的复杂多变性以及商业银行经营特点的特殊性，使得

审计风险剧增。虽然新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32 号－－衍生金

融工具的审计》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框架，但在审计

实践中面临不断创新的衍生业务，如何防范审计风险也是审计人员所普遍面临

的难题。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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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际研究现状 

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是依据其会计资料来进行的，因此对其会计处理的统

一规范也日益迫切。由于衍生金融交易日益复杂，为了降低风险，也要求制定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方面的规范。目前，国际上的一些权威机构对此做出了艰辛

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中较为成熟的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于 1998 年 6 月发布的 FAS133《Accounting For Derivatives Instruments and 

Hedging Activities》(《衍生工具和避险活动的会计处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

会(IASC)于 1995 年 6 月公布了 IAS32：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sclosure and 

Presentation》（《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1998 年批准公布 IAS39《Financial 

Instruments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金融工具一确认和计量》)。2001

年 4 月开始运作并取代 IASC 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5 年 8 月 18

号发布了 IFRS7（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七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7 中的

新要求将使衍生金融工具相关披露更加有章可循。FASB、IASC 及其以后的

IASB 的努力使衍生金融工具及其会计处理的规则终于有了一个标志性的阶段

性成果。它们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1、基于金融衍生工具的本质特征对其进行了定义。 

2、明确了当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条款一方时，应在资产负债表上确认一 

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3、明确了企业失去了对金融资产内含的权利时应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明 

确了企业的金融负债只有在消除(即合同中规定的义务解除、取消或逾期)时才

能从资产负债表上剔除。 

4、明确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应以成本计量，而在后续计量 

时，对于金融资产(不包括指定为被套期工具的金融资产)，则应依据金融资产

所属的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计量属性，或者公允价值，或者是摊余成本；对

于金融负债(不包括指定为被套期工具的金融负债)，也应分别不同情况运用不

同的计量属性。 

5、给出了确定公允价值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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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确了金融资产减值的处理原则。 

7、将套期分为三类，即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外币套期，并就不 

同类型的套期活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如何处理规定了具体原则。 

8、进一步修正和补充了在此之前的要求的金融工具信息披露。 

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IAPC，International Auditing practice committee)于

2001 年 3 月发布了第 1012 号国际审计实务公告(IAPS1012)《衍生金融工具审

计》，该报告认为，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应该在国际会计准则框架下进行审计，并

且认为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变得日益复杂，其应用愈加普遍，对在会计报表中计

量和披露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信息的要求亦越来越多。衍生活动和衍生金融

工具的特点己经导致很多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加，从而也导致了与公司有关的审

计风险的增加，并给审计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美国审计人员协会 (AICPA)下属的审计准则委员会（ASB)公布了《审计准

则公告第 92 号――衍生工具、套期活动和有价证券审计》 (SAS92)，对衍生工

具和套期活动的独立审计行为予以指导和规范，成为规范衍生金融工具审计的

指南。 

IAPS1012 和 SAS92 都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程序必须包括下列步骤：首

先，注册会计师应明确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财务报表认定。其次，了解被审

计单位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从控制环境、内部审计和服务机

构等几个方面了解可能影响衍生活动及其审计的主要因素，初步评估与衍生金

融工具认定相关的审计风险，以便设计与实施进一步审计的程序，包括控制测

试和实质性测试。 

国际上的权威机构在规范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处理及其审计方面做出的巨大

努力使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活动朝向正规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使衍生金融交易

有章可循，能够减少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促进衍生金融工具

发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尚处于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对衍

生金融工具持充分接受和适当开放的态度，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由此推动了

衍生金融工具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从会计处理角度来说，1998 年 6 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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