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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卢鸿康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为了提高审计报告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满足报告使用者对企业信息的需求，缩小审计报告使用者与

企业之间的信息差距，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以及各国都先后颁布了审计报告改革方案，这次改革最

大的亮点是在审计报告中添加关键审计事项段。各国学者围绕审计报告中添加关键审计事项会对报告使用

者等其他主体产生什么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与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文章对目前国内外有

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文献进行了收集，按照披露现状、影响因素、信息含量、审计师责任、对投资者决

策影响、企业自身影响进行分类归纳与总结，并提出了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师责任；信息含量；投资者决策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审计报告是联通企业外部与企业的桥梁，其对于投资者、债权人等对企业的判断与决策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各国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企业的经济业务也更为繁杂，传统

标准化、格式化的审计报告并不能全面的反映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并不能给报告使用者带来

过多的与决策相关的信息（Carcello，2012）
[1]
。为了改善被审计企业披露信息的可靠性和

完善性，增加审计报告中企业特质信息的含量，弥补报告使用者等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差距，

提高报告使用者对报告的信任度，国际会计组织以及各国相关部门都先后颁布了审计改革方

案，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披露。 

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审计报告改革具有以下几个益处：一是提高了审计报告的透明度

和审计质量，有利于报告使用者等增强对审计报告真实性的信心；二是便于报告使用者理解

并使用财务报表（唐建华和张革，2015）
[2]
，提高报告使用者的信息搜索和获取效率（Sirois 

et al，2018）
[3]
；最后，审计报告改革还能使审计报告由单一的鉴证功能向鉴证、风险预

警等多功能的转变（阚京华，2017）
[4]
。 

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以来，各国学者都对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充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的研究结论。但目前缺乏对这些结论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献，故本文欲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发表

的关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文献进行收集，并按照披露现状、影响因素、信息含量、审计师

责任、对投资者决策影响、企业自身影响进行分类总结，撰写文献综述，目的是为了对已有

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为未来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现状 

目前，大部分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形式主要是文字描述，表格使用较少（张呈，2019）

[5]
，且披露的数量相对较少（路军和张金丹，2018；庄飞鹏等，2020）

[6, 7]
，相对而言高风

险公司较低风险公司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更多（李晓铮，2018）
[8]
，表明我国企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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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还不够重视，态度较为保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包含了多个项目，但

资产减值事项和收入确认事项披露占比最大（路军和张金丹，2018；许静静等，2019；张呈

等，2019）
[5, 6, 9]

，收入确认事项占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比重的三分之一以上（李晓铮，2018）

[8]
，且事项描述的逻辑性与精确性存在着较大差异，事项披露不完善，存在缺失部分（庄飞

鹏等，2020）
[7]
。 

在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企业所处行业和企业所选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分析发掘后，发

现处在同一行业的公司（李晓铮，2018）
[8]
、以及由同一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公司，其

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具有一定的类似性（路军和张金丹，2018）
[6]
。出现上述情况，可能与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经过多年的演化，早已养成了各事务所自己独特的审计风格，且事务所如

果在某个行业审计多年，对这行业十分了解，那么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会更加凸显出其审计风

格（宋衍蘅等，2017）
[10]

，而“审计风格”却会使信息失去相关性和可比性，强加一致性和

统一性（Francis et al，2014）
[11]

，难以反映出企业的特质信息。 

（二）、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因素 

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从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中选取最为重要的几项进行披露，受到管

理层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审计师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可能会有所考虑（Vanstraelen 

et al，2012）
[12]

。其次，管理层是否愿意与审计师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也会对关键审计

事项的披露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报告改革后，总体上管理层与审计人员沟通的积极性

有显著提高（张继勋等，2016）
[13]

，且管理层积极配合审计师进行沟通，也能从侧面向外界

传递其企业的盈余质量高低的信息（汪炜和袁东任，2014）
[14]

。 

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程度和负债率（韩丽荣和刘丁睿，2020）
[15]

、股价崩盘风险（陈

丽红和朱憬怡，2020）
[16]

、业务规模和会计准则的规范性（Pinto & Morais，2019）
[17]

等

因素均会显著提高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或完善程度。说明审计师在研究决定企业

的关键审计事项时，会充分的考虑企业自身的内部控制水平和财务状况。 

（三）、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是否增加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目前研究仍有不同的观点与结

论。Reid（2015）
[18]

研究发现实施新的披露制度后，企业股票异常交易量的增加和异常买卖

价差的减少，说明新的披露制度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有用的信息，降低了投资者和企业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了他们的交易决策。王木之和李丹（2019）
[19]

、徐硕正和张兵（2020）

[20]
从股价同步性的角度研究也得出新准则的施行对信息使用者传递了增量信息。庄飞鹏等

（2020）
[7]
通过研究实施新审计报告准则后才进行 IPO的企业，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较有

效地提高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沟通价值。且关键审计事项段可读性越强、语气语调越积

极、数据越精确、责任归属越明确，审计报告沟通价值越大，信息含量越高（王艳艳等，2018）

[21]
。李奇凤和路军伟（2021）

[22]
的研究也支持上述观点，但这种效应只出现在信息披露渠

道较少的小公司中，对于渠道健全的大公司并起不到显著作用。 



                                     http://www.sinoss.net 

 - 3 - 

但也有学者研究后发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之后，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显著下降(薛刚

等,2020)
[23]

,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并没有为分析师预测带来信息含量（李奇凤和刘洪渭，

2021）
[24]

。还有学者认为，企业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存在“模板化”信息披露现象，因此不

具有持续信息增量（尹蘅和李丽青，2019）
[25]

，且投资者可能通过企业以往的信息公布渠道

早了解到关键审计事项中披露的事项，因此关键审计事项并不能给信息使用者带来有价值的

增量信息（Lennox et al，2019）
[26]

。 

（四）、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师责任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于审计师来说，究竟是规避责任还是承担责任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结

论。Brown et al(2015)
[27]

、Kachelmeier et al（2020）
[28]

认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具有

预警效应，可以减轻审计师对与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重大错报的感知责任。且由于在审计报

告关键审计事项段落中已提前告知了不确定事项，审计师可以感到更高“道德许可”

（Asbahr & Ruhnke，2019）
[29]

，所以有学者认为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主要是出于规

避审计责任的考虑（李奇凤和刘洪渭，2021）
[24]

。披露任何关键审计事项(即相关或不相关

的关键审计事项)相对于声明不存在关键审计事项，这种做法给审计师提供了诉讼方面的“防

火墙”（Brasel et al，2016）
[30]

。张继勋等（2015）
[31]

还进一步发现，当审计报告中披

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与之后发现的重大错报事项相同时，投资者感知的审计人员责任相对于不

同时是最低的。因此，审计师可能会出于规避法律惩处的动机，在不相关的领域扩大关键审

计事项披露，或披露一些无关紧要“模板化”且缺乏精准度的关键审计事项，最大程度的降

低披露事项对自身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但是在精确的会计标准下，无论披露相关的还是

不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都会加强对审计师的指责和损害评估（Gimbar et al，2016）
[32]

。 

韩冬梅和张继勋（2018）
[33]

发现，如果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包含有结论性评价,那么审

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会增加，且结论性评价体现的越积极、明确,审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越

大（韩冬梅等，2020）
[34]

。潘克勤（2020）
[35]

却认为，对于风险较高的客户，关键审计事

项披露能提高审计师的责任意识，对于风险较低的客户，关键审计事项却降低了审计师的责

任意识。 

（五）、关键审计事项与投资者决策 

李增泉（1999）
[36]

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审计意见的影响，在审计报

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披露，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有用的信息，影响了投资者的交易

决策（Reid，2015）
[18]

。 

张继勋和韩冬梅（2014）
[37]

发现改进后的标准审计报告，增加了投资者对报告有效性的

感知，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与决策。且关键审计事项段若包含了结论性评价,则投资者

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更高（张继勋等，2019）
[38]

。但 Christensen et al（2014）
[39]

研究却发

现，关键审计事项段落中专门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决议段落降低了不再将该公司视为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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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无论提供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保证。Boolaky & Quick（2016）
[40]

发现关键审计事项

的披露对银行董事的信贷决策无重大影响。 

（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自身的影响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会对管理层产生监督效应（薛刚等，2020）
[23]

，显著降低了企业应计

盈余管理（李延喜等，2019）
[41]

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杨明增等，2018）
[42]

，异常应计利

润显著减少（Reid et al，2019）
[43]

，提高了审计质量。账户层面和公司层面的关键审计事

项均能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其中，账户层面的收入确认相关事项的降低作用最为显著

（朱泽钢和姜丽莎，2021）
[44]

。张金丹等（2019）
[45]

却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并不能让

企业操控性应计发生显著变化。 

风险信息的披露越多，能有效缓解市场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企业

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
[46]

。年报中风险信息越多，市场给

予的信任越多，因而风险溢价越小，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王雄元和高曦，2018）

[47]
和银行贷款利率（王雄元和曾敬，2019）

[48]
。姜丽莎等（2020）

[49]
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

项披露数量、信息含量以及审计师应对程序，均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有显著作用，且

不同类型的事项对债务融资成本影响效果大不相同，与资产类相关的事项披露显著降低了企

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而公允价值计量类相关的事项披露却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关键

审计事项还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改善公司治理质量来降低股权融

资成本（赵玉洁等，2020）
[50]

。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后，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审计费用明显上升,审计定价与被

审企业的诉讼风险呈显著正相关（潘克勤，2020）
[35]

，风险会促使审计师选择披露更多的关

键审计事项，导致审计收费的进一步增加（刘颖斐和张小虎，2019）
[51]

。区分股权性质后发

现，非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增加明显高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且披露的数量、复杂

性以及精确度均与审计费用正向变动（周中胜等，2020）
[52]

。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还会影响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史永和李思昊（2020）
[53]

认为，关键审

计事项披露能抑制企业股价崩盘的风险，可张曾莲和王雅倩（2021）
[54]

却认为，关键审计事

项披露会提升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但公司价值和公司内部控制的增加能够抑制这种效应。 

三、文献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目前国内外有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文献进行了收集，并从六个方面进行归纳总

结。从披露现状来看，我国企业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平均数目较欧美国家少，披露事项主要

集中在资产减值事项和收入确认事项，且存在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模板化”的现象；从研

究内容来看，国内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数量、类型等的统计，以及是否提

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披露对企业自身的影响，而国外学者更多的是关心关键审计事项披

露对审计师责任和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从研究结论来看，尽管有小部分学者的结论持相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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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大部分学者研究结论支持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增加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对报告使用

者的投资判断与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提高了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质量并降低了企业融资

成本等， 

基于上述总结，本文提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如何解决关键审计事

项披露存在“模板化”趋势的现象，使关键审计事项段更具有个性化和信息含量，最大化的

缩小报告使用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差距，更好的满足报告使用者决策时对信息的需求。二是

如何提高关键审计事项的持续信息增量，已有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存在“首次效应”，

可目前国内外对于如何保持关键审计事项的持续信息增量缺乏研究，如何打破这种效应，还

需要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怎样更好的完善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形式与内容。三是如何调动管

理层与审计师沟通的积极性，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和管理层沟通中确定的，要充分披露企

业的重要审计事项，一方面需要审计师专业素质过硬、客观公正，另一方面，更为需要的是

管理层的积极沟通，管理层作为企业的管理中枢，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了如指掌，

如果管理层不积极的进行沟通，审计师也很难全面了解并充分的披露企业的关键审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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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of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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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evance and reliability of audit reports, meet the needs of report 

users for enterprise information, and narrow the information gap between audit report users and 

enterprises, the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and various countries have 

successively issued audit report reform plans. The biggest highlight of this reform is the addition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the audit report.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made ful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dding key audit matters to the audit report on other subjects such as report users, and 

have made quite rich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classifies and summarizes them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quo of 

disclosure、influencing factors、information content,、auditor responsibilities、the impact on investors' 

decisions、and the impact on enterprises themselves,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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