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是整体审计报告的概述部分，是对审计结果的总结与提炼，一般放在审

计报告的最前页。总结报告的内容不能过多，尽量控制在一页内。在总结报告中，

应该将审计目的与方法、审计发现的问题与建议等进行精确的总结与阐述，做到

用词精准、重点突出。

2、背景信息

在审计报告中，需要对被审计单位的背景情况进行披露，包括单位规模、经营模

式、组织架构等基础信息，也要包括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期间范围内的经营结果、

市场状况、经济指标达成情况等数据信息。

3、资产情况

在这一部分，一般按照资产类科目，详细报告每个科目的审计情况与审计结果，

尤其对于重点科目，如存货、应收账款、资金类科目，及本次有重点发现的科目

的审计过程，应该完整、详尽地在报告中进行阐述。

4、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情况

在这一部分，应该详细报告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审计情况与审计结果，对

于重点科目及本次有重点发现的科目的审计过程，应该在报告中进行完整、详尽

的阐述。

5、审计发现

上述部分都是对审计过程的说明，而在这一部分，是对审计结果的总结。可以说，

审计发现是报告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阅读者最关注的部分。针对审计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需要分类、汇总后在此部分进行披露。因此，撰写者必须用词精准、

突出问题、证据充分。

另外，财务审计虽然重点是对会计科目的检查，但如果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了内控

不完善等管理问题，也同样需要详尽披露。

6、审计建议

最后，根据审计发现的各项问题，在报告中应该提出有效的审计建议。需要注意

的是，写入报告的审计建议绝不能流于形式。审计建议不关乎数量的多少，而是

执行后是否能够改善和解决问题。因此，审计建议必须是被审计单位可以执行与

实施的有效建议。审计建议也是后续审计的检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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