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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审计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审计助理人员分级培训系列课程



学习目标：

1. 了解银行借款的审计程序

2. 知晓借款审计的目标

3. 掌握相关底稿编制方法

4. 获悉借款审计风险点和应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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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ABC有限公司202X年会计记录概况：

短期借款年初余额为1.45亿元，本期增加人民币借款5,811.82万元，无新增外币借款，

年末余额（未审数）为3,311.82万元；年末尚未偿还借款4笔，其中3笔金额合计2,311.82万

元为流动资金贷款。

长期借款年初余额为3,197.73万元，本期增加人民币借款1.08亿元，无新增外币借款，

年末余额（未审数）为0元。

一、案例导入



二、审计目标及审计准备工作

（一）审计目标

所有记录的借款均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并且应归属于被审计单位存在性：

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所有借款均已记录完整性：

所有记录的借款均根据其性质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按适当的账面金额计价准确性：

计价：

借款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分类、类别和披露列报：

所有记录的借款均根据其性质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按适当的账面金额计价



（二）审计准备工作

1. 开始审计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

阅读与分析会
计报表关于借
款科目的金额

与披露

查阅上年度工

作底稿，了解

上年审计情况

获取公司的总

账、明细账

列出需要公

司提供的资

料清单



借款明细表（若为审计人员

自己编制，需根据合同条款

补充填列该表）

年初尚未归还的所有借款合

同和本年新增的所有借款合

同，以及与借款相关的抵押、

质押、保证合同等

新增借款与还款的授权审批

企业信用报告 银行借款借据及还款凭证

2. 应向被审计单位获取如下审计资料

（二）审计准备工作



4. 借款所涉及的主要业务活动

（1）借款的审批授权

（2）签订合同或协议

（3）取得资金

（4）计算利息

（4）偿还本息

5. 借款所涉及的凭证和会计记录

（1）借款合同或协议

（2）企业信用报告

（3）借款收款凭证

（4）利息测算

（5）还款凭证

（二）审计准备工作



三、审计程序

(一） 整体审计思路

2-识别与
评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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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界定 3-设计审计
应对措施

4-获取审
计证据

5-形成意见 6-报告

•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 初步分析性复核

• 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

• 了解各循环业务流程及记

录穿行测试

• ……

• 控制测试

• 实质性程序



1.了解借款业
务流程及记录
穿行测试

采用询问、观察和检查等方法，通过询问财务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查看公

司章程了解并记录了筹资循环的主要处理流程。

长/短期借款的主要业务流程包括：

（1）借款的审批与记录

如果预计流动资金可能不足时，财务部门出纳填写借款申请表。金额应经财

务经理复核，财务总监审批。财务经理依据审批后的借款申请表，与银行洽谈

借款合同的主要条款，交财务总监审核后签订协议或合同。公司收到借款后，

信贷记账员在金蝶系统内编制记账凭证，将借款合同、银行回单等单证交会计

主管审核。会计主管审核无误后，在系统中批准，系统自动过账至借款明细账

和总账。

(二）识别与评估风险



长/短期借款的主要业务流程包括：

（2）管理借款

出纳根据借款合同，逐笔登记借款备查账，内容包括借款银行名称、借款合

同编号、合同金额、借款日期、还款日期、借款用途、借款条件、合同利率、结

息日等，并对借款资金的使用进行复核。每月末，出纳与信贷记账员核对借款备

查账与借款明细账，编制核对表报会计主管复核。如有任何差异，立即进行调查。

（3）还款

借款到期时，出纳填写付款申请表，注明资金用途为归还借款，经财务经理

批准后，出纳员办理还款事宜。

（4）利息支付

每季末或月末，信贷记账员在金碟系统内编制记账凭证，将银行利息回单交

会计主管审核。会计主管审核无误后，在系统中批准，系统自动过账至借款明细

账和总账。

(二）识别与评估风险

1.了解借款业
务流程及记录
穿行测试



2.穿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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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行测试的目的：

• 确保我们所记录的与相关认定有关的交易的处理流程，包括这些交易如何生成、批准、处理及
记录是恰当的；

• 验证我们识别出的重大业务流程中可能发生重大错报（包括由于舞弊导致的错报）的环节是正
确的；

• 针对识别的被审计单位用于应对这些错报或潜在错报的控制活动取得控制是否得到执行的审计
证据；

（2）测试程序：

• 借款审批：获取银行借款新增明细账，检查新增借款是否经过审批，借款合同是否盖章；是否
正确记账；

• 管理借款：获取银行借款台账，检查借款是否每月按要求复核相关信息；

• 还款审批：获取银行借款还款明细表，检查银行还款是否经过审批且被恰当记录及复核；

• 利息支付：获取财务费用银行借款利息明细账，检查银行借款还息是否经过审批且被恰当记录

(二）识别与评估风险



• 风险1-借款余额不完整，借款未完整核算与列报。

• 风险2-因资金使用不合规或不符合与银行约定产生的合规风险或违约风险，

如实际用途与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不一致，可能将借款挪作他用；按借款银

行要求采用受托支付的，支付款项对方不是公司真实的供应商或支付金额

超过采购金额。

• 风险3-借款余额准确性风险，银行借款一般付息日为每季度或每月20日，

最后十天利息可能未计提，导致银行借款余额不准确与财务费用低估。

3.风险识别

(二）识别与评估风险



（四）实质性审计程序
1.获得或编制借款明细表，
复核加计金额是否正确，并
与企业提供的明细账、总账
和报表核对，若有外币借款，
还需对外币折算进行复核

2.取得借款合同以及与借款
有关的抵押、质押、保证合
同等，必要时取得被抵押资
产的权证，以核实其所有权
及他项权信息

3.核对被审计单位企业信用
报告，核实账面记录是否准
确、完整

4.对银行借款的期末余
额及借款性质等事项实
施函证

5.检查本期增减变动，
审查借款合同、授权审
批以及原始凭证，与相
关会计记录相核对

6.审查借款的使用是否
合规

7.审查有无到期未还的借
款，若有到期未还的借款，
是否已办理了延期手续

8.复核借款利息，根据短
期借款明细表上的金额、
利率以及期限，复核其利
息计算是否正确

9.确定借款在资产负债
表上的列示是否准确，
借款及相关担保的披露
是否恰当



四、审计底稿编制

贷款证

核对表

实质性审

计底稿

凭证测

试表

函证汇

总表

利息复

核表

余额明

细表



列示每笔借款的关键信息，包括贷款单位、借款金

额、借款条件、利率、合同借款开始日、合同还款日

期、实际归还日期、借款合同编号、担保合同编号以

及担保或抵押人等信息。

该表的加计金额需与明细账和总账核对，短期借款

明细表可与长期借款明细表合并编制。

余额明

细表

(一）余额明细表



• 利息复核包括本期应计和期末应付，银行一般以上月21日

至本月20日为月周期计息，因此期末时需计提12月最后10

天的应付利息。

• 根据实际收到日期、实际归还日期填列计算本期占用时间，

按照相应的利率复核本期应计利息；

• 根据银行结息方式，确定应付利息涵盖期间，复核未结息

期间应计的应付利息是否合理。

利息复

核表

（二）利息复核表



2. 借款利息复核——应计利息

注意点：

1.利息期间为自1月1日或实际收款日期至12月31日或实际还款日期的期间

2.浮动利率年中基准利率是否有变动

3.复核结果与实际利息支出的可接受差异，需结合重要性水平以及可容忍差错综合判断

应计利息=本金*（借款利息讫息日-借款利息起息日）*（年利率/360）



• 底稿中分别列示企业信用报告与账面汇总信息比较，说明差异；

• 取得的企业信用报告尽量逐笔核对，做出标记，存在差异应查

明原因；

• 上述差异原因不明的，应进一步查明原因，并取得银行函证等

确认信息。

贷款证

核对表

（三）贷款证核对表



• 抽取一定数量的凭证进行测试，控制测试中注重检查记账凭证

是否合规，即审批程序是否完整以及审批人是否有相应权限；

• 细节测试中注重记账凭证后附的单据是否真实完整，凭证所载

记录是否正确；

• 要验证凭证后附原始单据能否支持、证明记账凭证中所载的分

录，检查原始单据的金额、内容等能否和记账凭证对应，重点

检查原始单据上显示的对方单位和账面所载是否一致。

凭证测

试表

（四）凭证测试表



对银行借款函证的发函与回函情况进行记录，在函证汇总表

中依次填写发函信息并记录回函情况，包括债务种类（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债权单位、币种、发函金额、回函金额，函证索

引号、回函比例（银行函证需全部回函）等信息，若回函存在差

异，需记录并核实差异原因后重新发函，或执行替代程序。

函证汇

总表

（四）函证汇总表



2. 函证汇总表

对银行借款需进行函证，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借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之相关的

重大错报风险很低。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序，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

(1)编制短期/长期借款函证结果汇总表，检查回函。

(2)调查不符事项，确定是否表明存在错报。

(3)如果未回函，实施替代程序。

(4)如果认为回函不可靠，评价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以及其他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

排和范围的影响。



(5)如果管理层不允许寄发询证函：

①询问管理层不允许寄发询证函的原因，并就其原因的正当性及合理性收集审计证据；

②评价管理层不允许寄发询证函对评估的相关重大错报风险（包括舞弊风险），以及

其他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③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

④如果认为管理层不允许寄发询证函的原因不合理，或实施替代程序无法获取相关、

可靠的审计证据，与治理层进行沟通，并确定其对审计工作和审计意见的影响。

2. 函证汇总表



五、审计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风险一：借款核算与列报的完整性

应对措施

1.检查企业信用报告，核实账面记录是否准确、完整

2.亲自前往银行拉取企业报告年度所有的银行对账单，检查对账单中记录

的收到与归还的银行借款，是否均在账面准确、完整地记录



五、审计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风险二：借款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主要包括：

1、资金用途与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不一致，将借款挪作他用；

2、按借款银行要求采用受托支付的，支付款项对方不是公司真实的供应商或支付金额
超过采购金额。

应对措施

1.取得企业使用借款资金付款的银行回单，检查收款单位与款项性质是否与借款合同
中约定的用途相符；

2.按借款银行要求采用受托支付的，需检查企业是否存在为满足贷款银行受托支付要
求，通过供应商等取得银行贷款或为客户提供银行贷款资金走账通道的情况，需获取
企业与收款方的合同、运输单、签收单等原始单据，检查企业与收款方的交易是否真
实、合理。



五、审计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风险二：借款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五章 发放与支付

第二十四条 贷款人应通过贷款人受托支付或借款人自主支付的方式对贷款资金的支付进行管理与控制。
贷款人受托支付是指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
借款人自主支付是指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将贷款资金发放至借款人账户后，由借款人自主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

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
第二十六条 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的，贷款人应在贷款资金发放前审核借款人相关交易资料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条件。贷

款人审核同意后，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手，并应做好有关细节的认定记录。
第二十七条 采用借款人自主支付的，贷款人应要求借款人定期汇总报告贷款资金支付情况，并通过账户分析、凭证查

验、现场调查等方式核查贷款支付是否符合约定用途。
第二十九条 在贷款发放和支付过程中，借款人出现以下情形的，贷款人应与借款人协商补充贷款发放和支付条件，或

根据合同约定停止贷款资金的发放和支付：
（一）信用状况下降；
（二）不按合同约定支付贷款资金；
（三）项目进度落后于资金使用进度；
（四）违反合同约定，以化整为零方式规避贷款人受托支付。



五、审计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风险二：借款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五章 发放与支付

第二十四条 贷款人在发放贷款前应确认借款人满足合同约定的提款条件，并按照合同约定通过贷款人受托支付或借款人自主支付的
方式对贷款资金的支付进行管理与控制，监督贷款资金按约定用途使用。

贷款人受托支付是指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

借款人自主支付是指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将贷款资金发放至借款人账户后，由借款人自主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
交易对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的，贷款人应根据约定的贷款用途,审核借款人提供的支付申请所列支付对象、支付金额等信息是否
与相应的商务合同等证明材料相符。审核同意后，贷款人应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象。



五、审计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风险三：借款担保相关披露的完整性、准确性

应对措施

1.获取公司的用章记录、企业信用报告等，检查其中的借款担保信息，
确认公司借款担保的披露是否完整、准确

2.取得并检查与借款有关的抵押、质押、保证合同等，必要时取得被抵
押、质押资产的权证，以核实其所有权，确认公司借款担保的披露是
否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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