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总    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审计的历史发展 
2．了解审计的分类 
3．理解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4．理解审计的概念和特征 

导入案例 

张女士准备把一部分积蓄投入股市，她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选择了

一家每股盈余高的公司，准备购买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但是当她和一个好朋友聊天提到

此事时，她的朋友说，你再看看这家公司近几年的审计报告吧，不能只看财务报表。

张女士之后就查了该公司的审计报告，报告里提到对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

张女士给她的朋友打电话问这是什么意思，她的朋友说，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可能有问

题，最好暂时不要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果然，没过多久，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就开始

大幅下跌了。张女士很感激她的朋友，同时也很好奇，什么是审计？审计还有哪些职

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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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1．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审计是因授权管理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和发展

的基础。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一般涉及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委托人，另一个是受托人（或

代理人）。产生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根本原因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举例  广西华康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大小股东 80 个，不可能每一个股东都直接经营企

业，所以是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李某直接经营企业的，而李某并不是公司的股东。这种

情况下，华康公司的股东和经理李某之间是委托和受托的关系。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

对公司有所有权，而李某是公司的经营者，对公司有经营权，他们之间是分离的。因此，

如果股东想要知道李某的经营情况，就需要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进行审查。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不需要审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使得剩余的生产产品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不能直接对其拥有的资源进行管理和经营时，就会委托或授权他人代为管理和经营，这

就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所有者想要了解经营者是否真正承担了自己的受

托经济责任，就会对其进行监督，以监督检查为基本职能的审计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2．我国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1）我国政府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六个阶段；西周初期为初步形成阶段；秦汉时期

为最终确立阶段；隋唐至宋健全阶段；元明清为停滞不前阶段；民国时期为不断演进阶

段；新中国为振兴阶段。 
我国政府审计产生于西周时期，最早的审计职务是西周时期的“宰夫”。 
秦汉时期是我国审计的确立阶段，此时“上计”制度日趋完善。所谓“上计”，就是

皇帝亲自参加听取和审核各级地方官吏的财政会计报告，以决定赏罚的制度。 
隋朝设置比部，隶属于部官或刑部，掌管国家财计监督，行使审计职权。唐朝改设

三省六部，六部之中，刑部掌天下律令、刑法、徒隶等政令，比部仍隶属于刑部。宋朝

设置“审计司”，隶属于太府寺，后改称为“审计院”。宋朝审计司（院）的建立，是我

国“审计”的正式命名，从此，“审计”一词便成为财政监督的专用名词，对后世中外审

计建制具有深远的影响。 
元朝取消比部，独立的审计机构消亡。明朝初设立比部，不久即取消。清朝承袭明

朝制度，设置了都察院，成为最高的监察、监督、弹劾和建议机关。 
1912年，在中华民国国务院下设审计处，1914年北洋政府改为审计院，同年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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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法》。国民党政府也于 1928年颁布过《审计法》及其实施细则，次年还颁布了《审
计组织法》，审计人员有审计、协审、稽察等职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没有

设置独立的审计机构。对企业的财税监督和货币管理，是通过不定期的会计检查进行的。 
我国 198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建立政府审计机构，实行审计监

督，并于 1983年 9月成立了我国政府审计的最高机关—审计署，在县以上各级人民政

府设置各级审计机关。1985年 8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1988年 11
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1995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
实施，这从法律上进一步确立了政府审计的地位，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我国民间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的民间审计在 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 
1925年，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间审计职业组织—上海会计师公会，随后，各

地的会计师公会也都相继成立，我国的会计师职业因此得以确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注册会计师依然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随着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注册
会计师便丧失了其职业基础，民间审计也随之消失。 

1980 年 12 月 23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对注册会
计师的资格、业务范围等事项做出了规定，迈出了我国开始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的第一

步。1981年 1月 1日，经财政部批准后，在上海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独立承办审计业务
的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会计师事务所，随后，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了会计师事务所。

1988 年 11 月 15 日，在财政部的领导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
正式宣告成立，开始着手制定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1993年 10月 31日，我国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自 1994年 1月 1日起实施。1995年 12月，我国发布了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它们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民间审计日益成

熟。2006 年 2 月 15 日，中注协发布了新修订的与国际审计准则趋同的审计准则。在国
家法律法规的规范下，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3）我国内部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早期的皇室审计、寺院审计均属于内部审计范畴。 
现代内部审计在民国时期已诞生，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撤销。 
我国社会主义内部审计从 1983 年以后逐步建立起来。1987 年，我国成立中国内部

审计学会，2000年改名为中国内部审计师协会。2003年 5月 1日，审计署颁布施行了《审
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3．西方国家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早在奴隶制度下的古罗马、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已有官厅审计机构。审计人员以

“听证”方式，进行具有审计性质的经济监督工作。美国于 1921年成立总审计局，是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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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国会的独立经济监督机构，担负着为国会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提供审计信息和建议

的重要职责。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民间审计是伴随着 18世纪初期到 19世纪中叶产业的完成而开始

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使西方现代民间审计制度应运而生。1853年在苏格兰的
爱西堡成立了爱西堡会计师协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职业会计师的专业团体。 

西方内部审计最早表现为奴隶社会时期发展起来的庄园审计、宫廷审计等。1941年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成立。 

 案例分析 

英国南海股份公司审计案例 

1710 年，英国政府用发行中奖债券所募集到的资金创立了南海股份公司。经过近 10
年的经营，该公司业绩依然平平。1719 年底，公司的董事开始对外散布各种所谓的利好

消息，即南海公司在年底将实现利润大幅攀升。 
这一消息的宣布，加上公众对股价上扬的预期，带动了股价上升。1719 年，南海公

司股价飙升。随着南海股价的扶摇直上，一场投机浪潮席卷全国，170 多家新成立的股

份公司股票以及原有的公司股票，都成了投机对象。 
1720 年 6 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公司取缔法》，该法对股份公司的成立进行了

严格的限制。由此，许多公司被解散，公众开始清醒过来，对一些公司的怀疑逐渐扩展

到南海公司身上。从 7 月开始，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到 1720 年底，政府对南海公司

的资产进行清理，发现其实际资本已所剩无几。 
南海公司倒闭的消息传来，震惊了债权人和投资者。迫于舆论的压力，1721 年 9 月，

英国议会组织了一个由 13 人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对“南海泡沫”事件进行秘密查证。 
在调查过程中，特别委员会发现该公司的会计记录严重失实，明显存在蓄意篡改数

据的舞弊行为，于是特邀了一名叫查尔斯·斯内尔的资深会计师，对南海公司的分公司

会计账目进行检查。查尔斯·斯内尔通过对南海公司账目的查询、审核后提交了一份检

查意见。在该份报告中，查尔斯指出了公司存在舞弊行为、会计记录严重不实等问题，

但没有对公司为何编制这种虚假的会计记录表明自己的看法。 
英国南海公司的舞弊案例，对世界民间审计史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尽管在 1720

年之前，就有人认为已有了民间审计这一行业，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审计理论工作者都

认为，查尔斯·斯内尔是世界上第一位民间审计人员，他所撰写的查账报告，是世界上

第一份民间审计报告。而英国南海公司的舞弊案例，也被列为世界上第一起比较正式的

民间审计案例。该案例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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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计模式的演进 
审计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审计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审计模式和方法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审计模式和方法的演进经历了账项导向审计阶段、内控导向审计阶段和风险

导向审计阶段。 
1）账项导向审计阶段 

该阶段大致从 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 40年代。最初的账项导向审计以查错防弊为主，
详细审查公司的全部账簿和凭证，即检查各项分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账簿记录的加总

和过账是否正确、总账和明细账是否一致。 
2）内控导向审计阶段 

20 世纪 40 年代后，账项导向审计逐渐发展为内控导向审计，即通过了解和评价被
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评估审计风险，制订审计计划并确定审计实施的范围和重点，

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质性测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提出合理的审计意见。 
3）风险导向审计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为合理地防范和降低审计风险并降低审计成本，注册会计师
审计逐渐从内控导向审计发展到风险导向审计。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评估重大

错报风险，采取风险应对措施，使审计风险的控制更加科学有效。风险导向审计的出现

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有效地控制审计风险，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也标志着注册会

计师审计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  审计的概念与特征 

1．审计的概念 
审计是由国家授权或接受委托的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国家法规、审计准则和会计

理论，运用专门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经营管理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的

真实性、正确性、合规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和监督，评价经济责任，鉴证经济

业务，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 
2．审计的特征 
根据审计的概念，可以概括出审计的两个基本特征：独立性和权威性。 
1）独立性 

独立性是审计的本质特征，也是保证审计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现代审计理论中的三种审计关系人就是根据独立性产生的。三种审计关系人，也称

为审计关系的三要素。第一关系人是审计人，即审计主体，它们根据审计委托者的委托，

进行审计；第二关系人是被审计人，即审计客体，它们对审计委托者承担受托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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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系人是审计委托人，它们委托或授权审计人员对财产经营者的受托管理责任履行

情况进行审计。其中第一关系人即审计人员必须独立于第二关系人和第三关系人之外，

保持独立的地位，不受其中任何一方的影响和干扰，根据公认的标准，不偏不倚、客观

公正地做出判断和评价，保护各有关方面的权益。 
在现代审计体系中，审计的独立性在社会审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社会审计的独立

性体现在实质上的独立和形式上的独立。所谓实质上的独立，是要求注册会计师与委托

单位之间必须实实在在地毫无利害关系。注册会计师只有与委托单位保持实质上的独立，

才能够以客观、公正的心态发表审计意见。所谓形式上的独立，是对第三者而言的。注

册会计师必须在第三者面前呈现一种独立于委托单位和被审计单位的身份，即在他人看

来注册会计师是独立的。由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决策依据，因

此，注册会计师除了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外，还必须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只有这样才会得

到社会公众的信任。 
举例  方平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李详在广西华康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华康公

司委托方平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年终审计时，方平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审计小组里面，

不得有注册会计师李详，因为李详对于华康公司而言，不具有独立性。 
2）权威性 

审计的权威性，是保证有效行使审计权的必要条件。各国法律对实行审计制度、建

立审计机关以及审计机构的地位和权力都作了明确规定，使审计具有法律的权威性，从

法律上赋予审计超脱的地位及监督、评价、鉴证职能。 

第三节  审计的种类与职能 

1．审计的种类 
审计分类的标准很多，通常审计会按照主体、内容、范围、执行地点等进行分类。 
1）按审计主体分类 

审计按其主体进行分类，可分为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 
（1）国家审计，也称政府审计，是指由国家审计机关所实施的审计。 
（2）社会审计，也称注册会计师审计、民间审计，是指具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的注册会计师实施的审计。 
（3）内部审计，也称部门和单位审计，是指由单位内部独立于财会部门以外的专职

审计机构所进行的审计。 

举例  广西华康公司委托方平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年终审计，属于社会审计。广

西华康公司除了财会部门之外，独立设置审计部门，定期对公司内部的财务和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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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计，属于内部审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审计局对其下辖的隆安县 2016 年的财

务决算情况进行审计，属于政府审计。 
2）按审计内容分类 

审计按内容进行分类，可分为财政财务审计、经济效益审计和财经法纪审计。 

（1）财政财务审计，是指审计机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

和反映其经济活动的会计资料进行的审计。其目的主要是判断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包

括财政和财务收支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 

（2）经济效益审计，是指审计机构对被审单位或项目的经济活动包括财政、财务收

支活动的效益性进行的审计。其目的主要是评价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经济效益的优劣，

以利于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财经法纪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部门对严重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

所进行的专项审计。目的在于维护财经法纪，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安全和完整。 

举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审计局对其下辖的隆安县 2016 年的财务决算情况进

行审计，属于财政财务审计。广西华康公司设置的内部审计部门年终对该公司的生产力

各要素开发利用情况和企业的管理素质与水平进行审计和评价，属于经济效益审计。 
3）按审计范围分类 

审计按范围进行分类，可分为全面审计和局部审计。 

（1）全面审计，是指对被审计单位一定时期的全部经济活动所进行的审计。这类审

计范围广、工作量大，适用于规模小、业务简单的单位，另外，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薄

弱、会计核算质量差的单位，也有必要开展全面审计。 

（2）局部审计，也称部分审计，是指对被审计单位一定期间的财务收支或经营管理

活动的某些方面及其资料进行部分、有目的、有重点的审计。 

举例  仅对公司的银行存款进行的审计，属于局部审计。 
4）按审计执行地点分类 

审计按其执行地点进行分类，可分为报送审计和就地审计。 

（1）报送审计，也称送达审计，是指被审计单位将各项预算、计划、会计决算报表

和其他有关资料等，按照规定的日期（月、季、年）送达审计机构进行审计。 

（2）就地审计，是指由审计机构派出审计人员到被审计单位进行的现场审计。 

举例  行政机关的经费报销审计通常采用报送审计。企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

行的年终审计通常采用就地审计。 

2．审计的职能 

审计职能是指审计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功能，审计主要具有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

济鉴证三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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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监督 

经济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体现于审计工作的各个方面。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

主要是指通过审计，监察和督促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在正常的

轨道上进行；监察和督促有关经济责任者是否忠实地履行经济责任。另外，通过经济监

督职能，还可以揭露违法违纪、稽查损失浪费，查明错误弊端，判断管理缺陷和追究经

济责任等。 
举例  方平会计师事务所对广西华康公司的会计报表及其他经济资料进行检查和验

证，确定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否真实、公允、合法、合规，最后出具审计报告。这

主要体现了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 
2）经济评价 

审计的经济评价职能，是指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资料及经济活

动进行审查，并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所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肯定成绩，指出问题，

总结经验，寻求改善管理、提高效率、效益的途径。在现代审计事务中，经济效益审计

最能体现审计的经济评价职能。 
举例  审计人员通过审核检查，评定被审计单位的经营决策、计划、方案是否切实

可行、是否科学先进、是否贯彻执行，评定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和有效，

评定被审计单位各项会计资料及其他经济资料是否真实、可靠，评定被审计单位各项资

源的使用是否合理、有效，并根据评定的结果，提出改善经营管理的建议。这属于经济

评价职能。 
3）经济鉴证 

审计的经济鉴证职能，是指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及其他经济

资料进行检查和验证，确定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否真实、公允、合法、合规，并出

具书面证明，以便为审计的授权人或委托人提供确切的信息，并取信于社会公众的一种

职能。 
举例  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委托，对其投入资本进行验资，对其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查，或对其合并、解散事项进行审核，然后出具验资报告、查账报

告和清算报告等，属于审计执行经济鉴证职能。 

延伸阅读 

（一） 

在中国台湾，只有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的人员才被叫作“会计师”，在企事业单

位工作的按照其岗位称呼，如财务经理等。在中国大陆的“会计师”是指具有会计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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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人，会计师是一种专业技术资格。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分为会计员、助理会计师、会

计师和高级会计师等不同等级，要想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需要通过考试或评审。在

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工作的人都可以参加会计师技术资格考试，并按照聘任的职称级别

取得相应的待遇。这种会计师不能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在大陆从事注册会计师审

计业务的是“注册会计师”，其需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并参加审计工作两

年以上才能进行注册登记，从事法定审计业务。 

（二） 

许多财务报告使用人和公众都把审计和会计混淆起来，主要是因为审计往往和会计

息息相关，而且许多注册会计师是会计方面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

工作的人被称为“注册会计师”，更加剧了这种概念的混淆。 
会计是为决策提供财务信息而对经济事项进行计量、记录、确认和报告的一个系统。

会计的任务是为管理人和其他信息使用人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便于做出经济决策。

为了能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会计人员必须充分理解处理会计信息的原则和基础。 
审计会计数据时要关注的是已经记录的这些信息是否反映了在一定会计期间内发生

的经济事项。因为会计规则是评价会计信息是否得到恰当记录的标准，所以审计这些数

据的注册会计师必须充分理解这些会计规则。例如，在财务报表审计中，会计规则就是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因此，在学习审计知识以前，学生必须先掌握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

知识。 
除了要掌握会计知识外，注册会计师还必须是收集和解释审计证据的专家，这是会

计和审计的最大区别。注册会计师必须运用恰当的审计程序，决定测试的项目和类型，

并进行评价，这是审计必须完成的工作。所以，学会了会计未必就能做审计。著名审计

会计学家莫茨和夏拉夫曾将会计和审计比成律师和法官，律师要懂得法律知识，但是并

不是懂得了法律知识就可以做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