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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概念与种类

  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审计组织的主要形式

       审计的职能与作用

 认知审计

 揭开面纱识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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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 导语

第一次接触审计学，应该了解：

1. 审计是什么样的工作？

2. 审计有什么用？

3. 审计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4. 如何对审计进行分类？

5. 我国的审计组织有哪些形式？

本项目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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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审计的概念与特征

1.审计的概念

在我国，“审计”一词最早见于《宋史》。从词义上解释，“审”为审查，“计”为会计账

目，“审计”就是审查会计账目。“审计”一词的英文单词为“audit”，注释为“查账”和“旁听”

的含义。可见，早期审计就是审查会计账目，与会计账目密切相关。

如今，审计早已大大发展，超越了查账的范畴，涉及对各项工作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的查核。对于审计的概念，不同组织、部门对其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对审

计理解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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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audit）

独立性（independence）

权威性（authority）

国家审计（state audit）

社会审计（social audit）

内部审计（internal audit）

关

键

术

语

1.1    审计的概念与种类
—审计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

cfo  要求你懂得

什么是审计—审计的概念

进一步理解审计—审计的特征

都有哪些审计—审计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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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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维护财

经法纪和改善经营管理，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

2. 审计的特征

根据审计的概念，我们可知，审计具有两个主要的本质：一是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二

是审计具有独立性，这一点也是审计区别于其他经济监督的关键所在。由此，可以概括出审计与

其他专业性经济监督活动相比较而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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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性是现代审计理论中的三种审计关系人的产生依据。三种审计关系人，也称为审计关系

的三要素。第一关系人，即第一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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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第二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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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系人，即第三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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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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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独立的地位，不受其中的任何一方影响和干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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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注册会计师针对第三者而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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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注册会计师必须同时保持实质上的

独立和形式上的独立，只有这样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

举例：某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刘某在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若华信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年终审计，注册会计师刘某不得参与该项审计。因为

刘某对于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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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审计的权威性与独

立性是紧密相关的，它离不开审计组织的独立地位与审计人员的独立执业。各国国家法律对实行

审计制度、建立审计机关，以及审计机构的地位和权力都做了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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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审计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不得打击报复审计人员。审计机关有检查权、调查取证权和按要求报送资料权，以及采取临

时强制措施权等。我国审计人员在依法审计过程中，如被审计单位拒绝、阻碍审计的实施或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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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时，审计机关有权做出处理、处罚的决定或建议，这些都体现了

我国审计的权威性。

1.1.2 审计的种类

审计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一般来说，可以按照审计主体、审计内容、审计范

围和审计执行地点等进行分类。 

（1）按审计主体分类。审计主体，即审计行为的执行者。如果按审计主体进行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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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审计行为的执行者是

国家审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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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审计行为的执行者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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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审计行为的执行者是内部审计机构。

理  解
某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其进

行年终审计，属于社会审计。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设置审

计部门，定期对公司内部的财务和经营管理进行审计，属于内部

审计。北京市审计局对其下辖的密云区进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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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内容，即审计活动的对象。如果按审计内容进行分类，审计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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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单位或项目的经济活动包括财政、财务收支活动

的效益性进行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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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解
北京市审计局对 2017 年的财务决算情况进行审计，属于财政

财务审计。华信食品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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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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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审计范围分类。审计范围是指针对特定审计对象所开展的审计实践活动在空间上所达

到的广度。如果按审计范围分类，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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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部分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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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解
某会计师事务所仅对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进行

的审计，属于局部审计。如果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薄

弱，瑞实会计师事务所对其 2017 年的全部经济活动进行的审计，

属于全面审计。

（4）按审计执行地点分类。审计执行地点是指审计活动开展的地点。如果按审计执行地点分

类，审计可分为报送审计和就地审计。

① 报送审计，或者称送达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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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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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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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的经费报销审计通常采用报送审计。

1.2    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审计是在什么基础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cfo  要求你懂得

审计是在一定基础上产生的—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我国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我国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西方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西方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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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我国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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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解
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大小股东 65 个，由董事会聘请的

经理刘某直接经营企业，而刘某并不是公司的股东。这种情况下，

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和经理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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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某是公司的经

营者，对公司有经营权，他们之间是分离的。如果股东想要知道

刘某的经营情况，需要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进行审查。

在生产力低下的早期社会不需要审计。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财

富的增加，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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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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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期初

步形成阶段；秦汉时期最终确立阶段；隋唐时期至宋代健全阶段；元明清时期停滞不前阶段；民

国时期不断演进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振兴阶段。

我国国家审计产生于西周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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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审计模

式。秦汉时期逐渐形成全国审计机构和监察机构相结合，经济法制与审计监督制度相统一的审计

政府审计（the government audit）

民间审计（the folk audit）

关

键

术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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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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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审计地位提高，职权扩大。御史制度是秦汉时期审计

建立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御史大夫不仅行使政治和军事的监察之权，还行使经济的监督

之权，控制和监督财政收支活动，稽核财政收入情况。 

隋代设立比部，隶属于部官或刑部，掌管国家财计监督，行使审计职权。唐代改设三省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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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部审查范围极广、项目

众多，而且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较高的权威性。宋代设立审计司，隶属于太府寺，后改称为审计院。

宋代审计司（院）的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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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取消比部，户部兼管会计报告的审核，独立的审计机构即告消亡。明代初期设立比部，

不久即取消，洪武十五年设立都察院，以左右都御史为长官，审察中央财计。清承明制，设立都

察院，成为最高的监察、监督、弹劾和建议机关。虽然明清时期的都察院制度有所加强，但其行

使审计职能，却具有一揽子性质。由于取消了比部这样的独立审计组织，其财计监督和政府审计

职能严重削弱，与唐代行使司法审计监督职能的比部相比，后退了一大步。

民国时期 1912 年在监察院下设审计部，1914 年北洋政府改为审计院，同年颁布了《审计法》。

国民党政府也于 1928 年颁布过《审计法》和实施细则，次年还颁布了《审计组织法》，审计人

员有审计、协审和稽察等职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没有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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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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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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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 年 6 月，著名会计学家谢霖上书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和农商部，要求推行中国会计

师制度。同年 9 月，农商部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注册会计师法规《会计师暂行章程》，并沿用谢霖

呈文中的称谓，将注册会计师命名为“会计师”，“会计师”一词便从此产生，一直沿用至新中

国成立。之后，农商部又向谢霖先生颁发了我国第一号会计师证书。几年后，谢霖在北京创办了

我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取名为“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证书的颁发及会计师事务所的

创立，标志着我国民间审计的诞生。此后，我国会计师职业不断向前发展，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并于 1925 年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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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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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确立。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发了《会计师注册章程》，1929 年农商部又颁发了《会计

师章程》。由于在《会计师章程》中对会计师的资历及考试要求有所放宽，使会计师人数迅速增

加，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和业务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经立法院通过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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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条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会计师职业的法律地位。1935 年又发布了《会计师条例》

修订稿，进一步放宽了会计师的学历、资历条件，促进了会计师队伍规模的扩大及各地会计师事

务所的创立。在这一时期内，随着会计师队伍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实业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认

识也在不断加深，会计师事务所开始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 业务范围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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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财政部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

其中规定外资企业的财务报表要由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为恢复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提供了法律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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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注册会计师的服务对象主

要是外商投资企业。1986 年 7 月 3 口，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明确

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原则、工作规则和业务范围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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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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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在部门和单位内部成立了审计

机构，实行内部审计监督。1985 年 10 月颁布了《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规定》。1987

年我国成立中国内部审计学会，2000 年改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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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我国形成了政府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三位一体的审计监督体系，审计制度和审

计工作进入了全面振兴时期。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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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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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执业会计师的专业团体。随后，英国的社会审计传入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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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 年纽约公布了《公证会计师法》，1887 年成立了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后改为美国注册公

共会计师协会，成为当今美国最大的会计师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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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国际内部

审计师协会成立。

政府审计机关（government audit offi  ce）

内部审计机构（internal audit institution）

民间审计组织（civil audit organization）

会计师事务所（account fi rm）

注册会计师（certifi ed public accountant，cpa）

关

键

术

语

1.3    我国审计组织的主要形式
—我国审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

cfo  要求你懂得

代表政府依法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行政机关—政府审计机关

单位内部设置的审计组织—内部审计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民间审计组织

1.3.1 政府审计机关

政府审计机关是代表政府依法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行政机关，它具有宪法赋予的独立性和权

威性。

1. 政府审计机关及人员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的原则。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在国务院领导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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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全国的审计工作，对国务院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署设审计长一人，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计决定，国家主席任命；设副审计长若干人，由国务院任命。

审计署根据工作需要：

（1）可以在重点地区和部门设立派出机构，进行审计监督。

（2）在国务院各部委设立派出机构，进行审计监督。

（3）按工作内容和范围分设财政、金融和外贸外资等审计部门。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

州长、县长、区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下，组织领导本行政区的审计工作，负责领导本

级审计机关审计范围的审计事项，对上一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

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应当事先征求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意见。

2. 职责权限

国家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国家财政金融机

构、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有国有资产的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对违反财经法规的被审计单位，可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 政府审计机关审计监督活动的原则 

政府审计是高层次的经济监督，进行审计监督活动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原则：

（1）合法性原则。审计工作的整个过程应按照审计法规的规定进行；审计机关在审计时应按

照法律规定的权限，依法取证；审计工作以国家法规和制度为监督依据。

（2）独立性原则。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

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3）强制性原则。政府审计机关的审计活动具有强制性，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必须积极配

合审计机关的工作；审计机关做出的审计结论和决定，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必须执行。  

1.3.2 内部审计机构

内部审计机构，是指在部门和单位内部从事组织和办理审计业务的专门组织。

1. 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

根据相关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各部门、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以

及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单位依法实行内部审计制度，并在下列单位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

机构：

（1）审计机关未设派出机构，财政、财务收支金额较大或所属单位较多的政府部门。

（2）县级以上国有金融机构。

（3）国有大中型企业。

（4）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大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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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大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

（6）财政、财务收支金额较大或所属单位较多的国家事业单位。

（7）其他需要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单位。

上述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总审计师。其他审计业务较少的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内部审计

人员。根据内部审计机构设置的范围，我国内部审计机构包括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和单位内部审计

机构。部门内部审计机构，指国务院和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按行业划分的业务主管部门设置的专

门审计机构。单位内部审计机构，指国有金融机构和国家企事业等单位设置的专门机构。

2. 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责权限

我国内部审计机构在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本

部门和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内部审计监

督，独立行使内部审计监督权，对本单位领导负责并报告工作。

1.3.3 民间审计组织

民间审计组织是指根据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注册登记的会计师

事务所。

1. 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是指依法独立承担注册会计师业务的中介服务机构，是由有一定会计专业水平

和经考核后取得证书的会计师组成的，受当事人委托承办有关审计、会计、咨询和税务等方面业

务的组织。

会计师事务所不属于国家机关，经济上也不依赖于国家或其他任何单位，实行自收自支、独

立核算，并依法纳税。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制，其中合伙制包括普通合伙制

和特殊普通合伙制。

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是由两位或两位以上注册会计师组成的合伙组织。合伙人以各自

的财产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对于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一个合伙人或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

或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

业中的财产份额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非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

以及合伙企业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制会计师事务所，是由注册会计师认购会计师事务所股份，并以其所认购股份

对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2.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CPA），是指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人员，是从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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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中介审计和独立审计的专业人士。

目前在我国，取得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主要通过考试和实际工作经验年限考核两方面确定。

财政部成立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简称财政部考委会），组织领导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成立地方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简称地方考委会），组织

领导本地区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并从事审计

业务工作 2 年以上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请注册。注册会计师协会应

当将准予注册的人员名单报国务院财政部门备案。准予注册的申请人，由注册会计师协会发给国

务院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并在中国境内从事审计业务工作 2 年以上者，可以申请注册

为执业会员（即签字注册会计师）；取得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但尚未在中国境内从事

审计业务工作 2 年以上者，可以自行向取得全科合格证书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请注册为非执

业会员。

3. 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简称中注协（CICPA），是中国大陆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成立于

1988 年 11 月 15 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最高权力机构为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

理事会选举产生正副会长和常务理事会，理事会设若干专门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下设秘书处，为其常设执行机构。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员包括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和非执业会员。执业会员又分为注

册会计师个人会员和会计师事务所团体会员。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宗旨是服务、监督、管理、协调，即以诚信建设为主线，服务本会会

员，监督会员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依法实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维

护社会公众利益和会员合法权益，促进行业科学发展。

4. 业务范围

注册会计师的业务包括鉴证业务和非鉴证业务。

（1）鉴证业务。鉴证业务主要包括审计业务、审阅业务和其他鉴证业务。

审计业务主要包括：

① 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② 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③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和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

④ 办理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

审阅业务主要是对中期财务信息进行审阅，对鉴证结论提供一种有限保证。其目标是注册会

计师在实施审阅程序的基础上，说明是否注意到某些事项，使其相信财务报表没有按照适用的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阅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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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鉴证业务，是指对非历史的财务信息（如招股说明书和贷款的未来现金流量预测）、非

财务信息（如药品疗效和奖票统计）进行鉴证。

（2）非鉴证业务。非鉴证业务，是指注册会计师的相关服务，主要包括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

程序、代编财务信息、税务服务、管理咨询及会计服务。

经济监督（economic supervision）

经济确认（economic confi rmation）

经济鉴证（economic appraisal）

关

键

术

语

1.4    审计的职能与作用
—审计在经济活动中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cfo  要求你懂得

通过审计，国家政府可以严肃财经纪律—审计的职能

审计可以揭露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经营行为—审计的作用

1.4.1 审计的职能

审计职能是指审计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功能。对于审计职能的论述，有很多不同的见解，通常

认为审计主要具有经济监督、经济确认和经济鉴证三大职能。

1. 经济监督

经济监督是指监察和督促被审计单位的全部经济活动或其某一特定方面在规定的标准以内，

在正常的轨道上进行。经济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体现在审计工作的各个方面。通过审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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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府可以揭露违法违纪，严肃财经纪律，稽查损失浪费，维护国家、人民和国有资产的利益，

可以查明错误弊端，判断管理缺陷和追究经济责任，保证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经济活动的

合法性。

2. 经济确认

经济确认就是通过审核检查，确定被审计单位的计划、预算、决策和方案是否先进可行，经

济活动是否按照既定的决策和目标进行，经济效益的高低优劣，以及内部控制系统是否适当有效，

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审核检查是经济确认的前提，只有查明了被审计单位的客观事实，才能按照一定的标准，进

行对比分析，形成各种经济确认意见。同时，经济确认也是肯定成绩、发现问题的过程。因此，

经济确认职能的扩展，就是审计咨询。审计咨询是审计人员从经济确认出发，提出改进经济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的建议和措施。

3. 经济鉴证

经济鉴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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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鉴证职能是随着现代审计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项职能，很多国家法律规定公司财务报表须

经过审计人员鉴证之后，才能获得社会上的承认。我国公司财务报表须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后，

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审计的经济鉴证职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理  解
某会计师事务所对华信食品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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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通过审核检查，评定华信

食品加工厂的经营决策、计划和方案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科学先

进、是否贯彻执行，评定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否

健全和有效，评定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各项会计资料及其他经济

资料是否真实和可靠，评定华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各项资源的使用

是否合理和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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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会计师事务所接受某中外合资经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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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对其合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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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属于审计执行经济鉴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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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审计的作用

审计的作用是履行审计职能、实现审计目标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通常来说，审计具有

制约和促进的两大作用。

1. 审计的制约作用

审计通过揭露、制止和处罚等手段，来制约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消极因素，有助于各种经济责

任的正确履行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1）揭露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经营行为。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及法规制度，是千百万个

企事业单位能够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正确经营的保证。国家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能够忠实地贯彻执

行，就能保证正确的经营方向，否则就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审计通过检查监督，就能发现被审

计单位贯彻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的情况，就能揭露和制止违反国家法规的行为，以利于社会主义

经济健康发展。

（2）揭露经济资料中的错误和舞弊行为。会计资料及其他各种经济资料，应该真实、正确、

合理、合法地反映经济活动的事实。但不少单位的经济资料不仅存在错误 , 而且存在着有意造假

现象，以图掩饰非法的经济行为。通过审计的检查监督，不仅可以揭露出经济资料的错误和舞弊，

而且还可以揭发经济业务中的错误和舞弊行为，从而进一步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和考查有关管

理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3）揭露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不正之风。不论是财政财务审计还是经济效益审计，都可以通过

对经济活动的审查监督，揭露出社会上不正当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进

行必要的处理，提出改正意见，刹住不正之风，促进廉政建设。

（4）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各种审计特别是财政财务审计，可以发现和查明贪污盗窃、

行贿、受贿、偷税、漏税、骗税、走私、造假账、化预算内为预算外、化大公为小公和化公为私，

以及损失浪费等经济犯罪行为，并配合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行政纪律监察工作，法院和检察机关

的司法侦查工作，以及各种临时检查工作，进行查证与鉴定，以充分发挥审计的特有作用。

2. 审计的促进作用

审计通过调查、评价和提出建议等手段，来促进和服务宏观经济调控，促进微观经济管理，

以助于国民经济管理水平和绩效的提高。

（1）促进经济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通过财政财务审计和经济效益审计，可以发现影

响被审计单位财务成果和经济效益的各种因素，并针对问题的所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这

样就有利于被审计单位改善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管理素质，进一步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

（2）促进内部控制制度建全和完善。通过对内部控制制度审计和评价，可以发现制度本身的

完善程度、履行情况及责任归属等问题，并向有关方面反馈信息，以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进一步

完善和正确的执行。

（3）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审计部门作为对一切国有资产的监督部门，通过微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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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宏观调查，都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一些违法乱纪和破坏正常经济秩序的现象和行为，

审计机关和人员不仅有向有关领导和宏观管理部门反映信息的义务，而且有提出处理意见和改进

措施的权力。这就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4）促进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正确处理。无论是微观审计还是宏观调查，都可以发现一些在

处理国家、地区、集体和个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一些单位和

个人获得了一些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也挫伤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更严重的是损害了国家利益。

审计通过信息反馈和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使“责、权、利”

更加密切结合，以助于微观经济中的有关矛盾的解决和宏观调控工作的加强。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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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允许中奖债券总额的 70%，即约 1 000 万英镑，与南海

公司股票进行转换。该年底，公司的董事们开始对外散布各种所谓的好消息， 即南海公司在年底

将有大量利润可实现，并煞有其事地预计，在1720年的圣诞节，公司可能要按面值的60%支付股利。 

这一消息的宣布，加上公众对股价上扬的预期，促进了债券转换，进而带动了股价上升。

1719 年，南海公司股价为 114 英镑，1720 年 3 月，股价攀升至 300 英镑以上，到了 1720 年 7 月，

股票价格已高达 1 050 英镑。此时，南海公司老板布伦特又想出了新主意：以数倍于面额的价格，

发行可分期付款的新股。同时，南海公司将获取的现金，转贷给购买股票的公众。这样，随着南

海股价的扶摇直上，一场投机浪潮席卷全国。由此，170 多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股票及原有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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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取得国王的御批，才能得到公司的经营执照。事实上，股份公司的形式基本上名存实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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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开始，

外国投资者首先抛出南海公司股票，撤回资金。随着投机热潮的冷却，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

到 1720 年 12 月份最终仅为 124 英镑。当年底，政府对南海公司资产进行清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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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布里奇商社”

的会计账目进行检查。查尔斯 • 斯内尔通过对南海公司账目的查询和审核，于 1721 年提交了一

份对索布里奇商社会计账簿的检查意见。在该份报告中，查尔斯指出了公司存在舞弊行为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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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根据这份查账报告，将南海公司董事之一的雅各希 • 布伦特，以及他的合伙人的不动产

全部予以没收。其中一位叫乔治 • 卡斯韦尔的爵士，被关进了著名的伦敦塔监狱。直到 18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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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在充分认识到股份有限公司利弊的基础上，通过设立民间审计的方式，将股份公司中因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不足予以制约进行完善。同年，撤销了《泡沫公司取缔法》，重新

恢复了股份公司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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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该案例对

注册会计师行业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英国南海公司审计案的发生进一步说明，建立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基础上的股份有限公

司，必须要有一个了解和熟悉会计语言的第三者，站在公正和客观的立场上，对表达所有者与经

营者利益的财务报表，进行独立的检查，通过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来协调和平衡所有者与经

营者之间的经济责任关系。 

尽管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注册会计师的主要审计目标已由查找舞弊转向对账务报表公允性

的评估，然而这并不等于注册会计师没有义务揭露客户的舞弊行为。从美国最近的社会调查来看，

仍有约 70% 的人认为，注册会计师应该而且可以查找客户的舞弊。可见，从南海公司案例来看，

注册会计师行业是因客户舞弊问题而产生的，但这一责任始终没有终结。我国注册会计师绝不要

认为，只要审核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就可以了。当发现客户的舞弊现象时，应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8 号—错误与舞弊的要求，保持职业关注，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并做适

当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