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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财政部最新颁布的会计、审计准则为依据，以民间审计的企业财务审计为主，兼顾国家审
计、内部审计及其他各行业的审计进行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了“精选内容、加重实践、培养技能、突出应用”的原则，力求做到以能力培养
，即审计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体现教材的“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适用性、易懂性”特色
。
　　本书由张志和（九江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一、二、三章；郑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四
、五、九章；李玉梅（山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八章；赵志远（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编写
第七章；张梦雨（九江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十章；李雷（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六章。
本书由张志和、郑毅担任主编，由张志和拟定全书的编写大纲，并负责全书的总纂定稿。
　　中央财经大学奚淑琴教授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本书全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谨
表敬意和感谢！
　　在本教材的撰写过程中，博采众长，参阅了各位专家、学者的著作（具体书目附后），在此表示
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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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计》是根据2007年我国实施的新的会计、审计准则编写的，是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的培
养目标，依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高职高专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及规格》，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财务会计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审计》的重点是阐述审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
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总论；审计组织和人员；审计方法；审计准则和审计标准；审计程序；审计
证据和审计工作底稿；内部控制的评审；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验资和资产评估；审阅业务和代编
财务信息业务。
《审计》的每一章后都设有“练习与思考”，题目要求不是书本知识的简单重复，重在启发读者练习
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目前，在会计信息失真比较普遍的情况下，为体现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的思想，在编写过程中，特
别注重了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审计职业道德和严谨作风的培养。
《审计》的内容以民间审计的企业财务审计为主，兼顾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及其他各行业的审计，在
编写过程中遵循了“精选内容、加重实践、培养技能、突出应用”的原则，力求做到以审计技术应用
能力培养为主线，体现教材的“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适用性、易懂性”。
《审计》配套实训教材《审计实训》（第二版）以及相关教学资源。
　　《审计》适用于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
学院会汁类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也可供五年制高职、中职学生使用，并可作为社会从业人士
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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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审计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审计的含义和基本特征第三节 审计的对象和目标第四节 
审计的职能、作用和任务第五节 审计的分类第二章 审计组织和人员第一节 政府审计机关第二节 内部
审计机构第三节 民间审计组织第四节 审计人员第五节 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及民间审计三者的关系第
三章 审计方法第一节 审计方法概述第二节 审查书面资料的方法第三节 审查财产物资的方法第四节 审
计的分析法第五节 审计抽样方法第四章 审计准则和审计标准第一节 审计准则的概念和内容第二节 审
计标准第五章 审计程序第一节 审计程序的概念第二节 审计的准备阶段第三节 审计的实施阶段第四节 
审计的终结阶段第六章 审计证据和审计工作底稿第一节 审计证据的定义和分类第二节 审计证据的形
成过程第三节 审计工作底稿第七章 内部控制的评审第一节 内部控制概述第二节 内部控制的测试和评
审第八章 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第一节 审计报告第二节 管理建议书第九章 验资和资产评估第一节 验
资第二节 资产评估第十章 审阅财务报表业务和代编财务信息业务第一节 审阅财务报表业务第二节 代
编财务信息业务附录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附录2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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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秦汉时期　　秦汉时代是我国政府审计的确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初步形
成了的审计模式。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审计机构与监督监察机构
相结合、经济法制与审计监督制度相统一的审计模式逐步形成。
秦汉时期的中央政权设“三公”、“九卿”，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执掌弹劾、纠察之权，专司
监察全国的民政、财政以及财物审计事项，并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二是“上计”制度的建立租完善。
所谓“上计”，就是皇帝亲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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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审计地位的提高和职权的扩大。
御史制度是秦汉时期审计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御史大夫不仅行使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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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考核财政收入情况。
　　2．隋唐至宋的时期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审计在制度方面日趋完善健全。
隋唐两代，在刑部之下设比部，与司法监督并列，是我国最早的独立于财政机关以外的审计监督机关
。
宋代的审计，在元丰改制以前，其主要特点是建立健全财计系统内部的审计机构，实行“财税合一”
。
这一时期虽然保留了外部审计机构（比部），但比部基本上不行使审计之权，徒有虚名。
元丰改制后，恢复唐朝的比部。
另外，在库藏系统创置了内部审计机构审计司。
南宋时期，设立了审计院。
审计司（院）的建立，是我国“审计”的正式命名，标志着我国用“审计”一词命名的审计机构的产
生，这对我国审计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中衰阶段　　我国的审计史把元朝、明朝、清朝称为我国审计的中衰阶段。
　　元明清各朝，君主专制日益强化，审计虽然有发展，但总体上说是停滞不前，主要表现在取消了
专门的审计机构。
元朝取消比部，中央及地方报送的会计报告归户部审核。
明朝初期，比部曾一度恢复，但不久于洪武二十三年又取消比部，从此结束了在我国延续了一千年，
闻名于世的比部审计制度。
取消比部以后，明清两朝都设置都察院，都察院成为最高监察、监督、弹劾机关，但却是一揽子性质
，使财计监督与政府审计职能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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