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计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审计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5062261

10位ISBN编号：730506226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熊睛海 编

页数：3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计学>>

前言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我国政府审计体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我国的内部审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
中国内部审计准则的发布在我国审计界发挥了较大作用。
随着我国审计法制的不断完善、审计领域的不断拓宽、审计队伍的曰益壮大，社会对高层审计人员的
渴求也更加强烈，这更增强了本课程在会计、审计、财务管理专业及经济管理专业中的地位。
　　本书共有17章，分别为：审计概论，审计人员的管理，我国审计准则，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法
律责任，审计计划，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审计标准、审计证据与审计工作底稿，信息技术对审计的
影响，抽样审计方法，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购货与付款循环审计，生产循环审计，筹资与投资循环
审计，特殊交易与事项审计，货币资金审计，终结审计。
本书有以下特点：首先，本书按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法
》规定，对教材内容从概念、分类到方法的选用，进行了全面更新，使教学与现行法律法规同步。
　　其次，结构合理。
在教材结构上，本书是根据审计学的内在逻辑规律和认知规律来安排的，全面地阐述了审计理论和实
践的各方面内容。
审计实务内容按业务循环编排，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分为若干循环，分别对各循环进行审计。
同时，注重教材基础性功能，力求教材内容简明、系统，阐述审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核算
方法，利于学生把握知识点。
每章均配有学习要求、学习目标、关键概念、复习思考题等内容，更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
　　本书由熊晴海副教授任主编，由熊细银教授、徐湘屏教授和王文冠老师任副主编并审稿。
各章分工如下（按章节顺序）：熊晴海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
七章；熊细银编写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徐湘屏编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马龙凤编写了第十五章：王文冠编写了第十六章；陶文香编写第十七章。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资料（包括网络资料），得到了江西财政厅熊根泉
厅长、南昌财政局余群处长、南昌铜制品厂黄东印厂长、江西经管学院熊运儿书记和喻晓飞主任、江
西工贸学院邓小红院长的帮助，得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江西农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经管学
院、江西工贸学院、蓝天学院、南昌理工学院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紧迫、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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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审计法制的不断完善、审计领域的不断拓宽、审计队伍的不断壮大，社会对高层审计人
员的渴求也更加强烈，这更增加了《审计学》在会计、审计、财务管理专业及经济管理专业中的地位
。
《审计学》共有17章，内容包括审计概论、审计人员的管理、我国审计准则、审计计划、风险评估、
抽样审计方法、生产循环审计等。
　　《审计学》可作为高校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和审计专业的教材，也适用于经管其他专业学生
，同时也可以作为在职财务、会计人员及审计人员的培训、考试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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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审计概论　　1.4　审计客体与审计目标　　1.4.1　审计客体　　审计客体也称审计对象
，是由审计实体和审计内容两部分组成。
其中，审计的实体是指被审计单位，即特定的经济主体；审计内容是指审计实体的经济活动及其记录
经济活动的各种资料。
所以，审计对象可概括为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及其相关资料。
　　在审计客体的概念中有两点需要说明：　　一是被审单位为特定的经济主体。
这里所说的经济主体通常也是法律主体，即独立的法人单位，如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有限责任
公司、某事业单位等。
但有时经济主体可能不是法律主体，如审计某集团公司时，这一特定的经济主体是若干个法律主体的
集合体；或审计某企业事业单位的内部某一个部门（办事处、车间、职能部门）时，这一特定的经济
主体小于法律主体。
在实际审计实务中，外部审计的审计客体大多为法律主体或多个法律主体的集合体，内部审计的审计
客体大多为法律主体或小于法律主体的内部单位。
对审计对象的这一限定有利于明确审计的范围和审计工作量的确定，以便制定审计计划、组织审计人
员进行分工协作。
　　二是审计的内容，即审计实体的经济活动及其相关资料。
经济活动是关键，记录经济活动的各种资料，即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是审计对象的现象，其反映
的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审计对象的本质。
审计所涉及的资料主要为会计资料，如各种会计凭证、成本费用计算单、分配表、会计账簿和会计报
表等，但并不局限于会计资料，还包括各种法律文件和管理制度等，如公司章程、各种经济合同、协
议、企业组织机构设置、各项管理制度（用工制度、考勤制度、奖励分配制度、商业信用制度）等。
由此可见，审计的范围超出了会计范畴，这也要求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要高于会计人员，但也并不是
要求审计人员样样精通，必要时可以通过有关专家解决过于专业或技术问题。
以上资料的审查，关键是要查明特定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和有
效性，为与其有相关经济利益的团体或个人提供与其经济决策有关的经济信息。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记录经济活动的各种资料，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日趋复杂，辨认和
确定哪些是必要、充分的记录资料是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详见本书审计证据有关章节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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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计学》面对当前教育教学规划的新形势，为了继续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更深入地解决课改
与教改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精工细做的食粮。
我们不仅提供优秀的纸质主教材，还提供电子教案、教学大纲、实验录像、视频演示、网络课程等教
学配套资源，形成纸质出版物、电子音像与网络出版物等有机结合的立体化教学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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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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