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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审计制度是基于加强经济监督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基本职能在于监督、评价和鉴证。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又服务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
国家审计目标理论在整个国家审计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是研究国家审计的专业胜任能力、独
立性、审计规范和审计报告的基础。
从层次上划分，国家审计目标包括总目标、具体目标和项目目标，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共同构
成国家审计目标体系。
关于国家审计目标的研究，是随着社会、国家和民众对国家审计功能与作用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
。
国家审计目标是国家审计实践行为的预期效果与最终方向。
根据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理论与国家审计关系理论，国家审计总目标在于独立地提供公共受托责任履行
情况的鉴证信息。
国家审计总目标体现国家审计的本质与存在意义，它是高度浓缩的、精炼的和相对稳定的；国家审计
具体目标是总目标的分解形式，总目标是具体目标确立的基础。
随着公共受托责任的内容与标准的深化，具体审计目标表现出动态发展的特性；国家审计项目目标是
具体审计目标的承担者与最终实现途径。
国家审计的目标确立与目标实现具有同等的价值。
国家审计目标是审计需求与审计供给的均衡统一。
审计需求决定国家审计的理论目标，审计供给影响国家审计目标的实现程度，两者是一对矛盾。
根据审计供需理论与目标期望差理论，国家审计目标实现机制框架的核心要素包括专业胜任能力强化
机制、独立性保证机制、审计规范优化机制和审计报告健全机制。
    本书研究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路径包括问题提出、理论分析、观点对比
、调查研究和问题解决。
全书共分八章，具体内容及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
主要介绍笔者的研究动机、研究路径及方法、研究内容及框架，以及本书的主要观点及创新。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
主要对国家审计目标、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审计规范和审计报告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与
评价。
关于国家审计总目标的国内外文献不多，只有笼统的认识；国家审计具体目标和项目目标的观点基本
统一；关于国家审计专业胜任能力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领域；关于国家独立性的研究，典型代表包
括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和美国的一般公认政府审计准则，除此之外，其他文献均以研究民间审计独
立性为主；关于国家审计规范和审计报告的文献主要属于介绍性资料，包括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最高审计机关欧洲组织、美国政府责任署、英国国家审计署，以及加拿大总审计长公署等国家或地区
的国家审计规范和国家审计报告。
    第三章是国家审计目标及实现机制框架要素研究。
国家审计总目标在于独立地提供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鉴证信息，具体目标包括合法性或合规性、
真实性或公允性、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保性的鉴证，其中：合法性或合规性、真实
性或公允性鉴证属于财务审计目标，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保性鉴证属于绩效审计目
标，经济责任审计目标涵盖以上诸多目标要素。
国家审计目标实现机制框架的核心要素包括专业胜任能力的强化机制、独立性的保证机制、审计规范
优化机制和审计报告健全机制。
    第四章是国家审计专业胜任能力的强化机制研究。
国家审计专业胜任能力包括国家审计机关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国家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国家审计机关专业胜任能力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审计权限、审计经费、审计人员、审计技术和审计规
范等。
国家审计机关专业胜任能力的制约因素包括审计经费不充裕、审计人员数量及胜任力不足以及现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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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运用水平偏低等，其改进对策包括强化内涵和外部支持；国家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框架的设
计方法包括能力要素法与功能分析法。
根据能力要素法，国家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品质。
    第五章是国家审计独立性的保证机制研究。
国家审计独立性是指可以保持无偏审计决策的能力，其衡量尺度包括实质上的独立性和形式上的独立
性。
。
实质上独立性指客观、公正的精神态度，它本身很难直接衡量；形式上的独立性指在第三者看来，国
家审计机关及人员在外观形象上是独立的，其衡量标准包括权责地位的独立性、组织结构的独立性、
经费预算的独立性、功能管理的独立性和社会关系的独立性。
国家审计独立性的损害因素包括行政干预、审计资源短缺、被审计单位阻力、社会关系的压力、自我
复核和非审计服务，保证因素包括避免行政干预、禁止行为、法律监管、质量控制和道德教育。
行政模式的审计体制是损害我国国家审计独立性的系统性因素，向立法模式转变是最佳选择。
    第六章是国家审计规范的优化机制研究。
国家审计规范包括国家审计法、国家审计准则和国家审计职业道德。
国家审计法的核心内容包括最高审计机关的组织结构、审计权限、审计职责、审计经费、审计程序、
审计报告和审计责任等。
其中中国国家审计法的核心问题包括最高职务任期不明确，审计经费缺乏专门的预算制度以及审计权
限不合理等；国家审计准则的现实问题包括缺乏完善的准则框架、没有按照业务类型分别制定国家审
计准则，以及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缺乏明确的参考标准，其对策包括优先制定财务审计准则、积极探索
绩效审计准则和合理确定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的适用标准。
    第七章是国家审计报告的健全机制研究。
国家审计报告是国家审计目标的最终实现途径，其核心功能在于提供信息。
国家审计报告模式有二，其中：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可以采用详式审计报告模式，真实性审计可以
采用简式审计报告模式。
国家审计报告的核心信息特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充分性、重要性、可理解性和及时性。
国家审计责任类型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国家审计机关及人员责任追究机制的基本要求包括审计目标清晰、责任主体明确、审计信息公开，以
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我国国家审计责任追究机制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审计的法律责任主体不明确。
    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及后续研究方向。
本部分总结了前述各章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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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家审计目标的文献综述　　国家审计目标是国家审计行为的预
期效果与理想境地。
关于国家审计目标的层次划分问题，其观点有两个：一是“二层次论”。
即把国家审计目标划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
赞成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秦荣生（1994）、林炳发（1997）、蔡春（2001）、尤家荣（2002）和刘三昌
（2003）等。
二是“三层次论”。
即把国家审计目标划分为总目标、具体目标和项目目标。
赞成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安亚人（1998）和萧英达（2000）等。
笔者这里把国家审计目标分为总目标、具体目标和项目目标。
其中：总目标居于最高层次，它是具体审计目标和项目审计目标确立的基础，是相对稳定的；具体审
计目标和项目审计目标是国家审计总目标的分解与实现形式，是动态发展的。
　　一、国家审计总目标的研究现状述评　　国家审计总目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高审计机关
（sAls）若干历史时期的总体职责与预期效果，它主要体现国家审计的本质和存在价值。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并随着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的深化而发展。
根据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理论和国家审计关系理论，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公共资财的委托者（如社会
公众等）、受托者（如政府的行政部门及机构等），以及国家审计机关及人员之间构成一个完整的国
家审计关系链。
确保公共受托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并向委托者及时、真实地报告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这是
受托者的会计责任；独立地提供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鉴证信息，并保证国家审计报告等信息的合
法性和可靠性，这是国家审计机关及人员的审计责任。
由此可知，国家审计总目标在于独立、客观和公正地提供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鉴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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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首先根据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理论和国家审计关系理论，对国家审计目标进行了合理定位；其
次，根据国家审计供需矛盾理论和国家审计目标期望差理论，对国家审计目标的核心实现机制进行了
构建，其中：所提出的独立性是国家审计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专业胜任能力是国家审计目标实现的
根本保障，审计规范是国家审计目标实现的指路航标，以及审计报告是国家审计目标实现的最终途径
等观点很有参考价值；最后，作者在理论分析以及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对国家审计的专业胜任能力、
独立性、审计规范和审计报告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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