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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前言

本书系结合我国十几年来开展审计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界对有关审计问题的研究成果，并适当地吸
取了适合我国国情和要求的其他国家的审计理论和实务，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经济管
理类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编写而成。本书是自学考试《审计学》课程的统一教材。为了适应自学考
试的特点和要求，各章內容力求精炼、概括，突出重点，避免繁琐。每章末附有复习思考题和作业题
，以便学员加深对课程內容的理解和培养学员实际工作能力。本书共分十四章。其中第一至第八章 着
重阐述了审计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审计的基本理论。如审计的产生和发展，审计的职能、任务和作用，
审计分类，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和审计准则，审计目标和审计证据，审计方法，內部控制制度及其评
审，审计流程，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和审计档案。第九章 至第十四章 着重介绍了各种不同业务
的审计实务。如财务审计、财经法纪审计、经济效益审计以及內部审计等等。学完了这门课程，学员
们对审计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有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对搞好审计工作，实现审计职能，
完成审计任务，创造了必要的工作条件。本书由于编写时间短促，加以编者水平有限，有些地方可能
没有解说清楚，甚至还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以匡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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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内容概要

《审计学》主要讲述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
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
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
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
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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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审计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审计的职能、任务和作用第三节 审计的本质第二章 审计
的分类第一节 审计的基本分类第二节 审计的其他分类第三章 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和审计准则第一节 
审计机构第二节 审计人员第三节 审计准则第四章 审计目标和审计证据第一节 审计目标第二节 审计证
据第五章 审计方法第一节 审计方法的意义及其选用的原则第二节 审计的一般方法第三节 审计的技术
方法第四节 各种审计方法之间及其与审计分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六章 内部控制制度及其评审第一节 
內部控制制度的意义和作用：第二节 內部控制的基本內容第三节 內部控制制度的描述第四节 內部控
制制度的评审第七章 审计流程第一节 审计流程的意义第二节 准备阶段第三节 实施阶段第四节 终结阶
段第五节 审计流程的延续第八章 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和审计档案第一节 审计工作底稿第二节 审
计报告第三节 审计档案第九章 资产审计第一节 货币资金审计第二节 应收及预付账款审计第三节 存货
审计第四节 长期投资审计第五节 固定资产审计第六节 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审计第十章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审计第一节 流动负债审计第二节 长期负债审计第三节 所有者权益审计第十一章 收入、费用和利
润审计第一节 收入审计第二节 费用审计第三节 利润审计第十二章 财经法纪审计第一节 财经法纪审计
概述第二节 财经法纪审计的內容和特征第三节 财经法纪审计的流程和方法第四节 财经法纪审计应注
意的几个问题第十三章 经济效益审计第一节 经济效益审计概述第二节 管理审计第三节 业务经营审计
第十四章 内部审计第一节 內部审计的意义、职能和任务第二节 內部审计的地位及其独立性第三节 內
部审计的特点及其应正确处理的几种关系第四节 单位内部审计第五节 部门审计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后记审计学自学考试大纲出版前言Ⅰ．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Ⅱ．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考核知识点、考核要求)Ⅲ．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附录：题型举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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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章节摘录

审计的最初形态是官厅审计，它产生于奴隶社会的末期，因为只有到了奴隶社会的末期，才具备审计
产生的客观条件。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审计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就已经设立负责
审计的官员，称为宰夫。尽管宰夫的官职较低，属下大夫，但他有权对负责会计工作的司会和负责财
政工作的小宰所掌管的账目进行审查，直接向冢宰或天子汇报审查结果。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审计监督制度——上计制度。上计制度的实质是定期报表的审核制度。即每
年各地的官吏将地方上的税赋收入及各项财政开支，用书面的形式报给皇帝，皇帝则每年进行一次听
计，由负责审计的官员将各地报来的收支账目念给皇帝听，以此审查官员的经管责任。中“以月要考
月成，以岁会考岁成”，就是对上计制度的一种最好的写照。上计制度是一种抑制贪污舞弊的有效形
式，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套审计监督制度。我国隋、唐年间，在刑部之下设“比部”，使审计工
作开始走向专业化、独立化和司法化。专业化指比部是进行审计监督的专门机构。独立化指审计机构
独立于财政机构之外，审计监督与财政监督相分离。司法化指比部隶属于刑部，审计与一套惩治贪官
污吏的制度相结合。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我国的审计机构由“诸军诸司专勾司”更名为“
审计院”，为“审计”一词的起源。官厅审计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清末。

Page 5



《审计学》

后记

《审计学》自学考试大纲是在1995年出版的全国高等教育《审计学》自学考试大纲（钱培均、周勤业
、达世华编写）的基础上修订的。本大纲由上海财经大学周勤业教授、陈硕、宋剑峰修订。全国高筹
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经济管理类专业委员会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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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编辑推荐

《审计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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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精彩短评

1、质量很OK。以后还会再来。
2、很满意，很喜欢，很实用，考试应该是吻合的~！！！！
3、纸张好，内容也完整，就是我一直很忙，都没时间看，也忘了来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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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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