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年第 期

试盲落育潇百菌盲董育布育孤盲刻
哈 , , , , ,

代洲户气‘ 、

节 , , , , , , , , , , , 中
气搏、

, 勺。沪

茜
、

, , ,
代洲产叹‘ , ,

廖 洪

什么是审计体系 它应包括哪些内容
、

这些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是审计理论研

究中应该明确的基本理论间题之一
,

对此的

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审计理论
,

而

且对指导实践也极为有益
。

一 审计体系的概念及组成内容

审计体系是审计系统中若干相互联系的

子系统所组成的统一体
,

总的来说
,

审计体

系包括 审计 目标体系
,

审计

规范体系
,

审计组织体系
,

审

计客体体系
,

审计方法体系
,

审计指导体系
,

审计教育体系
。

各体

系的主要内容是

审计 目标体系
,

是指审计工作应该达到

的目的和要求的总称
。

它是审计工作的行动

指南和驱动器
,

没有审计 目标
,

审计工作就

失去方向和动力
。

但是具体的审 计 对 象 不

同
,

审计 目标也不同
,

审计 目标一经确定
,

它又制约着审计内容
。

例如审计对象是承包

经营企业的经济活动
,

则审计 目标就是承包
者应完成的承包协议中规定的各项经济责任

目标
,

其审计内容就应围绕应完成的经济责

任 一般用某些经济指标来表现 进 行 检

查
、

取证和分析
、

评价
。

审计 目标可分为范
围 目标

、

性质 目标和具体目标三类
。

从范围

目标来看
,

又可细分为微观 目标 和 宏 观 目

标
。

微观 目标是指对某一基层单位和某一项

目进行审计所应达到的日标
,

主要是为维护

财经纪律
,

提高企业
、

单位的经 济 效 益 服

务 宏观 目标是指对某一地区
、

某一行业乃

至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审计应达到

的目标
,

主要是为加强宏观调控服务
。

从性
质上看

,

无论何种审计对象
,

其审计目标都

不外乎是被审单位经济活动的真实性
,

合法

性和有效性 从具体目标来看
,

由于审计授

权者或委托者对每项审计工作的要求不同
,

具体目标也各异
,

因而可分为财 务 收 支 目

标
、

利润计划 目标
,

成本降低目标
、

承包经

营目标
、

产品质量 目标
、

三项资 金 压 缩 目

标
、

投资效果 目标
、

产品开发目标
、

技术改

造效益 目标等等
。

上述性质目标也可称为一

般 目标
,

它对各项具体目标起统驭作用
,

换

言之具体 目标是说明一般目标的
。

审计规范体系是指国家立法机关
、

各级

政府制订的审计法令
、

法规
、

条例
、

规程
、

标准
、

制度
、

办法等法律制度和部门
、

基层

单位制订的审计工作规章制度的总称
。

规范

体系可分为两个亚子体系 法制体系和规程

体系
。

前者由国家立法机关
、

国务院及其各

部委
、

地方政府等机构制订
,

后者由基层单
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的审计机构制订

,

有些

规程也可由学术团体或职业团体制定如审计

工作标准
、

审计工作程序等
。

法制 体 系 具

有明显的层次性
,

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发布的
法令属最高层次

、

其他机构制订的法规和制

度都应服从这些法令
。

层次愈高的法令
、

法

规其权威性也愈强
。

审计组织体系是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

建立的各类审计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
。

由于审计组织是执行审计的主体
,

因此它又

可称为审计主体体系
。

我国审计组织体系包

括国家审计
、

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三个亚子

体系
,

其中国家审计是主导亚子体系
,

其他

两个亚子体系是其辅助亚子体系
。

值得指出

的是
,

目前一些书刊 中常常将审计组织体系

与审计体系相提并论或互相混用
,

这是不全

面的
,

审计组织体系虽然在整个审计体系中

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

但它毕竟是这个总体

中的一部分
。

审计客体体系是指审计监督的接受者的



总称
,

即通常所说的被审计对象
。

它是审计

组织体系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

从 理 论 上

讲
,

审计客体应是一切有经济活动的单位和

经济组织
,

但目前由于审计力量等条件的限

制
,

我们的审计面还未达到这么 宽
。

根 据

《审计条例 》的规定
,

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

客体包括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
、

国家金融

机构
、

全民所有制企
、

事业单位和基本建设

单位 国家给予财政拨款或补贴 的 其 他 单

位
,

有国家资产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中外

合作经营企亚
、

国内联营企业和其他企业 以

及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应进行审计的其他单

位
。

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客体主要包括城乡

集体所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组织以及接受委

托进行审计的其他企事业单位及机关团体
。

审计客体按所有制成分不同可分为全民所有

制客体
、

集体所有制客体和私有制客体 按

行业不同可分为财政金融客体
、

工交企业客

体
、

商贸企业客体
、

建筑企业客体
、

外商投

资企业客体
、

行政事业单位客体等等
。

为防

止重复审计和发挥各类审计组织的作用
,

三

类审计组织应对众多的审计客体分工进行审

计
,

例如国家审计署及其驻各地特派员办事

处可负责对国务院各部委
、

省级人民政府
、

中央所属企业
、

单位
,

全国 家大中 型 骨

干企业等客体进行审计
。

审计方法体系是指审查被审对象
、

收集

审计证据
、

提出审计报告
、

作出审计结论的

一系列专门方法的总称
。

审计方法体系是完

成审计任务
,

实现审计 目标的具体手段
。

随

着审计实践的发展
,

审计方法体系也 日臻完

善
,

不仅包括查帐
、

盘点
、

鉴定等一系列审
计取证方法

、

还包括广泛运用统计抽样法
、

制度基础审计法
、

审计调查方法
、

审计分析

方法
、 、

审计报告方法
,

审计实施方法
、

审
计工作组织方法以及审计方法的 理 论 依 据

等
。

审计方法的演进和审计方法 体 系 的 形

成
,

大大丰富了审计学科的内容
,

提高了审

计工作的效率
。

审计指导体系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对内部

审计和社会审计组织进行管理
、

指导的方式

方法的总称
。

这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

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经济
运行机制所决定的

,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审计

体系中特有的审计子体系
。

根据 《 审 计 条

例 》的规定
,

内部审计机构
“

应当接受审计

机关的业务指导
” ,

社会审计组织
“

应当接

受审计机关的管理和业务指导
” ,

可见审计

指导体系作为审计休系下的一个子体系是有

法律依据的
。

各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体系指导

部门 体系指导司
、

处
、

科 应坚持分层指
导

、

分类指导和重点指导的原则
,

指导好内

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工作
。

所谓分层指导是

指各级国家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

的内审机构和当地社会审计组织 进 行 的 指

导 分类指导是指按行业进行指导 重点指

导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抓主要 矛 盾 的 观

点
,

抓重点企业
、

事业单位的指导
,

以推广

先进单位的典型经验
,

促后进单位的审计工

作
。

坚持这一指导原则就可以促进内部审计

和社会审计的健康发展
。

审计教育体系是指为培养各 类 审 计 人

才
、

进行审计教育形成的多层次网络
。

审计

教育体系应包括中等专业教育
、

高等专业教

育
、

研究生教育以及在职人员的培训教育四

个方面
。

中等专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初
、

中级

审计人才
,

着重于培养学生掌握审计基本方

法和技能 高等专业教育包括专科和本科教

育
,

他们应在中等教育基础上接受较多的审

计理论知识和先进的审计方法及手段方面的

知识如制度基础审计法
、

抽样审计法及计算
机审计等

,

并具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和独立从

事审计工作的能力 研究生教育应在高等教

育基础上使学生具有更宽广的知识面 包括

经济理论
、

审计发展史
、

国外审计理论等
,

通过培养
,

他们应具备较强的分析
、

研究能

力
。

在职人员的培训主要是举办 各 类 培 训

班
,

如审计师培训班
,

高级审计师培训班
、

审

计处 科 长
、

局长培训班或研究班等
。

通
过多层次的审计教育

,

可为社会主义审计事

业准备不同层次的人才
,

提高在职人员的业

务素质和理论水平
、

学校正规教育应根据全

国审计工作发展对各类人才需求 的 不 同 情

况
,

由审计主管部门有计划地安排和布点

在职人员的培训应本着缺什么补什么
,

干什

么学什么的原则
,

既从长远着想
,

又从当前

实际出发
,

理论联系实际
,

由各地审计机关

或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和安排
。



二 我国审计体系的内在关系及特点

我国审计体系中各子体系之间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
,

它们相辅相成
、

互为补充
,

构

成完整的体系
。

总的来看
,

它是以审计 目标

体系为指南
、

规范体系为核心
、

组织体系为

主体
、

客体体系为基础
、

方法体系为手段
、

指导体系为纽带
、

教育体系为后 盾 的 统 一

体
。

审计 目标体系规定了审计工作应达到的

目的和要求
,

这是审计组织完成受托责任发

挥监督
、

评价
、

鉴证等职能的着眼点和归宿
点

。

然而要实现审计目标
,

证实被审单位经

济活动的真实性
、

合规性和有效性
,

阁必须

有明确的标准供审计人员去判别
,

所以必须

以党和国家的经济法规
、

财经纪律以及各种

规章制度作为审计的依据和准绳
,

舍此则无

法进行审计工作
,

完成审计任务
,

可见审计
规范体系尤其是其中的法制体系在整个审计

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

审计组织体系是审计

工作的行为主体
,

它依据规范体系对客体体
系实施监督

,

从矛盾论角度看
,

审计主体和

审计客体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
,

审计客体

有无违规违纪行为
,

只有通过审计主体的检

查才能得到证实
,

检查与被检查
、

审计与被

审计是矛盾的
,

但审计后
,

审计客体改正了

违纪违规行为
,

提高了经济效益
,

矛盾就达

到统一
,

所以客体体系是审计主体体系存在

的客观基础
,

失去这一基础
,

审计主体体系

则自动消失
。

审计客体和主体都是受托者
,

它们都是接受资财所有者的授权或委托
,

只

是受托责任不同罢了 审计客体接受资财所

有者的委托从事资财的经营和管理
,

承担的

是经济责任 而审计主体接受资财所有者的

委托去审查审计客体是否履行和完成了应尽

经济责任
,

承担的是监督 评价
、

鉴证 责

任
。

为更好完成监督责任
,

审计主体还必须

运用一系列专门方法和技术
,

进行调查和取

证
,

向授权者或委托者提出审计报告
,

可见

审计方法体系是审计主体完成审计任务的手

段
。

至于审计指导体系
,

它是国家审计联系

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纽带
,

通 过 指 导 体

系
,

把国家审计的意图和要求转达给内部审

计和社会审计两种组织
,

使之聚集在国家审

计的周围
,

朝着共同的目标
,

步调一致地行

动
。

以上所有子体系都离不开教育
,

搞好审

计工作
,

队伍建设是关键
,

现有审计队伍一

部人分人年事已高
,

即将退出岗位
,

一部分

人由原财会人员转行过来
,

虽有较丰富的查

帐经验
,

但不甚适应现代审计的需要
,

其审

计理论知识也很欠缺
,

因此加强多层次的审

计教育
,

培养审计人才
,

不仅是适应经济发

展
、

补充审计力量的重要措施
,

也是保证我

国社会主义审计事业蓬勃发展
、

强化经济监

督机制的重要条件和促进
、

繁荣审计理论研

究的重要方式
。

基于此
,

可以毫 不 夸 张 地

说
,

审计教育体系是整个审计体系的坚强后

盾
。

我国审计体系除具有独立性
、

客观性
、

权威性等审计的一般特点外
,

还具有以下特

点
第一

,

统一性
。

这一特点充分表现在我

国审计制度是依据国家法律实行的
,

它具体

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审计组织的建立具有统

一性
,

二是审计工作的开展具有统一性
,

三是

审计依据的统一性
。

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

议通过的宪法规定
,

在我国建立审计机构
,

实行审计监督
。

于是在 年成立了国家审

计署
,

接着自上而下成立了各级地方政府的

审计机构
,

嗣后又相继组建了各部门
、

单位

的内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
。

在审计工作的

开展方面
,

审计首脑机关 —审计署每年都

提出了审计工作重点
,

各级各类审计组织都

是围绕这些重点开展工作
,

以达到既为国家

经济建设的宏观调控服务
,

又为加强各部门

和基层单位的自我制约
,

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的目的
。

统一性特点是西方国家 不 能 比 拟

的
,

虽然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审计组织也是

由法律的推动和支持而建立
,

但其审计工作

的开展则没有统山性
,

姑不论内部审计和民

间审计
,

就以政府审计来说
,

西方国家的最

高审计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审计组织之间大多

在业务上各 自独立开展工作
,

不存在领导与

被领导的关系
,

也就谈不上统一行动围绕经

济工作中心进行审计
。

第二
,

协调性
。

这一特点与上述统一性

非点和审计指导体系的存在密切相关
。

统一

性为协调性提供了前提
,

各级国家审计机关

的审计体系指导部门通过对内审机构和社会



审计组织的指导
,

使其审计工作重点都围绕
如何为当前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 服 务 来 开

展
,

从而能与国家审计机关基本保持协调一

致
。

协凋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审计体系的特色

之一
。

西方国家审计体系中
,

虽然许多国家

的政府审计对内部审计也有业务指导关系
,

如美国审计总署的职权中有指导联邦各部门

的内部审计工作一项
,

英国国家审计署曾于

年成立 了内部审计指导委员会进行内审
的业务指导

,

但这种指导一般偏重于审计方

法方面 至于一些国家政府对民间审计的控

制
,

也主要是对民间审计人员的资格考试
、

职业责任方面的控制和干预
,

而不是业务上

的指导
。

因此西方国家的三种审计组织之间

在审计工作的开展方面一般不具有协调一致

性
。

第三
,

主导性
。

主导性特点是指我国审

计组织体系以国家审计为主导
、

内部审计为

基础
、

社会审计为补充力量的特点
。

众所周

知
,

西方国家的审计组织是以发达的民间审
计为主导地位的

,

这一特点的形成也是不同

的经济制度决定的
。

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
西方国家

,

由国家投资的企业不多
,

而政府审
计的职权范围只是那些由国家投资或国家投

资占一定比例 如 肠以上 和给予财政补

贴的企业及单位
,

从而绝大多数 被 审 对 象

私营企业 只能由民 ’审计组织去进行审

计
,

这就促进了民间审计的发展并使其成为

审计的主导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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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管理封建式
。

在封建社会里
, “

天子
”

主宰 一切
,

通常也将国家视为君王的私有
,

皇帝是

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
,

国家机器及职官只

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私人工具而已
,

管理救灾事务

的机构或职官及其管理方式
,

也必然是封建式的
,

一切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依据
,

是故历代政府中采用

的救灾措施相似
,

效果上却有很大差异
。

在
“

明君

贤臣
”

的统治下
,

灾民的境况可能稍好些 , 在
“

昏

君污吏 的统治下
,

灾民唯有死路一条 , 管理封建

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效果上因人而异
, 因君

而异
。

第四
,

虎头蛇尾式
。

历史上的政府救灾
,

大多

是虎头蛇尾式
。

每当改朝换代
,

开国之君及最初几

代国君
,

往往较重视荒政救灾
,

以图恢复国力
、

稳

定民心
,

巩固统洽秩序
。

一旦统治地位稳固
,

国君

就开始转入昏暗
,

臣下贪欲横流
,

政府救灾日益松

驰
,

遇到大灾不是束手无策
,

就是趁机暴敛
,

灾荒

加暴政迫使灾民在无法生字的条件下起来推翻其统

治
。

第五
,

治标不治本
。

无论采取何种救灾措施
,

历代政府救灾都没有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尤其是广

大劳动人民遭灾后的悲惨境况
。

其根本原因在于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削社会里
,

人民的生 计 无所 依

靠
,

只能靠天吃饭
,

丰年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

灾

年更是无力抵御 , 同时
,

各种临灾应变措施作为治

标之策
,

水平极端低下
,

所需时间又长
,

不仅无法增

强灾后恢复功能和抗灾能力
,

连灾民的最低生存要

求也达不到
。

因此
,

旧中国的政府救灾
,

注定了不

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灾后保障问题
。

总之
,

我国的灾情历来严重
,

其对社会经济的

影响是深刻的
。

历史上的政府救灾虽然在剥削制度

下无法改变灾民的命运
,

却为新中国的政府救灾工

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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