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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列教材（以下简称系列教材）自1993年推出第一版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
这期间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会计教育无论从规模
还是质量来看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回顾十几年的发展历史，从系列教材的第一版到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第五版，我们都在努力适应环
境的变化，尽可能满足老师和同学的需要。
系列教材第一版是由我国当时的重大会计改革催生的。
那次会计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会计管理部门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沿用的通过制定和审
定分部门、分所有者的统一会计制度来规范各基层单位会计工作的模式，而代之以制定所有企业均适
用的会计准则来指导会计核算工作的模式”（阎达五，系列教材第一版总序）。
在编写系列教材第一版时我们关注两个重点：一是适应我国会计制度从苏联模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模式的转变，教材的编写遵循1992年颁布的“两则两制”（“两则”是指《企业会计准则》与《企
业财务通则》，“两制”是指行业会计制度与行业财务制度）的要求；二是教材之间尽可能避免重复
。
1993年7月起开始陆续出版的系列教材第一版，共有9本，即《初级会计学》、《财务会计学》、《成
本会计学》、《经营决策会计学》、《责任会计学》、《高级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
》、《计算机会计学》。
系列教材第二版从1997年10月起陆续出版。
第二版的主要变化是根据各兄弟院校的课程设置情况，将《经营决策会计学》与《责任会计学》合并
为《管理会计学》。
系列教材第三版从2001年11月起陆续出版。
“第三版修订工作除了因国家修订《会计法》、国务院颁布《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财政部修订
和颁布《企业具体会计准则》以及颁布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协调原教材与
现行规章制度不够衔接之处外，还尽可能吸收了一些国内外财会理论界近年来所取得的新的理论研究
成果”（阎达五，系列教材第三版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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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计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综合性很强的实践活动，审计学是一门专业性、艺术性、交叉性突出的
应用科学。
随着审计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审计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人们对审计的认识水平和认
可程度在逐步提高，经济社会对审计的需求也渐趋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逐步趋同，国家审计准则日臻完善，注册会计师执业
准则持续改进，内部审计准则不断健全，我国的审计、会计工作日益规范化、国际化、常态化。
为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和审计业务发展需要，尽可能满足审计教与学的需要，在既有的审计理论
与实践的基础上，适时总结实践活动的新经验，及时反映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修订、充实、完善
审计学教材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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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王朝建国后，集地方权于中央。
宋初，设吏部、度支、盐铁三司使，负主管全国钱粮、财赋等收付管理之责。
在三司内设都磨勘司，“掌勾覆三部帐籍，以验出入之数”，使审计之事置于三司之内，取消了唐时
的比部。
由于置审计之事于财政部门，钱粮财赋收支没有独立的机构进行审查，曾使宋初一度财计混乱，侵欺
之弊，无由举发。
神宗元丰三年实行改制，罢去三司，合并改称户部，由户部统掌全国财政；审计之事仍沿袭唐制，复
归刑部所属比部掌管。
比部设郎中和员外郎，“掌勾覆中外帐籍。
凡场务、仓库出纳在官之物，皆月计、季考、岁会”；由比部审核发现的重大案件，则提交御史台弹
劾惩处。
宋时除设比部行使监察审理之权外，北宋初年还曾在掌管库存财物的太府寺内设立审计司，依照规定
审查其财物收付事项，实际上是太府寺内的内部审计。
此外，在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采用户部使樊知古的奏议，还曾设置了专司审查各项军政支出的
诸军、诸司专勾司，后于南宋时因避高宗赵构之讳而改称审计院。
宋前历代王朝用“考”、“比”、“勾覆”等词表示审查、考核之意，到了宋时则开始使用“审计”
这一用语。
自隋、唐至宋三个朝代，从审计的建制来看，都设有专门审计机构，从事审计监督，审计制度渐趋完
备。
此后，到了元、明、清三朝则取消了专门的审计机构。
如元初撤销了比部，中央及地方报送的财务报告归由户部审核。
明初，比部虽一度恢复，但不久于洪武二十年又被取消，直至清末没有再设置。
明清两朝皆在户部下按行政区、分省设立清吏司，负责审查各省的财政收支。
同时，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为全国的最高检察机关。
明时在都察院下设都监察御史，负责监察中央财赋收支；按行政区设监察御史，分别监察各地财赋收
支。
清时在都察院下按吏、户、礼、兵、刑、工等设六科给事中，并按行政区分设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
为科道官，负责中央及地方官府钱粮财赋的审查工作。
清末光绪年间，掀起维新运动，拟行君主立宪制，清廷曾提出单独设立审计院的拟议，并草成《审计
院官职条例》二十一条，但未能施行，不久清廷就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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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计学》：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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