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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计学》是“21世纪应用型本科会计系列教材”之一，在编写体例和内容上有所创新，并具有
以下特色：　　一、完整性。
书中的内容以审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实务为主，系统地介绍了审计的基本流程；以注册会
计师审计为重点，又兼顾了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体系比较完整。
　　二、时代性。
既反映了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要求，还反映了其他现代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新成果。
　　三、应用性。
突出实务，兼顾理论，力求理论与实务的相互贯通和有机融合，并用案例诠释审计理论与方法，充分
体现适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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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总论　　第一节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一、我国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审计大致经历
了以下六个发展阶段。
　　（一）西周初期初步形成阶段　　西周时期，朝廷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宫，天宫又称冢
宰，为百官之长、六宫之首，“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
国家财计管理方面，以地官为首的大司徒系统掌管财政收入，负责钱粮税赋的征收及入库工作；以天
官为首的冢宰系统，负责掌管财政支出，并设置中大夫司会，对财政收支进行记录与考核。
同时，在天官之副职小宰之下设宰夫一职，由宰夫“岁终正岁会，月终正月要”，“掌治法以考百官
府、郡、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各者，以官刑诏冢宰以诛之；其足用长财
善物者，赏之”，行使“考其出入，以定刑赏”之权。
可见，宰夫司职百官及地方的业绩、政绩的审查工作，并将审查结果向冢宰或直接向周王报告，以决
定对朝廷百官及地方官员的奖惩。
从宰夫的工作来看，其独立于财计部门之外，具有审计的性质，标志着我国政府审计的初步形成。
　　（二）秦汉时期最终确立阶段　　秦汉时期是我国审计的最终确立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审计模式。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建立和成长时期，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秦汉时期逐渐形成全国审
计机构与监督机构相结合，经济法制与审计监督制度相统一的审计模式。
秦朝时期，中央设“三公”、“九卿”辅佐政务。
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执掌弹劾、纠察之权，专司监察全国的民政、财政以及财务审计事项，并
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汉承秦制，西汉初中央仍设“三公”、“九卿”，仍由御史大夫领掌监督审计大权。
二是“上计”制度日趋完善。
所谓“上计”，就是皇帝亲自参加听取和审核各级地方官吏的财政会计报告，以决定赏罚的制度。
这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汉时期日趋完善。
三是审计地位提高，职权扩大。
御史制度是秦汉时代审计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代的御史大夫不仅行使政治、军事的监察之权
，还行使经济的监督之权，控制和监督财政收支活动，勾稽总考财政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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