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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特色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一是适应新的国家经济形势，根据新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编
写而成；二是案例较多，实用性强，能满足学生学习审计理论与实务的需要；三是与大多数审计教材
相比，本教材既有抽象理论的概述，又穿插了大量的例题，有助于学习者的理解与掌握；四是每章都
有配套的同步练习，有助于学习者对基本知识点的快速掌握。
　　本书的适用对象是会计学专业、审计专业、注册会计师审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管理学专业的
本科生和专科生；也适用于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后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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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承秦制，仍由御史大夫实施上计的职责，行使监察职权。
汉朝制定《上计律》，使“上计制度”有法可依，标志着我国审计立法的开始。
　　秦汉开创了御史大夫行使监督权的先例。
御史组织系统的建立，强化了国家对整个财政经济的控制和监督。
但是，这一时期还未设有专门的审计机构。
御史大夫行使的监督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具有一揽子性质。
　　3.隋唐至宋日臻健全阶段　　隋唐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也是我国审计发展的主要时
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比部”审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比”是考核审查的意思，隋朝开始设比部，隶属都官或刑部之下，掌管国家财计监督，行使审
计职权且具有司法监督的性质。
唐朝改设三省六部，六部之中，刑部掌天下律令、刑法等政令，比部仍置刑部之下，凡国家财计，军
政内外，均施以勾稽，进行考核审理。
唐朝比部开展审计的权力覆盖国家财经的各个领域，而且一直延伸至州、县，比部审查的范围也极广
，项目众多，而且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唐朝在发展政府审计的过程中还建立了一些审计制度，规定了各种审计程序、审计时间和审计处理要
求等重要事项，尤其是制定了考核审计官员的标准。
可见，隋唐是我国政府审计制度的确立阶段。
　　进入宋朝，审计并无太大发展。
宋至元丰改制，取消比部，审计隶属于财政系统，实行财审合一，审计失去了独立性，其缺陷是显而
易见的。
宋代元丰改制以后，审计之权仍由比部执掌，南宋设“审计院”。
这是我国“审计”的正式命名，从此，“审计”一词便成为财政监督的专用名词。
　　4.元明清停滞不前阶段　　元明清各朝君主专制日益强化。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审计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阶段。
元取消比部，独立审计机构即告消亡。
明初设比部，不久取消，后设都察院。
清朝的都察院功能有所加强，但仍不具有独立性质。
在清朝末年，光绪皇帝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设立了“审计院”，同时引进了近代的审计制度，后因
辛亥革命爆发，审计制度未能实施。
　　5.中华民国不断演进阶段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在国务院下设立了“审计处”，各省设立了“审
计分处”。
1914年，又将“审计处”改成“审计院”，同时颁布了《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细则》。
1928年又将“审计院”改为“审计部”，隶属于监察部，各省设立相应的审计机构，形成了一个垂直
领导的审计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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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计理论与实务》丛书特点：　　1.科学实用：面向应用型人才就业，具备大量当前实用案例
，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2.内容新颖：借鉴国内外最新教材，融会当前最新理论，遵循最新发布
的各项准则、规范　　3.系列完整：把握财经管理专业相关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整个系列体系严
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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